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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
高度关注。
这两个理论告诉我们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内生驱动力，并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制定经济赶超相关战略提供了方向和理论依据。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基于理论分析和以江西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基础上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
　　在理论分析方面：　　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具有高收益性，能增加个
人收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投资，能促进相关行业发展；较高的人力资本能提
高资源配置效益，增强科学发展意识；较高的人力资本可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质量，增加经济价
值；人力资本可促进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重要源泉，是技术扩散与应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而技术进步能够提高
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扩散和传播效应可加速知识积累形成良性循环，
从而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对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从分产业来看，人力资本是诱发
第一产业劳动力向高次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产业差异通过配置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和生产
率优化经济结构。
　　最后，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当今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加居民收入和反贫困的重要途径。
　　在实证分析方面：　　首先对人力资本等各因素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作了实证分析。
借鉴新增长理论建模思想，建立了含物质资本积累、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
产率的动态生产函数，该函数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考虑物质资本质量，把物质资本拆分为物质资本
积累和当期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考虑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凸显，认为人力资
本的弹性系数是一时间函数。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岭回归方法估计各参数，结果发现江西省1980年至2005年期间，人力资本的弹
性系数为0.59，相对物质资本积累、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等因素而言弹性系数最大且弹性系数每年
以0.01的步长递增；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8％（含物质资本积累贡献率26.65％和固定资产
投资贡献率21.15％），劳动力的贡献率为8.6％，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率为17.63％，全要素生产率的贡
献率为25.97％，属于“相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范畴。
　　其次核算了江西1980年至2005年历年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建立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计
量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每增加l％，技术进步0.834％。
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核算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率为7.77％，从而刻
画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再次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对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作用。
对各产业人力资本、从业人员和产值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和产值为二阶单整序
列，其余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然后对各产业人力资本对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和产值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并建立了7组具有经济意
义的长期均衡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
从长期均衡变动看，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受第二产业人力资本的变动影响最大；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受
第一产业人力资本的变动影响最大且时滞为2年；从短期误差修正机制看，产业从业人员数和产值与
该次产业的人力资本均衡关系最为紧密，这也证实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内生变量的观点。
　　最后对新一轮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作了实证分析。
既定江西2006年至2010年经济以年均11％增长，2011年至2020年经济以年均8％增长。
通过建立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积累的计量模型，预测出物质资本年均积累速度在“十一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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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64％，在2011年至2020年为13.08％；通过总人口预测和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序列变化趋势，得出从
业人员在“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0.77％，在2011年至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1.03％。
在适当的假设条件下，得出了新一轮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值，到2010年人力资本需
达到11.99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约9年），在2020年需达到14.5年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0年）。
　　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为实现新一轮经济顺利转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
的重大作用的四条政策建议，一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二要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三要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优化经济结构；四要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统筹城乡和谐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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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及评析　　2.2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1960）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
》的演讲，人力资本理论才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正式创立。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不仅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许多不解之谜的诠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各国经
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20年中，一些在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奇迹般地迅速
恢复和发展起来；另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很差的国家和地区，如丹麦、瑞士和亚洲“四小龙”也同样在
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
。
包括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同时物质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下降，出口产
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工人在劳动工时缩短的同时工资收入却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等
。
这些现象使得经济学家们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形成根源产生了兴趣。
总的来说，传统的资本理论无法解释下述三个事实：①根据传统理论，资本一收入比率将随着经济的
增长而提高，但事实表明这个比率不断下降；②根据传统理论，国民收入的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
长将同步进行，但统计资料显示的结果都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要远远大于所投入的土地、物质资本
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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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目的是基于理论分析和以江西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基
础上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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