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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像国人的奥运金牌情结一样，中国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实在是太强烈了。
自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起，林毅夫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热切期盼，学界和媒体立即广泛响应，部分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撰文呼应，一时间
似乎中国很快就要出现诺奖获得者了。
那么，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究竟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呢？
如果可能的话又是凭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折桂呢？
拿2009年的两位诺奖得主来说，他（她）们的获奖作品都是30年前研究发表的成果。
自1969年瑞典银行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迄今共有64位获奖者，从其研究成果发表到获
奖的平均时间超过了30年。
这就是说，如果预测未来30年内诺奖可能的获得者的话，其研究成果现在就应该已经出现了。
环顾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举出类似这种分量的、具有开创性、系统性而又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
果吗？
不免令人汗颜。
　　本来，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认识世界获取新知识，人类科学研究的
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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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者们往往用教育、培训衡量人力资本，以此研究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既与已作出的“制度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理论研究不符，又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悖。
新制度经济学和市场转型理论已对制度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做了较多研究，在社会经济实践中，
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也对现实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伴随这一制度转型的持续进行，
经济体制转型在实际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影响不断加大，因此，有必要对经济体制转型在人力资本形成
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与分析。
    本书主要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不同的经
济体制，因为内含经济自由度不同，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不同。
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主要是人口流动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企业经营制度、自主创业制度、金融
制度和对外开放制度的转型），正是由于为人们提供了择业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创业自由、融资自
由以及利用国外资源的自由，创造了更多的积累自身人力资本的实践机会，而对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了
重要的正向影响，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实际人力资本水平。
    本书通过对浙江省和陕西省经验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
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浙江省和陕西省在劳动力就业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创业制度、金融制度、
对外开放制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了两省在同一时期处于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
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两省的实际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大差距，从而导致陕西省在
物质资本、潜在人力资本量都优于浙江省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反而落后于浙江省，形成“浙江一
陕西之谜”。
    本书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本书的研究主题为：转型中制度变迁为经济行为主体带
来的实践机会的增加及其对我国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人对这一主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学者们集中于强调制度对个人主观努力的决定作用，对制度对实践机会的多少及其对人力资本形成的
作用问题关注较少，而在转型经济里，制度市场化改革给人们提供的市场化、自由化的实践机会更多
地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快速成长，因此制度市场化、自由化变迁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更具现实意义的研
究主题。
    其次，本书重新区分和定义了“潜在人力资本”与“实际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实现”与“
人力资本的形成”两对概念，指出联系潜在人力资本和实际人力资本的机制是经济实践。
这种区分和定义为科学、合理地度量人力资本奠定了更现实、合理的基础。
    再次，本书建立了更为全面、合理的量化模型度量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使抽象的制度
安排得以具体化、量化，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关系的分析得以在客观、合理的基础上进行。
    本书（除导论和结论外）结构安排如下：    第2章分析实践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决定作用，在这一章
里介绍了以往学者对潜在人力资本和实际人力资本的理解和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实践环节决定潜在人
力资本向实际人力资本转化的程度，而实践机会的多少由制度决定的思想。
    第3章立足于我国经济事实剖析经济体制转型与人力资本形成的关系，介绍影响经济自由度的几项制
度变迁的过程，为第2章的理论分析和第4章的实证分析作事实佐证。
     第4章对制度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进行计量检验，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
型检验和分析制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
     第5章对潜在人力资本、宏微观经济体制差异都比较大的陕西省和浙江省进行案例分析。
通过从制度差异的角度对“浙江一陕西之谜”进行解析，进一步揭示经济体制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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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代表作《论人力资本投资》，这一论
文的发表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正式形成。
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由教育、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
、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的就业机会的迁移构成①，系统地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和途径。
此后，其他学者从微观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及其与个人收入关系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扩展，没有再从
宏观层次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之后，舒尔茨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中意识到了人的价值提高与制度之间相互影
响的现实关系，在1968年发表了《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的经济价值》一文，进一步扩展了他对人力资
本所作过的纯经济分析，把人力资本积累、人的经济价值提升与制度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人的经济
价值的增长对于制度，尤其是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这种适应新要求的过程中，
如果存在制度滞后现象，就会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舒尔茨特别批评了经济增长理论盛行的两种观点：一是"制度不变论"，二是"制度外生论"，指出应把各
种资源配置制度、产生人力资本的制度（教育和培训）、技术创新制度以及自由竞争制度等都当做经
济的内生变量，这些变量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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