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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劳动力剩余#用就业总量和反映人力资本积
累规模的数量指标均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用质
量指标替代数量指标#选取全部就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含职业教育"

至大学本科阶段学历者受教育水平的分布方差来测度人力资本#并
构建相应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解释中国

!QQV

.

"##Q

年间的产出增
长%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当前中国人力资本
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高于实物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的边际产出贡献
高于高等教育%

关键词
"

人力资本分布方差#劳动力剩余#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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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中公共系统建设项目,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
作者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中所有错误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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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范式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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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人力资
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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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互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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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的追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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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均将经济增长视为随人力资本积累而单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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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们对经济过程了解的不断深入#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识和肯定%一系列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均说明#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具有积极意义%

!

在上述理论框架内#通过许多跨国经验研究发现(在利用人力资本对劳
动力投入单位进行调整后#生产函数的参数度量值都会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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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少数特例外#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或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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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经验与理论相悖的原因一方面是计量
分析工具和方法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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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且更主要的原因
是对反映教育水平指标的选取不够全面%研究者往往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时间作为均值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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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业人口中受教育时间的分布状况却未做进一步分析%

"单一考虑人力资本
存量均值有其局限性(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不同学历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
比例已基本定型#分布方差近似为常量+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中则不然#

例如#中国尚处于人均收入较低#但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年龄段国
民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差异大#且随时间而变化%此外#

"#

世纪末开始的高校
扩招政策逐渐提高了中国就业人口中拥有高学历劳动者的比重#使人力资本
存量的均值上升#其分布方差也出现显著变化%

G因而#若仅仅以劳动者受教
育时间为依据来测度人力资本存量均值#而忽略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分布状
况及其变化#会导致理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实%

" 以针对中国现有的一系列研究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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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方
和张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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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以就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依据来估算受教育水平和全国及典型地区的人力
资本存量水平%

G 见本文表
G

中中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分布方差的变化数据%

针对上述局限性#不少学者展开了进一步的跨国比较分析#探讨人力资
本分布的离散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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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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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横截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人均产出增速与人力资本分布标准
差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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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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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中国家历史数据的分析发
现#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分布的离散度越大#人力资本积累对人均产出的贡献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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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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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教育与经济数据做时间
序列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离散方差与人均产出增速之间显著正相关%杨俊和
李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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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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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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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区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用
教育基尼系数测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发现地区间教育不平等是中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表明#用就业人口
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离散方差这两个指标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人力资本存量#

进而有效地解释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然而#同时考虑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离散方差也有其不足%由
于两个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源于同一组数据#是按就业市场中不同学历
劳动者占就业总量的比重求得的#所以均值和方差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方
差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均值的改变#反之亦然%一系列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结
论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多重共线性的扰动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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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方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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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就不同就业者受教育时间的离散程度而言#方差
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导致方差增大!或减小"的原因#既可能是就业人口中
未达到人力资本均值的低素质劳动力比重增加!或减少"#也可能是就业人口
中超过人力资本均值的高素质劳动力比重增加!或减少"%若一个经济体中大
多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而另一个经济体中大多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
高#则二者人力资本分布的方差值可能很接近#但经济增长潜力却完全不同%

显然#在定量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选择不恰当的指标会
得到与现实不符的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的研究致力于(

!

!

"构建一个基于人力资本数量积累和质量改善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结
合中国历年教育和经济运行数据#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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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效果#为中国相关经济和教
育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参考数据%

与同领域类似的研究相比#我们在模型架构和分析方法上做了以下改进(

!

!

"虽然在不少研究中已分别考虑纯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但仍对
劳动力做同质化假定#将就业总量直接等同于劳动力投入%而实际上#具不
同受教育水平就业者所提供的劳动是异质的%因此#需要参照就业人员的受
教育程度构建劳动力投入的有效单位指标#以更贴切地反映劳动力的有效投
入$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劳动的产出效率%

!

"

"鉴于有效劳动投入已经隐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利用就业人员受教
育程度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时#已不必重复考虑后者的规模#而只需用受教
育年限的离散方差来测度人力资本的质量%借助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量来再现
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和均值#同时用方差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的质量#这种
方法有助于减少多重共线性给回归分析带来的干扰%

!

G

"尽管可以用方差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但单从统计意义上不易
判断方差值变化的原因%若某一经济体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已基本完善#则
方差值变化很可能是由高等教育政策的改变所致?

+反之#则基础教育的改善
也可能使方差值产生显著变化%因此#进一步细化方差指标!人力资本质量
指标"#据以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本文对测度人力资本提出的一项方法上
的改进%

? 以中国为例#九年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而始于
"#

世纪末的高校扩招政策对方差值的变化就产生了较
显著的影响!见本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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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和全文结构
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国民经济生产函数构建和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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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前一部分致力于开发一个可以有效解释过去十余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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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增长的经济模型#并收集$整理相关数据#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后一部
分以两种不同取向的投资行为为出发点#模拟下一周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运
行状况#阐述不同投资策略的经济绩效%两部分内容承上启下#采用方法前
后对应%下面分别对本文的技术路线和分析方法做简要介绍%

!B

计量模型中对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处理
假定国内生产总值

T

可以用资本存量
R

$劳动力投入
8

$人力资本存量
\

和技术进步水平来解释%针对本研究拟达到的目的#我们按如下步骤和方
法度量模型中的生产要素%

!

!

"考虑资本品的异质性#对其做质量水平调整#以反映质量改善和投资
强化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一般不反映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不同周期形成的实物资本往往具有不同的质量水平%根据期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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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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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统计数据中被同质化处理的实物资本投入做质量水平调整#以更好地
反映体现在更新期设备投入中的本国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并测算中国生产
性资本的真实存量%

!

"

"对就业数据做质量水平调整#以反映有效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
产出效应%

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具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产出效率各不相
同%若劳动个体的产出效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单调关系#则可以据此
构建劳动力投入的有效单位数据#以此来反映就业总量中隐含的质量水平和
人力资本存量%具体方法为#设工资溢价反映了某劳动个体通过人力资本积
累获得的额外劳动报酬#利用

T&'*1/&('

工资等式!

T&'*1/

#

!QV?

"#可以将
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的人力资本存量用其产出效率进而用工资来体现%

!

G

"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分组#分别测算各组的人力资本分布方差#以
反映人力资本质量%

从按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分类的就业统计数据中#可以测算出全部就业者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该值近似为人力资本存量均值#又能求得对应于各组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分布方差%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我们进而分析各组人
力资本分布方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找出可以恰当体现人力资本质量的方差
指标%

!

?

"区分投资强化型$劳动扩张型及受到外生政策因素影响的技术进步#

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力%

K 关于,体现-问题的讨论!

1,E+F&,1'0*+'0/+91/:

3

"#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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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有相应载体#往往以一定形式体现!

1,E+F&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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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在其他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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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体现在实物资本积累中的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我们将其用投资的有
效单位指标予以反映+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劳动强化型技术进步#我们
将其用就业的有效单位指标予以反映%此外#政策性因素在中短期也会对技
术进步产生影响%衡量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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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教育和经济运行数据#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
进行测算#以解释过去十余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

J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详细综述可见
$(/2(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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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静态分析的情境设定
考虑两种不同取向的投资行为#分别为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

前者通过提高实物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后者通过扩大教育投入尤
其是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就业人员人力资本的存量以及质量#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基于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

*101/&: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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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展开静态比较分析#测算哪一种投资行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
长会产生更显著的推动效果%

二!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依次构建三个国民经济生

产函数#分别定义为模型
%

!基准国民经济生产函数"$模型
&

!对投入要素
做异质化处理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以及模型

'

!考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三个模型由浅入深#逐层展开#分别对中国过去若干
年经济增长的原因做出解释%

!一"模型
%

(基准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假定中国在

"

周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T

"

与资本存量
R

"

$劳动力投入
8

"

#以
及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系数>

G

有关#

T

"

PS

!

R

"

#

8

"

"%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
$+EEH<+.

C

2(:

类型的基准国民经济生产函数#定义为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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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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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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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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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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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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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8

"

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全部就业人员-统计+资
本存量

R

"

的测算方法为
R

"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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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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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9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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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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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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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

P

#

"

为
"

周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N

"

为固定资本折旧#

)

F1

@

为相应折
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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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
&

(对投入要素做异质化处理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模型

%

中#资本和劳动力被简化为同质品#而事实上#同类生产要素往
往并不同质(

!

!

"技术进步会使不同周期形成的实物资本之间存在质量差异#后期投资
往往具有更高的质量水平和产出效率%对耐用品$投资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
大又会导致投资品价格较物价总水平呈相对下降趋势%如

N/11'A++F('F7+H

9('+9&*

!

!QQU

"发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投资品价格指数相对于物
价总水平以年均

?W

的速度递减%中国
!QQV

.

"##Q

年的物价指数走向也印证
了这一点!见图

!

以及表
K

"%按期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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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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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资本异质
化假设#本文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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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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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的质量
水平调整法#经过适当修正V

#对统计数据中被同质化处理的固定资产形成总
额做质量水平调整#计算有效资本存量

R

!

"

%

V 对质量体系调整法作以适当修正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统计数据的不完善%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一个
可以体现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和反映投资品质量水平变化情况的$较为系统和连续的价格指标体系!徐
强#

"##Q

"%

图
!

"

中国投资品价格指数相对于物价总水平的变化
注(测算方法见本文!

K

"式#数据来源见&中国统计年鉴'%

!

"

"劳动力的异质性体现为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劳动者的产出效率各不
相同#产出效率的差异导致劳动报酬的差异%假定工资溢价反映了教育给某
劳动个体带来的额外回报!

Z(22('F7+'1:

#

!QQQ

+

Y1,

@

21

#

"##!

"#利用
T&'*1/&('

工资等式#可以将反映在受教育程度上的人力资本存量用其产出进
而用工资来体现%然后我们根据

=&2:('F\21'+A

!

"###

"建议的方法#构建
劳动投入的有效单位数据

8

!

"

%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测算有效资本存量
R

!

"

和有效劳动投入
8

!

"

%

R

!

"

的
测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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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

,

R

!

"

/

!

-

9

!

P

#

"

!

-)

F1

@

,

R

!

"

/

!

-

9

!

P

#

"

!

-

N

"

R

"

%

!

G

"

其中#

9

!

P

#

"

为
"

周期有效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9

!

P

#

"

,

9

P

#

"

*

9

#

T

"

%

!

?

"

""

*

9

#

T

"

为累计固定资本价格指数#反映投资品价格指数
*

9

"

相对于物价总水
平

*

T

"

的变化趋势(

*

9

#

T

"

,

*

9

#

T

"

/

!

4

*

9

"

*

T

"

%

!

K

"

""

在竞争条件下#劳动报酬可以被近似为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U

%

8

!

"

的测
算方法为Q

(

U 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秩序不完善$竞争不充分和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竞
争地位不对称会导致劳动报酬不等同于劳动力边际产出!

R21&:%1/!"#$B

#

"#!#

+李海峥等#

"#!#

"%但从趋
势上看#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总体上应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认为#工资的变化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劳动和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

Q 基于
T&'*1/&('

工资等式#将劳动者
(

的工资溢价与其受教育状况相联系(

2'A

!

4

(

"

P2'A

#

_<

>

4

4

(

#

<

>

'

#

#即
(

的工资
A

(

#

"

是一个半对数函数#与
#

#

层次!未受教育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A

#

以及
(

的受教育水
平
4

(

#

"

正相关%

(

的工资
A

(

#

"

反映该劳动者对自身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率
<

>

及其劳动效率
9

!

(

#

"

%因此#

9

!

(

#

"

与
4

(

#

"

正相关(

9

!

(

#

"

P9

#

4!

!_<

>

"

3

#

'

" 4

9

(

#

"

#其中
9

(

#

"

是现在统计数据中劳动者
(

的劳动量#

9

#

为常数%

按以上思路#就业总量的有效单位
8

!

"

可以通过对不同教育层次
3

#

'的劳动者效率
9

!

#

#

'

"

求和获得#

见!

J

"式%

8

!

"

,

8

"

4

#

J

'

,

#

!

!

-

<

>

"

3

#

'

4

*

#

'

"

%

!

J

"

其中#

8

"

为劳动统计数据中的就业总量%

<

>

为教育的!私人"回报率%

3

#

'为
获得

#

'

学历所需的!全日制"教育年限总和#

#

'

代表不同的教育层次#

'P#

#

!

#0#

J

#分别对应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大学专科!含高职"$

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

*

#

'

"

为全部就业人员中最高学历为
#

'

者所占的比重%

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做异质化后#我们得到如下国民经济生产函数#定
义为模型

&

(

2'T

"

,

2'G

!

-

"

!

4

2'R

!

"

-

"

"

4

2'8

!

"

%

!

V

"

其中#常量
G

!为对应于有效资本存量
R

!

"

和有效劳动力投入
8

!

"

的技术水平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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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
'

(考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在模型

%

和模型
&

中#生产技术水平被假设为给定量%然而技术水平并
非恒定不变#它会受到其他一系列内生及外生变量的影响%那么#是否有必
要将技术水平视为变量

G

"

#来修正模型
%

和模型
&

中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并以此解释过去若干年的产出增长*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
G

"

做进一步
探讨%

技术进步的载体往往是资本和劳动力#技术进步同时也影响到这些生产
要素的产出效率%相应的#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劳动扩张型

G

8

#

"

!

2(E+/H(.

C

H

,1'0&'

C

01*%'&*(2

@

/+

C

/1::

"

!#和投资强化型
G

R

#

"

!

&'91:0,1'0H:

@

1*&;&*01*%'&*(2

@

/+

C

/1::

"

!!

%其余部分可以归纳为受外生政策因素影响的技术进步
G

.

#

"

%

!

!

"体现在劳动力)人力资本中的技术进步通常被称为劳动扩张型技术进
步%从根本上讲#经济长期增长的推动力是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收入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应保持恒定%这一假设已经由

L*1,+

C

2.

!

"##G

"$

7+'1:

!

"##K

"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证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
G

8

#

"

通过人力资
本

\

"

的积累作用于纯劳动力投入
8

"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

"

"尽管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但体现在最新一
期实物资本投资中的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仍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中短期影响
!

N+/0!"#$B

#

!QQQ

+

N/11'A++F!"#$B

#

!QQU

#

"###

+

$.,,&':('F4&+2('01

#

"##"

+

N/11'A++F('F\/.:122

#

"##V

"%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
G

R

#

"

通过提高有
效资本存量

R

!

"

推动经济增长%

!

G

"政策性因素有可能影响技术变革的路径#进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

L*1,+

C

2.

#

"##G

"%这种技术进步往往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产
出效率%

!"大致说来#政策因素可分为财政性和货币性两大类%其中#财政性
公共政策和结构政策对要素配置的影响更为直接%就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运行
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当扩张性经济政策!G使实物资本存量增速明显超过国内
生产总值增速之后#投资扩张很可能导致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进而降低全要
素生产率%就中国这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体而言#外生政策因
素对技术进步

G

.

#

"

和对经济增长路径所产生的影响不应忽略%因此#有必要
定义一个受政策性因素影响的投资行为变量

6

"

来描述符合
Z&*I:

中性的技术
进步%

!# 又称
Z(//+F

中性技术进步%

!! 又称
M+2+A

中性技术进步%

!" 又称
Z&*I:

中性技术进步%关于三种不同技术进步的讨论#可见
L*1,+

C

2.

!

"##"

"%

!G 如为了应对
"##U

年以来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总数约为
?

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如前文所述#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
G

8

#

"

%

G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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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高可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
\

"

#对有效劳动投入
8

!

"

的产出效率产生正
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继续讨论对人力资本的测度%

\

"

为经济体中不同劳动者
(

在
"

周期的人力资本存量
>

(

#

"

总和#

\

"

P

#

?

(

,

!

>

(

#

"

%

>

(

#

"

积累的途径或为接受全日制教育
4

(

#

"

#或为在工作中学习经
验技能

2

(

#

"

!

L//+A

#

!QJ"

+

=(%I('FN+/0

#

!QQG

"%由于关于边干边学
!

21(/'&'

C

E

3

F+&'

C

"的数据难以获得#我们假定
>

(

#

"

仅和
4

(

#

"

有关#

>

'

#

(

#

"

P

@

!

4

(

#

"

#

2

'

#

(

#

"

"

-

@

!

4

(

#

"

"%许多研究表明#

@

!4"是一个单调函数#即增加任何
层次受教育的时间都将给劳动个体

(

带来一定比例的人力资本提升!

=&2:('F

\21'+A

#

"###

"%因此#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得到普遍认同
!

T&'*1/

#

!QV?

"%

用泰勒级数对
@

!

4

(

#

"

"做关于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

"

的近似#则经济
体中的人力资本总存量

\

"

为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Y

!

%

"

"

4

!

4

(

#

"

/

%

"

"

-

@

`

!

%

"

"

"

4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U

"

""

!

U

"式表明#

\

"

是一个关于
%

"

和
&

"

"

的函数#

\

"

P\

!

%

"

#

&

"

"

"%其中#

%

"

和
&

"

"

分别为全部就业人员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人力资本存量均值"和受教育
年限分布方差!人力资本质量指标"(

%

"

,

#

J

'

,

#

3

#

'

4

*

#

'

"

%

!

Q

"

&

"

"

,

#

J

'

,

#

!

3

#

'

/

%

"

"

"

4

*

#

'

"

%

!

!#

"

""

基于上述分析#经济体的产出
T

"

应和有效资本存量
R

!

"

$有效劳动投入
8

!

"

$人力资本存量
\

!

%

"

#

&

"

"

"以及技术水平变量
G

"

PG

!

G

#

#

G

8

#

"

#

G

R

#

"

#

G

.

#

"

"

有关%其中#

G

"

中隐含的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
G

8

#

"

体现在有效劳动投入
8

!

"

中#

8

!

"

P8

!

G

8

#

"

#

8

"

"+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
G

R

#

"

体现在有效资本存量
R

!

"

中#

R

!

"

PR

!

G

R

#

"

#

R

"

"+受外生政策性因素影响的
Z&*I:

中性技术进步
G

.

#

"

体现在
投资行为变量

6

"

中+余项
G

#

应是一个常数#用于调节生产函数中投入$产
出方因计量单位不同而可能产生的水平差异%

进而#我们再次修正国民经济生产函数#得到
T

"

PS

!

R

!

"

#

8

!

"

#

\

"

#

6

"

"#

定义为模型
'

(

2'T

"

,

2'G

#

-

"

!

4

2'R

!

"

-

"

"

4

2'8

!

"

-

"

G

4

2'\

"

-

"

?

4

2'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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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描述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直接得到中国就业总量数据

8

"

!见表
J

"%测
算人力资本存量均值

%

"

和分布方差
&

"

"

的步骤如下(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全国就业人员数据在
"##!

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将

!QQQ

年以前的,大学及专科以上-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拆分为
"##!

年以后的,大学专
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三个部分%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本文作者用&中国统计年
鉴'中

!QQU

年至
"###

年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据#推算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三者之和中分别所占的
比重#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数值拆分为

#

?

$

#

K

$

#

J

三部分值%

!

!

"按&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提供的
!QQV

.

"##Q

年中国就业人员的受
教育程度构成数据#将受教育层次分为七类#分别定义为

#

'

#

'P#

#

!

#0#

J

#

对应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学专科)高职$大学本科以及研究
生!?

#由此得到表
!

中
*

#

'

"

的数值%

表
!

"

不同教育层次
#

'

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

#

'

"

年份 全部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
*

#

'

"

!

W

"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职大学专科)高职大学本科 研究生
!QQV !!BJ G?BU GVBQ !"B! !BU !BK #B"

!QQU !!BK G?B" GUBQ !!BQ !BV !BJ #B"

!QQQ !!B# GGBG GQBQ !!BQ !BV !BQ #B"

"### QB? G"B! ?!B! !"BV "BQ !BJ #B"

"##! VBU G#BQ ?"BG !GBK ?B! !B? #B!

"##" VBU G#B# ?GB" !GB! ?BG !BJ #B!

"##G VB! "UBV ?GBV !GBJ ?BU !BQ #B!

"##? JB" "VB? ?KBU !GB? KB# "B! #B!

"##K VBU "QB" ??B! !"B! ?BK "B! #B"

"##J JBV "QBQ ??BQ !!BQ ?BG "B! #B"

"##V JB# "UBG ?JBQ !"B" ?BG "B! #B"

"##U KBG "VB? ?VBV !"BV ?B? "BG #B"

"##Q ?BU "JBG ?UBV !"BU ?BV "BK #B"

""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针对不同教育层次
#

'

#用
a

#

'和
3

#

'分别表示该阶段所需受教育时间和
该阶段及前期累计受教育时间#见表

"

%

表
"

"

不同教育层次
#

'

中就业人员的平均学习年限
a

#

'

和全部学习时间
3

#

'

#

'

# ! " G ? K J

a

#

'

# J G G G ? G

3

#

'

# J Q !" !K !J !Q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按中国各阶段教育时间段设定%

!

G

"按!

Q

"式$!

!#

"式可以测得表
G

中所列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均值
%

"

和分布方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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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就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的均值和分布方差

年份均值
方差

总方差
&

小学
&

初中
&

高中)中职 &

大学专科
)高职 &

本科 高中至
本科合计 研究生

!QQV VBK# !"BQV JB?? KBJJ ?BU! "BGK !BGK ?BKJ #B"K

!QQU VBKG !"BUQ JBGV KBKV ?BVG "BGK !B?! ?B?U #B"K

!QQQ VBJ! !"BU? JB?J KBKQ ?BUG "BK? !BJ# ?BKG #BG#

"### VBUU !"BGQ JBKJ KB?G ?BQ! "BVK !B"U ?BV! #B"#

"##! UB!? !!BU" JBJK KB"? ?BQG "BQ! #BQU ?BU! #B!"

"##" UB!U !!BQ? JBV" KBG# KB#! GB!# !B!# ?BUQ #B!"

"##G UBGG !!BUU JBQK KB?# KB"# GBGV !B"G KB#U #B!!

"##? UB?U !!BGU JBQ" KB"G KB!! GB?K !BGG ?BQJ #B!?

"##K UB"" !"B"G JBQQ KBK? KB"V GBK? !BK# KB#V #B"!

"##J UB"U !!BK# JBUQ KBGG KB!# GB?J !BK? ?BU? #B"J

"##V UB?! !#BQG JBV! KB#V ?BQ# GBGG !B?K ?BJU #B""

"##U UBKG !#BKV JBV" ?BQV ?BUV GBGG !BK# ?BJ? #B"G

"##Q UBJK !#B?G JBUJ KB#! ?BQK GBK" !BJ" ?BV! #B"K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见表
!

"测算而得%

为求得
8

!

"

值#需要先确定教育的回报率!工资溢价"

<

>

%通过分析#冯
晓和朱彦元!

"#!!

"发现#

!QQU

.

"##Q

年间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
资本均值

%

"

"每增加
!

年#会给平均工资带来约
!#%QQQJW

的提升%这与一系
列相关经验研究结果相吻合%

!K本文设
<

>

-

!!%#W

%求得
<

>

后#按!

J

"式测
算的有效劳动投入

8

!

"

值见表
J

%

!K

O:(*%(/+

@

+.2+:

!

!QQ?

"$

O:(*%(/+

@

+.2+:('FO(0/&'+:

!

"##"

"等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跨国研究%分析发现#对教育的投资会带来个人工资水平的提升+按地区不同#每

!

年的额外教育带来工
资水平的提高幅度从

UB"W

到
!GB"W

不等#其均值为
!#B"W

%在
O:(*%(/+

@

+.2+:

!

!QQ?

"的研究基础上#

=&2:('F\21'+A

!

"###

"对
K"

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集合展开了跨国经济增长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教育回报
率#其平均值为

QB!W

%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国家基本保持恒定#并且并不随着收
入水平或者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而大幅度变动%

!J

&中国统计年鉴'中仅给出各地区固定资产折旧数据%我们采取的近似方法如下(!

!

"&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QK"

.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一栏里#有收录
!QQG

年至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当年价,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折旧-数据#将其分别加总#定义
为
#

N>O

"

和
#

N

"

+!

"

"计算地区固定资产折旧
#

N

"

与地区生产总值
#

N>O

"

的比值9

B

"

+!

G

"根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当年价计收入法

N<O

#乘以9

B

"

#近似得到固定资产总折旧
N

"

P

9

B

"

4

N<O

%

图
"

列出了
!QQV

.

"##Q

年间中国劳动力投入总量
8

"

和有效劳动投入总量
8

!

"

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8

!

"

的值高于
8

"

#且
8

!

"

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主
要是

8

!

"

指标中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给纯劳动力投入
8

"

带来的产出效率提升%

根据!

"

"式测算实物资本存量
R

"

的步骤如下(

!

!

"

9

P

#

"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N

"

数据
为本文作者近似估计而得%

!J

!

"

"根据冯晓和朱彦元!

"#!!

"的研究结果#中国
!QQ?

.

"##Q

年间资本
折旧率的数值约为

K%QUW

%为简化模型#在本研究中我们设固定资产折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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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劳动力投入总量和有效劳动投入总量
资料来源(见本文表

J

%

限为
!V

年#折旧率
)

F1

@

PK%UUW

%这与一系列经验研究相一致%

!V

!V 如
Z(22('F7+'1:

!

!QQQ

"$

=&2:('F\21'+A

!

"###

"$

=2++,!"#$B

!

"##"

"等对经济增长的分析#都将折旧
率设为

JW

左右%

!

G

"近似资本存量的方法为#设
!QQV

年中国资本存量由过去
!V

年投资所
形成#即

R

!QQV

P

#

!V

'

,

!

'

!V

4

9

P

#

!QU#_'

+

!QQV

年后的资本存量可按
R

"

PR

"̀ !

_

9

P

#

"

`N

"

逐年推得%

为使各年的投资额可比#我们以
!QQV

年为基准年#按&中国统计年鉴'

中给出的收入法
N<O

当年价和不变价数据求得历年物价总水平指数
*

T

"

#见表
?

+利用
*

T

"

对
9

P

#

"

$

N

"

做价格水平调整#计算
!QQV

年起中国资本存量
R

"

的
值#结果见表

J

%

表
?

"

物价总水平指数!

!QQV

为基准年"

年份
!QU#!QU! !QU" !QUG!QU?!QUK !QUJ !QUV !QUU !QUQ !QQ# !QQ! !QQ" !QQG !QQ?

*

T

"

G#B#G#BJ G#BJ G#BQG"B?GKBV GVB? GQB? ??B! ?VBQ K#BV K?B" KUBJ JVBK U!B?

年份
!QQK!QQJ !QQV !QQU!QQQ"### "##! "##" "##G "##? "##K "##J "##V "##U "##Q

*

T

"

Q"BJQUBK!##B#QQB!QVBUQQBU!#!BQ!#"BK!#KB"!!"B?!!JBU!"!BG!G#BJ!?#BV!GQBU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当年价收入法
N<O

和收入法
N<O

不变价格指数!

!QVU

年
基年价"计算而得%

为测算有效资本存量
R

!

"

#首先要根据!

?

"式求得有效投资
9

!

P

#

"

#做质
量水平调整所需的

*

9

#

T

"

可由!

K

"式推得#见表
K

+然后用!

G

"式求得
R

!

"

的
值#见表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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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累计固定资本价格指数!

!QQV

为基准年"

年份
!QQV !QQU !QQQ "### "##! "##" "##G "##? "##K "##J "##V "##U "##Q

*

9

"

!##B# QQBU QQB? !##BK !##BQ !#!B! !#GBG !#QB! !!#BU !!"BK !!JBQ !"VBG !"?B"

*

T

"

!##B# QQB! QVBU QQBU !#!BQ !#"BK !#KB" !!"B? !!JBU !"!BG !G#BJ !?#BV !GQBU

*

9

#

T

"

!##B# !##BV !#"BG !#"BQ !#!BQ !##BK QUBU QKBQ Q#BQ U?BG VKB? JUB" J#BJ

""

资料来源(

*

9

"

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

T

"

见表
?

#

*

9

#

T

"

数据根据!

K

"式测算而得%

表
J

"

中国部分经济运行数据

年份 !QQV

年基准价#亿元 万
T

收入
"

T

支出
"

R

"

N

"

9

P

#

"

9

!

P

#

"

R

!

"

8

"

8

!

"

!QQV VUQVGB# U!JKUBK!?JQVGB# !#UVKB? "KQJKB# "KQJKB#!?JQVGB# JQU"#B# !JGGJKBU

!QQU UK!KQBG UVG#VBV!J?#"?BQ !!VVGBG "UU"KB" "UJG"BK!JGU?KB! V#JGVB# !JKVJGBG

!QQQ Q!J?UBG QG!"UB#!U"K!#BK !"V!"BU G!!QUBG G#K#QB"!U!JQUB! V!GQ?B# !JUQQVBU

"### QQGVKB? QUQ#QB!"#"KK?BK !GUKKB" GGUQQBG G"QG"BK"##UUQBG V"#UKB# !V?QQGBK

"##!!#VJ"GBQ!#V##UBG""?KGKBQ !K#VGBV GV#KKB! GJGKKB?"""G!QBU VG#"KB# !U!JQ"B"

"##"!!VGQUBG!!VKGVBU"K#KQUB? !JK#KBV ?"KJUB! ?"GGUBU"?UG#?B# VGV?#B# !U?GU?BK

"##G!"Q!JUB#!"QQ?#B""UG""JBJ !U"?!BJ K#UJQBQ K!?Q#B#"U!JKGBV V??G"B# !UQ##?BK

"##?!?"!Q?BJ!?G#!?B?G"#QKJB" "#!UKBV KVQ!KB" J#?!UBQG"!UG!BQ VK"##B# !QGJ?KB!

"##K!KU"VJBQ!J#!K?B?GJ!QG#B! ""KKVBJ JGKG!BK JQUUVBVGJUVGVBV VKU"KB# !Q#UGQBK

"##J!VUG?#BQ!UG""JB"?#UQG?B" "KK#QBU V"K!GBQ UJ#"?BK?"U#KQBG VJ?##B# !Q"VK#BU

"##V"#GKQUB""#GJ!JBG?KQG!KB! "Q"GUBU VQJ!QBV!#KKG"B"K#!JKVBG VJQQ#B# !QJ"?!BQ

"##U""G"!?B"""GU""BJK!U"!"B? G"!?!BG Q!#GUBJ!GGGQ#BJKQVQJ#BG VV?U#B# !QQJ"KBJ

"##Q"?GKKKBQ"?JVUJBJKQK!V!B! GK!!#B? !!"#JQB!!U?U#"B"VGQ!KUB! VVQQKB# "#G??VBK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作者测算%

从图
G

中
!QQV

.

"##Q

年中国资本存量
R

"

和有效资本存量
R

!

"

的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有效资本存量

R

!

"

较
R

"

呈现更快的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投
资强化型技术进步所导致的%

图
G

"

资本存量和有效资本存量
资料来源(见本文表

J

%



KV"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四!回归分析
在第三部分所描述的数据基础上#我们展开回归分析#估计国民经济生

产函数的各项系数#探讨在之前提出的三个模型中#哪一个更适合用来描述
中国过去若干年的产出增长%

!一"基于模型
%

的分析结果(纯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负
模型

%

的回归式为
2'T

"

,

=

-

"

!

4

2'R

"

-

"

"

4

2'8

"

-#

"

%

!

!"

"

其中#截距项
=

对应于!

!

"式中的常数项
2'

>

G

#

#

"

是随机误差项%回归分析
的结果见表

V

回归
!

%

表
V

"

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总量分析
回归

!

回归
"

回归
G

回归
?

取值时间段
!QQV

.

"##Q

年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

!QQV

年数据用于计算后续周期资本有效存量
R

!

"

及增量"

被解释变量
2'T

"

2'T

"

@T

"

P

#

T

"

)

T

" @T

"

P

#

T

"

)

T

"

截距项
=

估计值
GG%QUK? !̀%VJ"Q #%!JG? #%#UGV

标准差
!

!#%"V

"

!!

!

G%V"

" !

#%!!

"

!

#%#G

"

!!

"

值
G%G! #̀%?VG !%?UQ G%G""

解释变量
2'R

"

2'R

!

"

@R

"

P

#

R

"

)

R

"

@

R

!

"

P

#

R

!

"

)

R

!

"

资本产出
弹性

"

!

估计值
!%#UG" #%JVVK #̀%#UK! #%!JGQ

标准差
!

#%#U

"

!!!

!

#%#K

"

!!!

!

#%JJ

" !

#%!K

"

"

值
!G%GJ !?%GJ #̀%!G !%!"

解释变量
2'8

"

2'8

!

"

@8

"

P

#

8

"

)

8

"

@

8

!

"

P

#

8

!

"

)

8

!

"

劳动产出
弹性

"

"

估计值
G̀%!Q"" #%?!?? K̀%UJ#V #̀%?VUJ

标准差 !

!%#!

"

!!

!

#%GK

" !

G%U#

" !

#%??

"

"

值
G̀%!V !%!U !̀%K? !̀%#Q

残差标准差
#%#!KU #%#"J! #%#!U! #%#!UU

样本量
!G !" !" !"

C

"

#%QQUK #%QQKJ #%G!U? #%"JKQ

S

值
GGUG !#!Q "%!## !%JG#

*

值
#%#### #%#### #%!VU" #%"?UU

""

注(本文所有回归采用软件
C

完成#

!

$

!!

$

!!!分别表示在
Q#W

$

QKW

和
QQW

水平上显著%

若直接以就业统计数据
8

"

!纯劳动力投入"和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推算
的资本存量

R

"

!未做质量水平调整"作为解释变量!回归
!

"#虽然回归的整
体结果比较满意#拟合优度高#但劳动的产出弹性为负!

`G%!Q"i"

!#

#

KW

o

!%##J

,

#

"%这显然有悖于常理%我们认为(

!

!

"就业政策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可低估+

!

"

"用纯劳动力投入和未做质量水平调整的资本存量不能从国民经济生
产扩张路径的角度解释中国过去若干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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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模型
%

并不适合用来再现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二"基于模型
&

的分析结果(劳动力剩余对产出效率的负影响难以剥离
模型

&

的回归式为(

2'T

"

,

=

-

"

!

4

2'R

!

"

-

"

"

4

2'8

!

"

-#

"

%

!

!G

"

""

与基准模型
%

相比# !

!G

"式中用有效劳动投入
8

!

"

和有效资本存量
8

!

"

替代了纯要素投入%

从表
V

回归
"

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高+采用有效单位后#资
本产出弹性

"

!

的估计值继续显著为正#劳动产出弹性
"

"

的估计值也由负变
正+要素产出弹性

"

!

与
"

"

估计值之和接近于
!

!

-

!%#Q

"%由此看来#用按有
效单位测算的要素投入

R

!

"

$

8

!

"

来解释过去十余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T

"

#似乎
更符合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规律%

但需要指出的是#模型
&

中有效劳动投入
8

!

"

产出弹性的估计值并不显著
为正%我们认为#导致就业的边际产出效果为负或不显著为正的原因在于#

中国生产部门中存在着较普遍的劳动力剩余现象%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

!

!

"通过对过去若干年中国产业经济运行数据的分析#冯晓等!

"#!!

"发
现#劳动力剩余现象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以第一
产业最为显著%

!

"

"旨在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措施也会在中短期内造成生产部门出现劳动
力剩余现象#如

"##U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总量
均有负影响#但对前者的负影响较后者更明显#见表

J

%显然#就业政策的影
响不可忽视%

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存在#使得用纯劳动力投入
8

"

和用有效劳动投入
8

!

"

均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因为#即使考虑就业人员的受
教育背景$对纯劳动力

8

"

做质量水平调整#测算劳动力投入的有效单位
8

!

"

#

也仍然无法排除劳动力剩余!无效就业"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干扰%

此外#我们也尝试用资本存量增速
@R

"

和就业量增速
@8

"

!或其有效单位
@

R

!

"

和
@

8

!

"

"来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将!

!

"式的基准模型和
!

V

"式的异质化投入要素模型分别改写为增速形式(

F2'T

"

,

F2'

>

G

-

"

!

4

F2'R

"

-

"

"

4

F2'8

"

%

!

!?

"

F2'T

"

,

F2'G

!

-

"

!

4

F2'R

!

"

-

"

"

4

F2'8

!

"

%

!

!K

"

""

相应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V

回归
G

$

?

%不难看出#无论是用
@R

"

$

@8

"

还
是用

@

R

!

"

$

@

8

!

"

解释经济增长
@T

"

#效果均不好%通过比较总量和增速两种形
式的回归结果可知#劳动力剩余现象对动态模型回归结果的干扰更加明显%

此外#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用于回归分析的数据样本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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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U

#不利于以增量形式来估计国民经济生产函数(中短期内#国民经济运
行会较多地受到经济行情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数据值波动过大#难以用来
推测由技术性因素决定的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和走势%这也是本研究为什么
采用总量形式对国民经济生产函数做回归分析的原因%

!U 这是由于在核算人力资本存量时#使用的主要数据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
V

个受教育水平的就业
人员分布%统计口径的变化使得我们很难得到

!QQV

年之前的相关数据#因而只能以
!QQV

年作为回归分
析的起始年%

!Q 考虑到资本$劳动力的异质性#我们基于有效资本存量
R

!

"

和有效劳动投入
8

!

"

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YRO

#定义为
G

!

"

%类似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测算也对投入要素进行了与
本文类似的异质化处理#并且通过美国实际的经济运行数据#肯定了

$+EEH<+.

C

2(:

总量生产函数对于描
述美国过去若干年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见

%00

@

())

AAAB;/E:;B+/

C

)

*:&

@

)

0;

@

B

@

%

@

%测算方法可见
=(:.!"

#$B

!

"##J

"#

R1/'(2F('FT(0+E(

!

"##Q

"#

R1/'(2F

!

"##Q

"%

模型
&

的另一个缺陷是#截距项
=

!对应于假设为给定的技术水平
2'G

!

"

的标准差偏大%由此可以推测#将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技术水平
设为常量是不恰当的%

鉴于存在劳动力剩余现象和技术水平系数
G

! 波动过大#需要对人力资
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做进一步分析%

!三"基于模型
'

的分析

!%

将可变技术水平纳入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衡量技术进步的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

0+0(2;(*0+/

@

/+F.*0&9&0

3

#

YRO

"%为了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
N<O

增长的实际贡献#我们根据索洛经济
增长模型中关于,索洛残差- !

M+2+A/1:&F.(2:

"的设定!

N/&2&*%1:

#

!QQJ

"#

推算全要素生产率!Q

%从表
V

回归
"

的结果和!

!G

"式可以推得
2'G

!

"

-

2'T

"

/

#%JVVK

4

2'R

!

"

/

#%?!??

4

2'8

!

"

%

!

!J

"

""

相应
G

!

"

的数值见表
U

%

表
U

"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有效单位的推算
年份

!QQV !QQU !QQQ "### "##! "##" "##G "##? "##K "##J "##V "##U "##Q

2'

!

G

!

"

"

!̀BVKU !̀BVJG !̀BVJV !̀BVJQ !̀BVVG !̀BVJV !̀BVJV !̀BVV" !̀BVK! !̀BVGJ !̀BV!Q !̀BVKG !̀BU!V

@

R

!

"

)

@

T

6

)

L !B?JK !B?G# !B"KG !B"UK !B"UV !BG?# !B?!? !B"UQ !B"JQ !B"!? !BQQ" "BKQ!

6

"

6

)

L #B!V" #B!V! #B!V" #B!V" #B!V! #B!V! #B!V! #B!V! #B!VK #B!VU #B!V? #B!J"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测算%

鉴于存在劳动力剩余#我们试图用实物资本积累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变化
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

G

!

"

,

=

-

"

!

4

@

R

!

"

@T

"

-#

"

%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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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

)

@T

"

反映了投资相对于
N<O

增长的弹性或投资行为的扩张性(

@

R

!

"

)

@T

"

,

!

R

!

"

/

R

!

"

/

!

")

R

!

"

/

!

!

T

"

/

T

"

/

!

")

T

"

/

!

%

!

!U

"

""

由表
Q

回归
K

的结果可见# !

!V

"式可以用来解释
!QQQ

年以来中国全要
素生产率的变化%

!QQQ

.

"##Q

年#尤其是
"##V

.

"##Q

年#

#

G

!

"

呈明显下滑
趋势#而同期投资行为的扩张性也十分明显!见图

?

"%显然#实物资本积累
过快会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产生负影响%

表
Q

"

全要素生产率!

YRO

"分析
回归

K

回归
J

取值时间段
!QQQ

.

"##Q

年
!

!QQU

年数据用于计算后续周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量"

被解释变量
#

G

!

"

G

!

"

截距项
=

估计值
#%#!G! #̀%##!Q

标准差
!

#%##

"

!!!

!

#%#G

"

"

值
U%"" #̀%#J

解释变量 @

R

!

"

)

@T

"

G

!

"̀ !

"

!

估计值
#̀%##Q? !%#UQ"

标准差
!

#%##

"

!!!

!

#%!V

"

!!!

"

值
Q̀%#J J%GV

解释变量 @

R

!

"

)

@T

"

"

"

估计值
#̀%##QV

标准差
!

#%##

"

!!!

"

值
Ù%!!

残差标准差
#%##!? #%##!K

样本量
!! !!

C

"

#%Q#!" #%Q#KK

S

值
U"%!" GU%G!

*

值
#%#### #%###!

图
?

"

有效单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投资扩张性!

!QQQ

.

"##Q

"

资料来源(见本文表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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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设当期全要素生产率
G

!

"

与投资行为的扩张性
@

R

!

"

)

@T

"

以及上
期全要素生产率

G

!

"̀ !

有关(

G

!

"

,

=

-

"

!

4

G

!

"

/

!

-

"

"

4

@

R

!

"

@T

"

-#

"

%

!

!Q

"

""

如表
Q

回归
J

所示#上期技术水平
G

!

"̀ !

与当期投资!扩张行为
@

R

!

"

)

@T

"

"

基本上决定了当期全要素生产率
G

!

"

#拟合优度约为
Q!W

%

由于当期全要素生产率
G

!

"

可以用上期全要素生产率
G

!

"̀ !

和当期受投资
行为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估计值

#

G

!

"

"来求得#我们引入一个和投资扩张
性!负"相关的技术水平参数

6

"

(

6

"

,

G

!

"

/

!

-#

G

"

:

!

@

R

!

"

)

@T

"

"

%

!

"#

"

""

!

"#

"式中#估计值
#

G

!

"

"按表
Q

回归
K

给出的近似式求得#相应的
6

"

值
见表

U

%

求得
6

"

后#我们用以下的计量形式来表示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2'T

"

,

=

-

"

!

4

2'R

!

"

-

"

"

4

2'6

"

-

"

G

4

2'8

!

"

-#

"

%

!

"!

"

""

基于!

"!

"式所做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有效单位"总量分析
回归

V

回归
U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被解释变量

2'T

"

2'T

"

截距项
=

估计值
#%J?JJ ?%?"JG

标准差 !

!%#?

" !

#%"V

"

!!!

"

值
#%J" !J%!Q

解释变量
2'R

"

2'R

!

"

"

!

估计值
#%JQ"Q #%VGVJ

标准差
!

#%#!

"

!!!

!

#%#!

"

!!!

"

值
KG%KK !#J%KJ

解释变量
2'6

"

2'6

"

"

"

估计值
!%#JUQ !%#Q#G

标准差
!

#%!#

"

!!!

!

#%!J

"

!!!

"

值
!#%J? V%#"

解释变量
2'8

!

"

"

"

估计值
#%GKK!

标准差 !

#%!#

"

!!

"

值
G%JQ

残差标准差
#%##V! #%#!!#

样本量
!" !"

C

"

#%QQQV #%QQQ"

S

值
Q!U! KGVK

*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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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
V

的结果可以看出#用有效劳动
8

!

"

$有效资本存量
R

!

"

及反映投
资扩张性的变量

6

"

结合在一起解释
T

"

#拟合优度达
QQ%QVW

+有效资本存量
R

!

"

和有效劳动力投入
8

!

"

产出弹性
"

!

$

"

G

的估计值之和近似为
!

!

!%##!V

"#

其估计值的标准差较表
V

回归
"

进一步减小+截距项系数
=

的估计值进一步降
低#同时隐含投资扩张行为变量

6

"

的系数
"

"

估计值约为
!%#V

#且显著为正
!

!%#Vi"

U

#

#%KW

o#%!#

'

#

"#这说明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确实受投资扩张性的
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用回归
V

估计得到截距项系数
=

!隐含生产技术水
平"的标准差仍然相对偏大%这说明#虽然考虑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投
资扩张性因素#但用回归式!

"!

"仍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再现现实%因
此有理由认为#由于劳动力剩余的存在#即便用有效单位对劳动力投入进
行修正#仍不能完全排除剩余劳动力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这就要求我
们对模型做进一步的修正#用劳动力质量指标替代数量指标#重新展开回
归分析%

"%

将人力资本指标纳入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如上文所述#劳动力剩余的存在使得就业量数据

8

"

$

8

!

"

不能真实反映
劳动力投入对中国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衡量就业的产出效果
不宜采用数量指标!如就业规模"#而应采用质量指标%就业的质量的变化
可以用人力资本存量

\

"

予以体现#更具体地说#可以按!

U

"式用就业人
员人力资本存量的均值

%

"

和分布方差
&

"

"

这两个指标来体现!

O(/I

#

"##J

"%

在本研究中#我们不采用
%

"

#而是选择
&

"

"

来描述
\

"

#这主要是基于如下
考虑(

!

!

"由于就业总量中包含剩余劳动力#若用!

Q

"式计算全部就业人员人
力资本存量的均值

%

"

#则
%

"

也会受到劳动力剩余的干扰#使其难以真实反映
劳动力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

"

"由于根据!

Q

"式$!

!#

"式算得的
%

"

和
&

"

"

源于同一组数据!&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按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且

&

"

"

的测算又
以
%

"

为参照#若同时用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就业质量#则回归分析可能受到
&

"

"

和
%

"

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干扰%

用人力资本存量的整体方差指标
&

"

"

来反映就业质量#同样也不能完全排
除劳动力剩余的干扰%在具不同受教育水平!

#

#

至
#

J

"的就业人群中#劳动
力剩余的程度并不相同%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教育状况而言#人力资本存量
较高的高学历劳动者相对紧缺!

R1'

C

('Ff('

C

#

"##Q

"#而人力资本存量的
高低又显然会影响劳动力的产出效率%因此#有必要按学历背景!

#

#

至
#

J

"

区分就业群体#分别计算具某一特定阶段受教育水平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
量分布方差!如拥有高中

#

G

至大学本科
#

K

学历就业人员的方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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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

_#

?

_#

K

"

"#以更贴切地再现就业质量及其实际产出效果%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针对!

"!

"式中未能用
2'R

!

"

和
2'6

"

解释的产出效
果#设定一个可能反映就业实际生产效果的变量

8

!

"

%根据表
!#

回归
U

结果推
得(

2'8

!

"

P2'T

"

#̀%VGVJ

4

2'R

!

"

!̀%#Q#G

4

2'6

"

%

以
2'8

!

"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人力资本的均值
%

"

$整体方差
&

"

#

(22

"

或分
组方差

&

"

#

#

'

_

"

指标为解释变量#展开一系列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就业实际生产效果的回归分析!

!QQU

.

"##Q

"

回归
Q

回归
!#

回归
!!

回归
!"

回归
!G

回归
!?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被解释变量

2'8

!

"

截距项
=

估计值
?%GK"J ?%?!VQ ?%!UG" ?%GUG? ?%!KJ" ?%GUK?

标准差
!

#%#V

"

!!!

!

#%#K

"

!!!

!

#%#U

"

!!!

!

#%#U

"

!!!

!

#%#K

"

!!!

!

#%#"

"

!!!

"

值
J"%?! QJ%U# KK%VJ KJ%?? U?%?# "!!%GV

解释变量

%

" &

"

#

(22

"

&

"

#

#

!

_

"

&

"

#

#

"

_

"

&

"

#

#

G

_

"

&

"

#

#

?

_

"

全部劳动者
人力资本
均值

全部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小学及以上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初中及以上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高中及以上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专科及以上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

!

估计值
#%##Q# #%###V #%#GJ! #%##U! #%#K?" #%#!##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J #%!Q G%"? #%KK K%?Q !%QQ

残差标准差
#%##QQ #%#!#? #%##VG #%#!#G #%##K" #%##UU

样本量
!" !" !" !" !" !"

C

"

#%!##J #%##G? #%K!"? #%#"QV #%VK#U #%"UGV

S

值
#%!!Q# #%#G?J !#%K!## #%G#KV G#%!"## G%QJ!#

*

值
#%G!K! #%UKJ" #%##UU #%KQ"K #%###G #%#V?J

回归
!K

回归
!J

回归
!V

回归
!U

回归
!Q

回归
"#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被解释变量

2'8

!

"

截距项
=

估计值
?%?K!# ?%!JVG ?%?!U? ?%?GQ# ?%GU?V ?%"#G?

标准差
!

#%#"

"

!!!

!

#%#K

"

!!!

!

#%#J

"

!!!

!

#%#!

"

!!!

!

#%#"

"

!!!

!

#%#G

"

!!!

"

值
"!V%UG VQ%GG JQ%G! GJQ%VK GK#%GG !GG%KK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解释变量

&

"

#

#

K

_

"

%

" &

"

#

#

!

_#

"

"

&

"

#

#

"

_#

G

"

&

"

#

#

?

_#

K

"

&

"

#

#

G

_#

?

_#

K

"

本科及以上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小学及初中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初中及高中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专科$本科
学历劳动者
人力资本
方差

高中$专科$

本科学历劳
动者人力资
本方差

"

!

估计值
#̀%#!VQ #̀%##GQ #%##?K #̀%##KU #%#!?" #%#?JJ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VK #%!G !̀%#Q "%?# 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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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回归
!K

回归
!J

回归
!V

回归
!U

回归
!Q

回归
"#

解释变量
&

"

#

#

G

_

"

"

"

估计值
#%#KU?

标准差
!

#%#!

"

!!!

"

值
K%#K

残差标准差
#%##QV #%##KG #%#!#? #%##QQ #%##UG #%##?G

样本量
!" !" !" !" !" !"

C

"

#%!"Q# #%VJK" #%##!J #%!#KG #%GJ?Q #%UG?#

S

值
!%?U!# !?%JV## #%#!KJ !%!VV# K%V?J# K#%"?##

*

值
#%"K!J #%##!K #%Q#G" #%G#GK #%#GVK #%####

表
!!

的各列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

"单独选取
%

"

作为解释变量!回归
Q

"#模型的拟合度低#且
%

"

系数的
估计值标准差偏大+若将均值

%

"

和某一组方差!如
&

"

#

#

G

_

"

#回归
!J

"一并作为
解释变量#则拟合优度有明显提高#但

%

"

系数的估计值为负#且标准差偏大%

这证实了之前关于不宜用人力资本存量均值
%

"

解释中国就业实际效果的判断%

!

"

"用全部就业人员人力资本的分布方差
&

"

#

(22

"

来解释实际就业效果!回
归

!#

"#回归的整体结果仍然不理想%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此
外#单从人力资本的总方差

&

"

#

(22

"

来看#无法判断
&

"

#

(22

"

的变化是由低学历还是
由高学历劳动者比重改变所致的%

"#

!QQV

.

"##Q

年间中国就业人员受教育平均年限约在
V

.

U

年左右!见表
G

"#相当于初中阶段
#

"

%

G

"回归
!!

至回归
!K

中#我们分别用
&

"

#

#

!

_

"

至
&

"

#

#

K

_

"

来解释实际就业效果
2'8

!

"

%从结果看#采用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劳动者人力资本分布方差
&

"

#

#

G

_

"

的解释效果相对最好!回归
!G

"#拟合优度为
VK%!W

#且各参数的估计
值显著%这说明#将就业人员按受教育水平分组#分析某一特定受教育阶段
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分布方差#有助于排除劳动力剩余的干扰%采用分组方差
指标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明确人力资本分布方差以及人力资本质量变化的
原因%例如#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就业者的受教育年限超过

!"

年#处于人力
资本均值

%

"

的右侧%

"#采用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的方差
&

"

#

#

G

_

"

作为解释变量#

可以突出主要是由高学历劳动者占就业总量比重增加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
贡献及其实际就业效果%

!

?

"若将具有高中!中职"

#

G

$大学专科!高职"

#

?

和大学本科
#

K

学历
的就业人员结合在一起#测算相应的方差值

&

"

#

#

G

_#

?

_#

?

"

#并解释过去十余年来
的中国就业效果!回归

"#

"#则拟合优度在表
!!

的一系列回归分析中最高#

达
UG%?W

#并且截距项和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从各教育阶段的连续性看#

教育#尤其是初中以后的中高等职业教育#以及高中$大学的普通教育对提
高中国当前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就业的实际效果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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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用
&

"

#

#

G

_#

?

_#

K

"

指标"!来近似替代按有效单位测算的劳动总
量
2'8

!

"

#将!

"!

"式改写为(

"! 在随后的分析中#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我们将
&

"

#

#

G

_#

?

_#

K

"

简写为
&

"

"

%

2'T

"

,

=

-

"

!

4

2'R

!

"

-

"

"

4

2'6

"

-

"

"

4

&

"

"

-#

"

%

!

""

"

并据此开展进一步回归分析%

表
!"

回归
"!

的结果显示#用!

""

"式描述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的整
体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拟合优度达到

QQ%QQW

#

S

值和
*

值均理想#残差标准
差维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常数项的标准差仅
为其估计值的约

!

)

?#

#其数值以
QKW

的置信度介于区间!

?%#!

#

?%K!

"之内%

由此可见(考虑到存在劳动力剩余现象#用反映劳动力质量的人力资本
方差指标代替就业总量#更确切地说#用拥有高中!中职"$大学专科!高
职"$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方差指标

&

"

#

#

G

_#

?

_#

K

"

代替有效劳动投
入量

8

!

"

#可以再现中国过去十余年间实际的就业效果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国内
生产总值的贡献%

!

""

"式的常数项
=

可能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计量模型中#由于解
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取值单位不同而需要通过

=

来做水平调整+外生的制
度性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难以作为内生变量在国民经济生产函数中予以考
虑#这些外生条件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产生中长期影响%

表
!"

"

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有效单位总量"分析!

!QQU

.

"##Q

"

回归
"!

取值时间段
!QQU

.

"##Q

年

被解释变量截距项
=

解释变量
2'R

!

"

2'6

" &

"

"

系数
"

!

系数
"

"

系数
"

G

残差标
准差 样本量

C

"

S

值
*

值

2'T

"

估计值
?%"J#J #%VG?U !%!#KK #%#?VU

标准差!

#%!!

"

!!!

!

#%##

"

!!!

!

#%#J

"

!!!

!

#%#!

"

!!!

"

值
GV%VK "J#%GQ !V%JG J%UU

#%##?? !" #%QQQQ "GK?# #%####

""

G%

适合于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经济运行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根据表

!G

的分析结果#可以将过去十余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生产函数的
近似式表示为(

T

"

,

V#%UK"

4

R

!

#%VGK

"

4

6

!%!#K

"

4

1

#%#?U

4

&

"

"

%

!

"G

"

""

采用模型
'

的!

"G

"式和模型
%

及
&

测算
!QQU

.

"##Q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可见表

!G

以及图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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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值和实际值比较
!QQV

年价#亿元
!QQU !QQQ "### "##! "##" "##G

N<O

实际值
UK!KQBG Q!J?UBG QQGVKB? !#VJ"GBQ !!VGQUBG !"Q!JUB#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N<O

测算值
U?QJGB# Q"!Q#BJ !###U#BV !#VGJ"BU !!V""#BV !"QQ#JBJ

UK!"KBJ Q"#GUBJ QQQK!B! !#UVGKBQ !!VQ#UBG !"QV?!BJ

U?Q!GBK Q!KVVBQ !#####B# !#VUK"B" !!JU?UB# !"QU!VB"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与实际
N<O

偏差!

W

"

#̀B"G #BKQ #BV! #̀B"? #̀B!K #BKV

#̀B#? #B?G #BKU !B#G #B?G #B??

#̀B"Q #̀B#U #BJG #B"! #̀B?V #BK#

!QQV

年价#亿元
"##? "##K "##J "##V "##U "##Q

N<O

实际值
!?"!Q?BJ !KU"VJBQ !VUG?#BQ "#GKQUB" ""G"!?B" "?GKKKBQ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N<O

测算值
!?GQKKBK !KQJUVBU !VVQ"KB! !QJUQ#BU "!QUVQB? "K#!!"B"

!?G??GBV !KJG?JBK !VGJQ#B# !Q?U??BG ""!#"!BJ "KV!V!B?

!?!JQUB# !KVU?"BJ !VU??"BK "#"U#"BG ""?"J"BQ "?GK#QBV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与实际
N<O

偏差!

W

"

!B"? #BUQ #̀B"G G̀B"Q !̀B?Q "BJQ

#BUU !̀B"" "̀BJ! ?̀BG# #̀BQU KBKQ

#̀BGK #̀B"V #B#J #̀BGQ #B?V #̀B#"

""

资料来源(本文表
J

及本文作者测算%

图
K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值和实际值比较
资料来源(见本文表

U

%

根据中国
!QQU

.

"##Q

年的实际经济运行数据#用模型
'

测算
N<O

与实
际

N<O

的误差小于
#%JGW

%这说明#用本文所开发的经济模型能够总体上贴
切地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的投入和产出关系%

五!比较静态分析
从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G

"式以及有效资本存量
R

!

"

和国内生产总值
T

"

数据!见表
J

"来看#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实物资本的快速积累不无关
系%然而#随着实物资本的快速积累#全要素生产率

YRO

自
"##V

年起连续
两年下降!见表

U

$图
J

"%与此同时#

N<O

增速也有所减缓!见表
J

$图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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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现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潜力进行再思考%

图
J

"

中国有效资本存量$

YRO

以及
N<O

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及本文作者测算%

根据!

"G

"式可求得中国有效资本存量
R

!

"

的边际产出及其产出弹性(

.

T

"

.

R

!

"

,

#%VGK

4

T

"

R

!

"

#

"

.

T

"

.

R

!

"

b

T

"

R

!

"

,

#%VGK%

!

"?

"

""

由图
V

可见#

!QQU

年以来中国有效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
.

T

"

)

.

R

!

"

不断
下降%

图
V

"

中国有效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测算%

此外#对应于!

"G

"式中反映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方差指标
&

"

"

#人力资
本质量改善对

N<O

的边际贡献及其产出弹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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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

"

,

#%#?U

4

T

"

#

"

.

T

"

.&

"

"

b

T

"

&

"

"

,

#%#?U

4

&

"

"

%

!

"K

"

""

!

"?

"式$ !

"K

"式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说明#目前中国有效实物资本
R

!

"

的产出弹性约为
#%V?

#其边际产出随资本系数
R

!

"

)

T

"

的提高而下降+人
力资本质量

&

"

"

!就业人口中具高中)中职至大学本科学历者比例"提升对
N<O

的边际贡献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UW

#其产出弹性随人力资本质量的改善而
增加%

由此可见(

!

!

"从根本上讲#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
!质量"+

!

"

"从过程来看#经济增长既受实物资本积累!包括投资强化型技术进
步"影响#也受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包括劳动扩张型技
术进步"影响%

所以#按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配置资源#是提高生产效率$

在给定资源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为了说明如何在给定资源框架内选择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积累#

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两种不同取向投资对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边际效果%

!一"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从!

G

"式. !

K

"式推得(

.

R

!

"

.

9

P

#

"

,

!

*

9

#

T

"

4

!

-

N

"

R

! "

"

%

!

"J

"

""

结合!

"?

"式$!

"J

"式#可求得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

T

"

.

9

P

#

"

,

.

T

"

.

R

!

"

4

.

R

!

"

.

9

P

#

"

,

#%VGK

4

T

"

R

!

"

4

!

*

9

#

T

"

4

!

-

N

"

R

! "

"

%

!

"V

"

""

以表
K

和表
J

所列数据为基础#按!

"V

"式求得
!QQU

年以来中国实物资
本投资

9

P

#

"

对国内生产总值
T

"

增长的边际效果
.

T

"

)

.

9

P

#

"

#见表
!?

以及图
U

%

表
!?

"

中国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QQU !QQQ "### "##! "##" "##G "##? "##K "##J "##V "##U "##Q

边际效应
#BGK? #BGGQ #BGG! #BG"V #BG"? #BG"# #BG!Q #BG"V #BG?" #BGV" #BGVU #BG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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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

中国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测算%

可以看出(

!

!

"中国过去十余年间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均值约为
#%G?"

#即
每增加

!

个单位的固定资本投资#有效资本存量的相应增加可以给国内生产
总值带来平均

#%G?

个单位的边际回报%

!

"

"

!QQU

年以来#中国有效资本存量
R

!

"

的边际产出
.

T

"

)

.

R

!

"

不断下降
!见图

V

"#但其增量部分!实物资本投资
9

P

#

"

"的边际产出效果
.

T

"

)

.

9

P

#

"

则不
然!见图

U

"(

(

"##?

.

"##U

年间#

.

T

"

)

.

9

P

#

"

逐渐上升#这主要是由于投资强化型技术
进步在逐步加快""

#导致
.

T

"

)

.

9

P

#

"

提升%

)

"##Q

年
.

T

"

)

.

9

P

#

"

较前一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
"##U

年开始的扩张性
财政政策导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加"G

#而技术水平并没有呈现出同等
程度的跃升#

.

T

"

)

.

9

P

#

"

因而降低%

"" 本研究使用累计固定资本价格指数
*

9

#

T

"

来反映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的变化情况%如表
K

所示#

"##?

年以来
*

9

#

T

"

加速下降#这说明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水平在较快提升#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随之提高%

"G 本研究使用
@

R

!

"

)

@

T

"

反映投资行为的扩张性%如表
U

所示#

"##Q

年
@

R

!

"

)

@

T

"

较前一年增长了约
G#%!W

%

"? 见&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栏%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办学的教育投入$受教育

者及其家庭的教育投入等%

"?对
#

'

层次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
9

P

#

"

通过增加
#

'

机
构培养的毕业生人数

.

#

'

"

#提高就业市场中拥有
#

'

学历劳动者的比重
*

#

'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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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
积极影响#其作用机制可以描述为(

.

T

"

.

9

P

#

"

,

.

T

"

.&

"

#

#

'

"

4

.&

"

#

#

'

"

.

*

#

'

"

4

.

*

#

'

"

.

.

#

'

"

4

.

.

#

'

"

.

9

P

#

"

%

!

"U

"

其中(

!

!

"

.

#

'

"

与
9

P

#

"

的关系为(

.

#

'

"

,

9

P

#

"

#

a

#

'

(

,

!

)

#

'

"

4

!

!

-

<

"

(

%

!

"Q

"

""

)

#

'

"

为
#

'

受教育层次学生的人均培养费用+

<

为实际利率水平#它代表了人
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我们取

!QQU

.

"##Q

年间实物资
本投资边际产出效果!表

!?

"的均值来近似
<

#

<

-

#%G?"

%根据!

"Q

"式可得(

.

.

#

'

"

.

9

P

#

"

,

!

#

a

#

'

(

,

!

)

#

'

"

4

!

!

-

<

"

(

%

!

G#

"

""

!

"

"就业市场中
*

#

'

"

P

!

8

#

'

"

_.

#

'

"

")

8

X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
.

*

#

'

"

.

.

#

'

"

,

!

8

"

%

!

G!

"

""

!

G

"

.&

"

#

#

'

"

)

.

*

#

'

"

表示
*

#

'

"

变化对人力资本存量方差指标
&

"

"

所产生的边际
效果#可由!

!#

"式求得(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G"

"

""

!

?

"

.

T

"

)

.&

"

#

#

'

"

表示人力资本质量变化的边际产出效果#见!

"K

"式%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

"U

"式改写为(

.

T

"

.

9

P

#

"

,

#%#?U

4

T

"

4

!

3

#

'

/

%

"

"

"

8

"

4

#

a

#

'

(

,

!

)

#

'

"

4

!

!

-

<

"

(

%

!

GG

"

""

假定
)

#

'

"

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
)

!

#

#

'

"

$其他社会机构教
育投入

)

"

#

#

'

"

和受教育者)家庭的教育投入
)

G

#

#

'

"

#

)

#

'

"

P)

!

#

#

'

"

_)

"

#

#

'

"

_)

G

#

#

'

"

%其中(

"K 截至目前#

"##Q

年教育经费投入数据尚未发布%受到统计数据口径调整的影响#我们截取
"##?

.

"##U

年间
K

年的教育数据展开研究%

!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数据"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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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J与扣除,学杂费-之后的,事业收入-相加#

除以
#

'

教育层次的全部在校生数#作为
)

!

#

#

'

"

+将,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
入-$,社会捐赠经费-以及,其他教育经费-相加#除以

#

'

的全部在校生
数#作为

)

"

#

#

'

"

%在校生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
情况-!见表

!K

$表
!J

"%

表
!K

"

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
!万人"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总计
"##? !!JG#B? JKVJBG GJ?QB# QUGB? !##JBK !#"B! "GQ?VBV

"##K !!!V!BU J"JJB" ?#G#BQ !!"JB# !!GVB" !"GBG "GUKKB?

"##J !#QVJBV J##UB? ?G?!BQ !"KUB# !"UKB! !?#B? "?#!#BG

"##V !#VUQBQ KVQ?B! ?K"VBK !GGKBJ !GUGBQ !K?B! "GQUKB!

"##U !#KJJBJ KJ"UBG ?KVJB! !??!B# !?U?B" !JVBV "GUJGBQ

"##Q !#"U"BG K?UQBV ?J?#BQ !K?#BK !KJ"BU !VQBQ "GJQJB!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
!J

"

国家$社会机构教育经费投入及学杂费
!元)人)年"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 !KK"B! !QQQB! GUQ?BK !#VQ!BV !#VQ!BV !#VQ!BV

"##K !U!UB? "GQVB# ?!#QB# !!!GVBG !!!GVBG !!!GVBG

"##J "#Q?BQ "VUJBK ?G?"BK !!GQKB" !!GQKB" !!GQKB"

"##V "VG"BQ GK?JB" ?QKQBG !G#Q"B? !G#Q"B? !G#Q"B?

"##U GGJ#BU ??U#BK KVQ?B" !?#K?B? !?#K?B? !?#K?B?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作者测算%

!

"

"

)

G

#

#

'

"

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学杂费和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的!私人"

教育投入%前者数据来自,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中的,学杂费-项#除
以

#

'

的全部在校生数%后者的测算方法为(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所提供数
据#将劳动者报酬与营业盈余相加后除以当年总人口数#近似得到人均
收入%

"V

"J

&中国统计年鉴'所收录的各个教育层次
#

'

机构教育经费数据中#缺少大学专科
#

?

$大学本科
#

K

及研
究生

#

K

的投入情况#而仅有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投入总和数据%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假定大学专
科$大学本科$研究生的人均培养经费相同%

"V

"##?

年$

"##U

年的相关数据缺失%对此我们采取的替代方案是#将
"##G

年与
"##K

年$

"##V

年与
"##Q

年相关数据相加除以
"

#以近似
"##?

年$

"##U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人民生活基本情况-所提供数据#找到城
镇及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根据,人口数及构成-所提供数据#

找到按城乡分城镇人口比重%

*

分别计算城镇$农村居民个人收入中#用于文教娱乐项目的年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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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私人"教育投入的上限#见表
!V

%

表
!V

"

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的!私人"教育投入

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人口数人均收入家庭文教娱乐
支出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教育支出上限

亿元#当年价 万人 元)人)年农村
W

城镇
W W

元)人)年
"##G JV"J#BV "VGJ?BJ !"Q""VB# VG""B?

"##? V?KV?B? ?"Q!"B" !"QQUUB# Q#GUBG !!BG !?B? ?!BU !!GUBG

"##K U!UUUB# KU?KQBU !G#VKJB# !#VGGBJ !!BJ !GBU ?GB# !G?JBJ

"##J QGU""BU V#UJ"B# !G!??UB# !"K"UBK !#BU !GBU ?GBQ !K!UB!

"##V !#QKG"BG UJ"?JB# !G"!"QB# !?U!VB" QBK !GBG ??BQ !JJ#BV

"##U !GQQ!JB# UU!V?BJ !G"U#"B# !V!VKB" UBJ !"B! ?KBV !VK!BV

"##Q !V#"QQBV Q#!#GB" !GG?V?B# !QK#QBJ UBK !"B# ?JBJ !QVJBK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作者测算%

"##?

.

"##U

年间#中国高中!含中职"

#

G

以及高等教育!含高职"

#

?

$

#

K

$

#

J

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

#

'

"

#见表
!U

%

表
!U

"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元)人)年"

"##? "##K "##J "##V "##U

高中!含中职"

K#G"BU K?KKBJ KUJ#BJ JJ"#B# VK?KBQ

高等学校!含高职"

!!QG#B# !"?U?B# !"Q!GB" !?VKGB! !KU#JB#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作者测算%

"U 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在本研究中我们假定额外
!

单位的资金
9

P

#

"

分别投入到高中
#

G

$大学专科
#

?

以
及大学本科

#

K

层次教育部门中去#分别测算其边际产出效果%

"Q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似估计劳动者个人)家庭的私人教育经费投入时#我们假定家庭的,文教娱乐支
出-全部用于高中或大学阶段教育投资%而事实上#实际教育投资应当低于这个值%因此根据!

GG

"式#表
!Q

所列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应当是一个理论上的下限值(

"##?

.

"##U

年间的实际边际产出可能更高%

我们分别以
#

G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

#

?

!普通专科$高等职业教育"

以及
#

K

!大学本科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
"##?

.

"##U

年间的边际产出效果"U

%基于!

GG

"式#利用表
"

$表
G

$表
J

$表
!?

$

表
!J

$表
!U

所提供的数据#可以求得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见
表

!Q

%

表
!Q

"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 "##K "##J "##V "##U

平均
高中

#BGQQ #B?JQ #B?V? #B??G #BGQJ #B?GJ

大学专科
#BKVU #BJJ# #BV#" #BJV# #BJKJ #BJKG

大学本科
#B?UJ #BK?U #BKUK #BKJ! #BKK" #BK?J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作者测算%

表
!Q

及图
Q

显示(

!

!

"按
"##?

.

"##U

年的平均计算结果#每增加
!

个单位的教育投入#人
力资本质量的改善可以给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至少约

#%?G

个单位的边际贡献%

与实物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相比#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更高%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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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同层次教育机构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大学专科
!含高等职业教育"

#

?

$大学本科
#

K

$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

#

G

%

!

G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

"##J

年
#

G

$

#

?

$

#

K

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
出贡献值偏高#这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的调整所导致的%

G#

图
Q

"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

以近年来的中国经济运行和教育数据为基础#通过比较两种不同取向的
投资行为可以看到#相对于实物资本投资#政府$社会和个人对!以高中$

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改善就业市场
中的人力资本质量#会对提升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G!

G#

&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数据#

"##J

年在,分组学校类别-的统计口径上做了调整#

如将此前单列的,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取消#新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大类等%这导致
"##J

年
#

G

$

#

?

$

#

K

的教育总投入偏低#人均教育投入低#计算出的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偏高%

G! 一系列国内外研究也指出#与固定资本投资相比#中国当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不足%人力资本投
资的产出效率高于固定资本#因此推行增加教育投入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财政政策将有利于优化资
源配置#推动产出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Z1*I,('

#

"##K

+李海峥等#

"#!#

"%本文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研究的
结论%

六!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一"结论
本文将人力资本存量的分布方差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中去#

以更精确地测度人力资本的质量#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研究结果表明(

!

!

"用分布方差指标衡量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所构建起的国民经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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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对于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间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的%

!

"

"受到劳动力剩余的干扰#就业总量或人力资本积累规模难以体现劳动
力)人力资本对中国的实际产出贡献%本研究中#我们利用特定教育阶段!高
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分布方差反映人力资本的质
量变化#可以避免劳动力剩余的扰动#很好地解释产出增长%

!

G

"

!QQU

年以来#中国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出呈下降趋势%

"##?

.

"##U

年#体现在更新期资本投入品中的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实物资本边际产出的下滑%然而#

"##U

年以后过度扩张的实物资本投资淡化
了投资强化型技术进步对实物资本边际产出的正效果#使上述下降趋势更
明显%

!

?

"当前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实物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
累的产出贡献相对较小%但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高于实物资本投资#且两
者间的差距较明显%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培养起来
的高素质劳动者#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二"政策性建议

G"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不可能仅仅以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唯一出发点#还要考虑到诸
如社会福利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等因素%但是若仅仅从提高生产效率这个角度来看#适当提高!处于均值
右端的"人力资本分布的离散度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GG 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

年"'即明确提出#

"#!"

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W

的目标%

""

从供应方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取决于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其中#

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合理配置有限资源#会对提升国民经济
增长潜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相关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制
定有一定的启示%

G"

政策性建议
S

"

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会给中国产出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
响#更有助于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通过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经济增长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为(

人力资本积累较实物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优化资源配
置$在制定国家财政政策时优先考虑向教育相关部门倾斜#加大政府的教育
投入#同时有效引导社会和私人的教育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性建议
M

"

在扩大教育总投入的同时GG

#合理分配不同层次教育机构
的经费投入比例#适当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倾斜#有助于改善中国就
业人员的人力资本结构#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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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过去若干年中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得
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以现有教育总投入为出发点#适当提高对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比重G?

#培养更多受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潜在"就业
者#将会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G? 但这并不代表小学$初中等阶段的教育不重要%教育培养机制的连续性特征决定了#任何层次教育质
量的提升和改善都离不开对此前若干阶段教育的重视和加大投入!如小学$初中之于高中"%

国际间的横向比较也表明#即使从
"#

世纪
Q#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高
等学校招生规模呈现较快上升的态势#但中国就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
比重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如

R1'

C

('Ff('

C

!

"##Q

"统计了若干个代表性
工业化国家

"K

.

J?

岁国民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见表
"#

%同时期中
国受过高等教育就业者占就业人口的比例见表

"!

%

表
"#

"

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占
"K

.

J?

岁国民人口的百分比
年份 德国英国希腊法国爱尔兰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加拿大美国日本俄罗斯
!QQK "G "" !V !Q "# !J !# !! 1

)

G G? GG 1

)

G 1

)

G

"### "G "J !U "" "" "? !! !! !? ?# GJ GG 1

)

G

"##K "K G# "! "K "Q "U !V !G !V ?J GQ ?# "#

""

资料来源(

<1.0:*%2('F&'e(%2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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