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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本、趋同假说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全面分析了：趋同假说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理
论关联，详细介绍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趋同假说
的影响。
不仅如此，全书还对人力资本进行了量化，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从实证上对于趋同假说进
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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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大丰，男，汉族，1973年7月生，江苏省淮安市人。
199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200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
现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
长期从事数量经济学理论模型与应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学习与研究，在数
量经济学模型构建、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地区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有心得。
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等经济学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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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虽然人力资本理论的充分发展和应用是1960年以后
的事，但是人力资本思想的孕育与成熟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关于人力资本思想渊源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主要思想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
而经济学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从人力资本的思想中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在引发对于人力资本理
论的关注中，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对经济理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在借鉴人力资本思想的过程中，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
分析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本章主要介绍人力资本的思想渊源及有关概念，并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论证
。
　　第一节　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家西奥多·舒尔茨发表了极具影
响力的论著《人力资本投资》。
著作的发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与完善的重要标志。
从人力资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上来看，人力资本思想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可以看成是简单地将资本的概念应用于人自身
。
对人力资本思想的研究表明，明确将人视为资产，揭示人经济价值的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
第（William·Petty），配第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有“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的称号。
在17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著作。
比如，《税赋论》、《政治算术》等，对于当时英国的财政、税收、货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论述了有关价值、利息、地租等问题的经济原理，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为财富之母”，就是人的因素对一国经济实力有影响的体现。
不仅如此，他还尝试对于人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进行量化研究。
在1676年的《赋税论》中，他把作战中军人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的生命损失作了比较，试图对
人的经济价值进行衡量。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运用关于人是资产的概念去说明国家的经济实力及人力缺乏的实际后果。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配第估计人的经济价值的方法就是预期年收入的贴现或资本化方法。
虽然对于人的价值的研究是粗糙的，但是其工作是开创性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力资本、趋同假说与经济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