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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评析及启示

阎淑 敏
(西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　在对早期人力资本思想及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评析的基础上 ,结合卢卡斯和罗

默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新拓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 3点启示 ,

即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指导和调整我国的资源战略政策、人口和教育政策以及加快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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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正朝着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 ,知识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这一浪潮将以较快的速度席卷全球。 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知识经济有着很大差距 ,按照区域经济学发展梯度理论 ,还处于较低的梯度上 ,但这并

不意味着知识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无关 ,相反 ,由于人力资本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先决条

件 ,只有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实现我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如果将

物质资本投资比喻为输血的话 ,人力资本投资则是在提高造血功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评

析 ,目的在于取其精华 ,认识到对人力资本不仅要及早重视 ,重要的是要及早投资 ,超前发

展。

1　人力资本理论评析

1. 1　早期人力资本思想评析

　　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然而人力资本思想在早期经济学的著作

中并不鲜见。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 ,并认为可以通

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配第在论述人力价值时指出: “有的人 ,由于他有技艺 ,

一个人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 [1 ]。配第认为人力和物质资本同样对

生产起作用 ,人力的作用甚至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 ,但他并没有将人力看作资本。 第一个

将人力看作资本的是亚当·斯密 ,他明确指出: 资本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

能
[2 ]
”。斯密不仅将人力看作是资本 ,并进一步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马歇尔对人力资本问

题也作了较多阐述。他明确指出 ,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 ,认为“知识是

我们生产的最有力的发动机”。 李斯特在考察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 ,把资本分为两

类: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这里所指的精神资本与人力资本概念相似。欧文· 费雪专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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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沃尔什试图测定通过正规教育途径对人进行投资的收

益率 ,将人力资本思想定量化。

人力资本很早就引起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注意 ,但经典的正统西方经济学并没有

真正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中。 尽管马歇尔已清楚地意识到人力资本的存

在 ,然而他同时认为:尽管用一种抽象的和数学的观点来看 ,人是资本无可否认 ,但在实际

分析中把人当作资本 ,与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吻合的。经典经济学将劳动力、土地、资本

并列为三大要素 ,但同时又认为人是“非资本的” ,将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 ,是简单的劳动

力数量的总和。这一观点的成因有二:一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知识和技能对

劳动能力还没有明显的影响 ,二是受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约翰· 穆勒就认为若把人当作

资本 ,当作能够通过投资而增加的财富看待 ,就是对人格的贬低 ,对人的自由的侵犯。三是

将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便于定量分析 ,简化模型 ,且分析结果较符合当时的实际。 因此西

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直将人力资本排斥在外。

1. 2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评析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者首推西奥多· 舒尔茨 ,他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 ,

从 20世纪初到 50年代 ,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已经

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本 ,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与传统经济理论

基于资本和劳动的同质性假设是相悖的。另外 ,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以下 3个经济增

长之谜
[3 ]

:一是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变动问题。按照传统经济理论 ,如果一个国家积累

的再生产性资本比其土地和劳动更多 ,则这个国家总会以更大的深度利用这类资本。但实

际情况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 ,这类资本与收入相对而言使用的越来越少。二是国民收入的

增长与总生产要素增加的比较问题。按照传统经济理论 ,国民收入随总生产要素的增加而

增长 ,但实际上国民收入的增长要比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资本的数量之和的增长

快得多。三是大部分工人真实收入的大幅度增加问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 ,工人的真实

收入是不可能大幅增加的 ,但实际上是大幅度增加了。这 3个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

象 ,用人力资本概念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资本—收入比率中所指的只是资本的一部分

而已 ,并不包括任何人力资本 ,资本—收入比率的下降说明相对于非人力资本而言 ,人力

资本的使用增加了 ;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快于总生产要素的增加问题 ,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规模报酬的递增 ,另一是投入要素的质量改进。 而后者起主要作用 ,尤其是投入要素

中的能力改进 ;对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增长问题 ,舒尔茨认为“观察到的按劳动单位平均

的生产率增长 ,只是因为保持这种劳动单位长时间不变的缘故 ,尽管这种单位劳动实际上

按工人平均的人力资本数量的稳定增长而已经不断增加 ,正如有资料认为 ,作为人力投资

的结果 ,人力资本部分已经变得非常巨大” [3 ]。

此外 ,人力资本概念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战期间工厂、设备等物质资本遭到严重摧

毁的国家 ,在战后迅速得到恢复。而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的国家或地区 ,如亚州四小龙、丹

麦、瑞士等也同样能在经济起飞方面取得很大成功。 舒尔茨认为这些现象说明 ,除了已知

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外 ,一定还有重要的生产要素被“遗漏”掉了 ,这个要素就是人力资

本。另外 ,在后来的研究中还发现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 ,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输

出该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 ,但是正如里昂惕夫在 50年代所发现的 ,美国作为资本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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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 ,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却大于进口产品 ,而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大于出口

产品 ,这就称之为“里昂惕夫之谜”。 若用人力资本概念则可以解开这个谜 ,因为美国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中包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 再者 ,人们普遍认为 ,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极端

缺乏资本 ,对贫穷国家追加资本是使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舒尔茨则认为向这些

国家提供的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等 ,一般不被用来增加人力投资。因此 ,人的能力

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 ,造成资本吸收率低下 ,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从以上论证可以发现 ,人力资本论者主张“全资本”概念 ,即资本除了包含物质资本

外 ,还应包含人力资本。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另外 ,人力资本是通过

投资形成的 ,主要的投资形式有教育、培训、卫生保健、人力流动等 ,其中教育是人力投资

的核心。舒尔茨用收益率的方法计算了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33% ,丹尼森进

一步定量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3%
[4 ]

,虽然结果有差距 ,但足以

说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同时 ,舒尔茨和贝克尔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

益率进行测算 ,结果表明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1. 3　人力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 ,而不是一个

独立的因素 ,人力资本以外生变量的形式存在。 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等经济学家进一

步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中 ,使

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他将资本区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并

将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

增长的源泉。 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有二 ,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 ;

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 ,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卢卡斯认为舒尔茨的人力资

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 ,而边干边学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 ,这无疑拓宽

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 4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

新思想。其中人力资本是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 ,而新思想是指特殊的知识 ,是经济增

长的主要因素 ,知识的生产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积累 ,积累的知识越多 ,用于生

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

点 ,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 ,形成“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

将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 ,可以得到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政策含

义:①人力资本存量越多 ,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就越高。②当一些国家人力

资本存量突破某一界限 ,社会总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将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而那些人力资

本生产过少的国家就可能陷入“低水平陷阱”。 ③各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

内加速积累 ,从而提高世界的知识积累水平。落后国家可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在较短时间内

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利用先进技术和资本投资以比先进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
[5 ]
。

2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2. 1　指导和调整我国的资源战略和政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占世界总人口的 22% ,而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 7% ,人地矛盾

相当突出。为此 ,我国制订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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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线” ,但是耕地依然是我国最贫乏的资源之一。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人地矛盾几乎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虽是资源总储量丰厚的国家 ,但又是人均资源量相对不足的

国家 ,不可能长期依靠矿产资源、原材料产品等物质资本的消耗来支持经济增长。 人力资

本理论认为 ,阻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力资本的贫乏 ,而不是土

地、资金等物质资本的贫乏 ,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同

时 ,人力资本理论表明 ,一国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人力流动、边干边

学等途径加强。这无疑给我们这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带来了希望 ,增强了信心。

2. 2　指导调整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政策

我国劳动力资本十分丰富 ,但若按照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

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 ,而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论点 ,则我国又是人力

资本相当贫乏的国家。据 1990年人口普查 ,我国 12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仅为 5. 5

年 ,不足小学毕业水平 ; 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 ,有大学学历者仅占 0. 84% ,农村人口的

受教育水平更低 , 199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 15. 29% ,小学占 38. 21% ,初

中占 37. 43% ,高中占 8. 20% ,中专占 0. 7% ,大专占 0. 17%
〔 6〕

.

我国人力资本贫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中教育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

1991～ 1995年 ,我国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为 3. 2% ,而 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平均为 5. 7% ,其中发达国家为 6. 1% ,发展中国家为 4% ,均高于我国目前的

水平〔 7〕。为此 ,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此外 ,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单一 ,

今后应制订相关政策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 ,使投资主体多元化 ,以缓解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的现状。同时 ,从微观的角度考虑 ,应制订切实可行的激励机制 ,激发个人 ,家庭尤其是农

户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还有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也与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

数量有直接关系 ,应继续实行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 ,尤其是在城市下岗职工剧增的背景

下 ,超生开除公职这一重要的束缚因素被淡化 ,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政策进行约束 ,防止城

市人口出生率超常增长 ,以推动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

2. 3　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数 10年来 ,我国一直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造成资源消耗高、利用率

低、浪费严重且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的后果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阻碍了当今的经济

发展 ,而且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隐患。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集

约型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水平及体制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 ,这些因素均与人力资本有关。其中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 ,而

科学技术只有转化到生产实践中去 ,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就体制而言 ,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经济体制的质的变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观念更新是更为内在的体制创新。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尤其是落后地

区 ,市场观念淡漠 ,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较差 ,这无疑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为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阻力。因此 ,需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提高他们的竞

争意识、风险意识、公平意识和质量意识 ,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

3　小　结

世界经济正经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通过国际贸易 ,知识得以在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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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加速积累和传播 ,落后国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利用先进技术和资本投资缩短与先进

国家的差距 ,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 ,这无疑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赶超发达国家的机

遇 ,但同时也面临着挑战。罗默指出 ,知识的生产、应用和扩散的效率与知识的积累及人力

资本正相关。 众所周知 ,科技和教育是知识经济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行业 ,据世界经济论坛

和瑞士洛桑开发管理学院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报告 ,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近年间有所提高 ,

但在国家竞争力的 8个主要因素中 ,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是唯一在过去 3年间排位不断下

降的因素 ,而与教育有关的各项因素也排在倒数 5位之内 [8 ]。

因此 ,应统筹考虑经济体制与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 ,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鼓励多

渠道办学 ,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 ,以便迎接挑战、抓住机遇 ,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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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enligh tenment of human capital theo ry

YAN Shu-min
(College of Economy and Trade, Northwestern Agr icul tural University, YangLin g , Shaanx i 712100,Ch ina )

Abstract: Ea rly human capi tal and modern human capi tal theo ry a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Com bining the la test development ,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fo 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3 aspects, e. g. Human capi ta l theo ry direct and adjust

st rateg y and policy o f resources, di rect and adjust the policy o f populations and

educa tion, and speed the changing of economic g row th w ay.

Key words: hum an capi tal; theo ry evalu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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