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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s� a�main�kind� investment� in�human�capital,� and�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s� affected� by�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his� paper� divides�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as� two� levels�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ffected� by� the� unbal-
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growth,� the� capital� structure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sections� are�
different.�The�studying�results�show�that�regional� industrial�structure� leads� to�different�contribution�for�
educational�human�capital� to�economic�growth.�The�quicker�section�economic�grows,� the�more�higher�
education�contributes.�From�the�viewpoint,�policy�makers�should�enhance�budgetary�allocations�aimed�
at�building�capital�that�has�a�positive�impact�on�eco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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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主要投资形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结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别。本
文将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种类型，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我国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教育人力资本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别。 研究证实，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引起教育
人力资本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也不同，经济发展越快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
越大。 基于此，为发挥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应提高公共教育支出预算，大力
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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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

王云多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
一种主要方式， 教育在带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引起经
济学家关注， 在人力资本框架内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不仅有利于理解政府财政支出分配，测量不同
层级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且有利于区
别地区教育不均等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舒尔茨最早在增长理论将教育和经济增长联系起
来（Schultz,1961），［1�］此后，大量经验研究已经证实教
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Barro,�1991;�Mankiw�
et�al.,�1992）。［2-3�］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教育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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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常在增长核算中研究不同
类型教育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4-5�］国内学者也不断
丰富增长理论， 多数侧重于总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机制［6�］，仅有少数学者针对教育水平差异性对经
济增长贡献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7-9�］很少有研究考
虑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 未说明
不同地区之间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差别对地区经济发
展的影响。基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文章研究不
同地区不同部门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间接考
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使用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3年至2012年各级
各类教育和产出的面板数据， 检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Solow提出、经由Lucas发展和
完善的增长理论中教育存量的一些测量方法。 也考虑
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介入，将其定义为公共教育支出，作
为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
经济增长影响模型的设定

文章采用两部门方法［10�］，增长计算方法被用于区
分生产要素贡献、要素效率和集中度改善，生产函数规
定如下：

Yt=K
α

t（γH）
1-α
， （1）

式（1）中H代表人力资本的存量，γ代表致力于产品生
产的人力资本份额，γH代表物质产品部门的人力资本
投入。

文章考虑两部门经济（Y部门和E部门），Y部门以
不变收益使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生产产品和服
务。E部门经由教育系统致力于人力资本生产。这一部
门活动导致可用于两部门的人力资本数量增长。 如果
假定总人力资本H按照这一部门使用的人力资本数量
一定比例（1-γ）H增长，那么人力资本增长率为（见式
（2））：

dH
dt =λ（1-γ）H， （2）

式（2）中γ代表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如果一部分不变的
人力资本1-γ用于E部门（这一部门生产人力资本），人
力资本将以一个不变指数速率增长：

譐= dH
dtt "1

Ht "=λ（1-γ）， （3）

式（3）中譐代表人力资本不变指数增长速率，这意味着

将产生一个稳态增长路径， 在这一稳态增长路径上物
质资本积累率等于人力资本积累率， 人力资本积累率
与社会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投资成比例。

在这一模型中， 为了研究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
济增长影响，将教育系统设定为两层教育体制：基础教
育（含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随着教育层
次由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提升， 受教育者人数不断变
化，呈减少趋势。此外，由于教育的层级特征，退学更可
能发生在中间阶段。结果，学生入学率随个人向更高层
次教育移动而递减。

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上人力资本生产由通常投
入，如个人学前准备（也被称为初级资格）、教育时间和
相关教育质量决定。可是，高等教育水平上人力资本生
产要使用基础教育水平生产的人力资本作为投入，即
人力资本具有累积性。 这一因素决定了个人能从更高
层次教育受益，但是即使接受了更高层次教育，仅有个
人准备充分时，他们才能受益于更高层次教育，每一层
次教育可规定相应人力资本生产模型。首先，个人开始
于基础教育人力资本生产相应技术规定如下：

h
b,i

t =Bt（h
i

t-1）
Gt

Lt "mt， （4）

式（4）中h
b,i

t 代表基础教育生产的人力资本，这一人力资

本生产函数有三种投入要素： 初始资格（初等教育水

平）为h
i

t-1，教育时间t和教育质量Gt

L 。式（4）中，Gt代表分

配给基础教育的公共教育基金，L代表接受这一教育水

平学生人数，Gt

L 代表每年基础教育上生均公共教育支

出，令其代表教育质量。考虑人力资本的时间性，即人
力资本折旧问题，令式（4）中mt代表人力资本折旧，折
旧不包括人才流失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这里，人
力资本折旧基于成年人死亡率计算。因此，基础教育人
力资本变化由政府在这一教育水平上的支出代表，人

力资本折旧由死亡率代表。 很明显，t期人力资本h
b，i

t 分

布取决于上一期人力资本投入h
i

t-1（初始资格）和公共

政策参数 Gt

L 。 如果缺少基本教育准备（即低初始资格

h
i

t-1）将不利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另一方面，良好教

育准备（高初始资格h
i

t-1）将为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奠定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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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生产函数可由如下式子表示，

ht

a,i
=Ant

i
（h

b,i

t -譗）
gt
N! "φ。 （5）

由式（5）可知，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变化受那年生均
教育支出水平变化和人力资本折旧影响。在这里，有三

个投入：基础教育人力资本产出h
b,i

t ，每年政府生均教育

支出 gt
Nt

和人力资本折旧φ。另外，有一个临界值譗，记录

人力资本结构特征，譗确切涵义为不具备相应基础知识
的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受益。 有充分证据支持这
一临界值。例如，一个孩子在学单词和写作之前必须学
习字母表。类似地，一个学生在学微积分之前要学习代
数。 这个临界值是一些内在于高等教育学习技术的一
些东西，不受政策操纵。对于高等教育体制的生产函数

存在两种其他投入：一个是n
i

t，即第i个人t期受高等教
育年限，第二个是相关教育质量 gt

Nt
，g代表分配给高等

教育的生均公共教育支出，N代表这一教育水平总时
间投入。假定基础和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完全替代，能

规定第i个人总人力资本h
i

t存在如下关系：

h
i

t=h
b,i

t +h
a,i

t 。 （6）

如果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不完全替代，
那么（6）式将不得不包括二者之间替代弹性。这时加总
人力资本成为：

h
i

t=h
b,i

t +孜h
a,i

t 。 （7）

经济整体上加总后的人力资本可通过加总式（6）
和式（7）所有人的人力资本得到，这样续写为式（8）：

Ht=H
b

t +H
a

t， （8）

其中Ht是h
i

t的和。式（8）表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产

品生产上可替代，但是当不完全替代时，经济的总人力
资本如下：

Ht=H
b

t +孜H
a

t。 （9）

式（8）和（9）中H
b

t和H
a

t规定如下（见式（10）和式（11）。

H
b

t=B詛（Ht-1）
Gt

L! "mt， （10）

H
a

t=An（H
b

t-譗）（
gt
Nt
）mt。 （11）

式（10）和式（11）描述了政府教育供给对人力资本
积累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包含基础教育人力资本和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描述了生产更精确人力资本测量
的教育体制结构特征。

式（10）和式（11）规定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
资本产出，是基年教育为e和i的人的平均工资。在解释
不同省市之间差异时， 人均收入水平在绝大多数经验
研究中揭示人力资本起着一个重要作用。然而，人力资
本测量并非独一无二。 丹尼森早期在分析教育对国民
收入的贡献时，测量了人力资本，他指数化劳动力质量
测量人均单位产出。丹尼森假定如果教育水平为e的人
为单位产出，那么教育水平为i的人单位产出的数量为
1+α（Wi-We）/We，其中We是基年教育水平为e(高等)的
人的平均工资，Wi是基年教育水平为i(高等)的人的平
均工资，这样，t年人力资本指数为

i
移［We+α（Wi-We）］Nit

We·
i
移Nit

（12）

式（12）中，Nit代表t年教育水平为i的人的数量。这
一公式与增长核算方程一致。 这一公式更为明确的考
虑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从上式可知，t年测量的指数
化人力资本由基年教育水平为e和i的工人平均工资估
算， 这意味着指数化测量的人力资本包含了不同教育
水平影响。

三、实证检验

计量经济估计决定了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产出的
影响， 基于教育制度相似性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相似
性分地区研究， 将样本省市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
区，计量结果见表1。

表1估计结果显示三类地区实物资本（K）与产出
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可是，基础教育（bh）和高等教育
(ah)人力资本对产出影响不同。

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正向影
响。中部地区基础教育系数估计值为0.02，西部地区基
础教育系数估计值为0.15，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系数估
计值大于中部地区基础教育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统计上显著（无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系
数估计值通过了t检验）， 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由
于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加之经济发展落后很难留住高
素质人才，带动经济发展还主要依靠基础教育，而且越
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 基础教育在带动经济发展中的

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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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统计分析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人力
资本与制造业产出之间正相关关系表明这一部门能有
效组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提高经济产出，此外，就东
部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制造业（系数为0.12）、服
务业（系数为0.20）和总产出（系数为0.99）之间较强的

正向关关系也表明东部地区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
贡献越大。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
文章将中西部地区省市样本合并， 研究教育人力资本
结构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和总产出的影响，结
果如下（见表4）。

注释：相关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地区 bh ah K R2 F

服务业 -0.60（-3.232） 0.48（2.242） 0.85（43.255） 0.358 22.552

制造业 0.12（7.243） 0.20（-1.848） 0.38（68.758） 0.503 37.925

总和 -0.02（-4.525） 0.99（4.956） 0.62（82.442） 0.564 50.656

表3� 东部地区省市部门业绩数据的合并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2� 部门业绩和人力资本

注释：相关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地区 bh ah K R2 F

服务业 -0.46（-3.232） 0.42（1.524） 0.25（43.245） 0.366 16.552

制造业 0.65（6.566） 0.55（1.222） 0.10（60.552） 0.486 39.665

总量 -0.46（-14.528） 0.40（3.856） 0.14（78.669） 0.588 45.6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1� 总产出和人力资本

注释：相关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地区 bh ah K R2 F

东部 -0.66(-3.405) 0.60(1.747) 0.95(45.176) 0.368 19.522

中部 0.02（6.777） -0.21（-1.976） 0.41（67.032） 0.403 37.925

西部 0.15（16.802） -0.46（-4.913） 0.26（86.610） 0.564 43.65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作用越大。 这一点可由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
为-0.21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为-0.46反映
出来， 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出有负向影
响意味着这两个地区受经济发展滞后和人才流失制
约，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于企业而言不足以组合实物
资本产出高水平产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基础教育人
力资本与产出负相关，这意味着这一水平教育充足，欠
缺的是高素质人才， 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系数为正
（0.60），也说明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在产出中贡献很大。

由表1回归结果可知，60%-80%的产出变化归于上述
地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变化，统计上显著的变量，
模型拟合结果也较好。

下面列出31各省市样本合并分析结果， 文章将所
有省市样本分为两组（服务业和制造业），按照人类发
展指数， 代表发展阶段的测量， 通过使用人类发展指
数，就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排列相对较高，中部地
区排列居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合并分析结果见
表2。

由表2统计结果可知，基础教育人力资本对服务行业
产出（系数为-0.46）和总产出（系数为-0.46）有负向影响，
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在这一水平上的人力资本无助于带动
服务业和总量经济增长。 基础教育人力资本对制造行业
产出有正向影响（系数为0.65），这表明基础教育人力资本
有利于带动制造业发展。 可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十分有

利于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和总产出。无论是制造业部门（系
数为0.42），还是服务业部门（系数为0.55），亦或是总量上
（系数为0.40），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均有利于增加产出。

就不同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处于高发展阶段，基本
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均十分有利于所有部门和总
量增长。表3列出东部地区系数估计值。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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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西部地区省市部门数据的合并分析

地区 bh ah K R2 F

服务业 -0.61（-2.868） 0.60（2.222） 0.95（44.242） 0.332 29.356

制造业 0.10（2.986） -0.24（-1.987） 0.40（58.887） 0.396 37.998

总和 0.15（12.242） -0.46（-2.847） 0.26（82.242） 0.514 57.446

注释：相关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4列出中西部地区系数估计值，中西部地区基础
教育人力资本对制造业产出（系数为0.10） 和总产出
（系数为0.15）有正向影响，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
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对制造业产出（系数为-0.24）和总产出（系数为-0.46）
有负向影响，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在缺少教育资源同时，
高等教育资源并不能得到合理配置， 影响了高等教育
对地区产值的贡献。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
本对服务业产出贡献随着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强， 基础
教育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产出（系数为-0.61）有负向影
响，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产出（系数为0.60）
有正向影响， 在这也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尽管整体上对
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但服务行业还是比较认可高
等教育。

四、结 语

通过实证检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制造业、 服务
业部门产出和总产出影响。

首先，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由低到高呈阶梯式增加。换句话说，经济越发达省
市从高等教育受益越多， 而欠发达省市更依赖于初等
和中等教育。 概由这些地区缺少可用于高等教育部门
的资源，且已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当，这导致高等教
育人力资本对于欠发达地区产出有负面影响。其次，我
国整体上教育人力资本结构仍旧处于加速经济增长阶
段， 在经济增长方面高等教育比初等和中等教育起着
更重要作用， 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经济发展中各级教育
的贡献得出。较高人类发展指数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
本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和总产出。

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如下。教育发展必
须超出常规模式，更强调平等和效率。当前，教育人力
资本形成仍在不断增长， 如果这一增长趋势经随教育

资源有效配置而不断增加， 不仅可确保人力资本增长
率不断增加， 而且政府将有效确保人力资源满足经济
发展需要， 这将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 就政策意义而
言，本研究表明，中国应该增加具有大学学历工人百分
比以加速经济增长。此外，为了减少地区差距，最好增
加落后省市各类教育投资， 特别是提高西部省市初等
和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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