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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影响程度如何? 本文通过建立关

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立方程模型, 对中国省际间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

析, 结果表明两种资本是相互内生的, 一种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另一种资本存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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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e there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and how about the extension of the effects? This paper mad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 provincial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based on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wo kinds of capital are joint ly endogenous, and the increases of the stock of one

can raise the stock of the other signif 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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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但是,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究竟存在怎样的关

系? 究竟是物质资本影响人力资本, 抑或相反, 还是相互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将有助于政

府选择不同类型资本的投资战略。尤其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规划地区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必须思

考这样一些问题: 究竟是物质资本优先还是人力资本优先? 各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同样的资本投资

战略? 基于此, 本文将采用GMM方法, 选取 1996~ 2000年中国 28个地区, 就两种资本关系进

行计量分析, 揭示出两种资本的内在联系, 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从已有文献看, 基本上存在三

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主要是物质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学者遵循传统增长理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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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认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 而且, 一定的物质资本积累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

要前提, 因为物质资本的积累影响人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 从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随着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一个经济的人力资本存量将增加, 经济趋向更高的稳态; 物质资本的

增加激励人们积累更多人力资本, 以提高未来生产能力, 并且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又会使

其更加努力工作, 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
[1]
。按照这种观点, 物质资本投资应该优先加以考虑。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物质资本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人力

资本理论。按照人力资本理论, 国家经济振兴的基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投资, 而在于人力资本

投资; 人力资本不仅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作用于产出增长, 而且还体现于其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

对增长产生间接作用。人力资本积累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存量, 因为人力资本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

能缓减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作用, 从而有效增强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 并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

率
[ 2]
。这种观点引申的政策含义就是优先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种观点则是一种综合的观点, 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要维持一

定的经济增长率, 物质资本的增长应当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协调
[ 3]
; 如果物质资本相对人力资本投

资过度, 则使得物质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效率下降; 反之,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则受过教育

和训练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 物质资本成为限制人力资本充分发挥效用的瓶颈
[4]
。因此,

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确保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协调。

一些学者对上面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分析。本哈比卜和施皮格尔 ( Benhabib & Spiegel ) 通

过对 7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回归后发现, 当 /初始收入0 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时, 受教育程度高的

国家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国家确实增长要快些, 而且证实了较高人力资本存量可以导致更多的物质

资本积累这一假说
[ 5]
。但是, 世界银行的两项研究则表明, 单纯依靠投资于人力资本不可能取得

经济成功, 或者说, 如果缺乏相配套、协调的机制与政策, 人力资本将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 6~ 7]
。

如果适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同时相应减少物质资本投资, 经济增长将加快; 但如果人力资本投

资过快 (如教育经费增加 1倍) , 经济增长将减慢
[ 8]
。而格里尔 ( Grier) 对 18个拉丁美洲国家两

种资本相互内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 这些国家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着双向关系, 即人

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将提高受教育水平, 而平均受教育水平对物质资本积累又产生外溢效应
[ 9]
。

纵观现有文献, 绝大多数研究已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实证分

析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 但对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情况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在我国地区发展层面,

我们需要了解: 究竟各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否协调?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否存在相

互影响的关系? 影响程度如何? 因此, 本文将采用格里尔 ( Grier) 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地区间两种

资本关系进行研究。这一分析框架的特点是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设在一个联立模型之中, 每个

方程都明显具有其他条件不变的解释, 同时还可考察其他外生变量对两种资本的影响作用。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格里尔 ( Grier) 的模型以拉丁美洲国家为样本, 社会动乱对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投资影响较大, 故其在模型设定中考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及民主政策等因素, 其结果表明两种资

本存在互补性
[ 10]
。由于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与不同国家之间相比, 政治上的差异较小, 而体制

上的差异较大, 故在变量选取时, 将进行必要调整。

为了研究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 首先, 我们选取变量 K 代表人均物

质资本存量, 即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除以各地的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的估计参照邓翔的方

法
[ 11]

, 资本存量的数据是由各地区以 1990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序列进行估算的, 假定固定

资产的折旧率为 6% , 各地实际的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kt = 0194kt- 1+ It ( I 为不变价的固定

资产投资) ; 用变量 h代表平均受教育年限。沿袭胡永远的估算方法
[ 12]

, 具体做法是先将各地区

劳动力按其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 然后按照不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质对其进行加权求和, 即得

到总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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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为了对模型进行识别, 本文还使用了以下变量:

11对外开放度
大量文献就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表明: 越开放的国家越易吸收发达国家的

先进技术, 管理方法, 从而发展更快。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有力地推

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 13]
。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比中国企业投资更有效率, 能更快地促进经济增

长
[ 14]

; 由此可见, 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各地投资存在影响。同时, 在贸易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

响研究中, 有学者认为教育水平与开放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
[15]
。故我们在物质资本方程中引入

对外开放度指标, 用 open代表; 在人力资本方程中不使用, 并且用此变量对模型进行识别。对

外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众多, 基于指标上具有可比性和连续性、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宜兰生的

方法来度量。

21经济的稳定性
人们通常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经济是否稳定。对于通货膨胀对投资的影响, 一直是理论界争

议的问题。一些研究表明经济的不稳定对物质资本积累有负作用, 较高的通货膨胀引起经济上的

不稳定和较低的物质资本投资
[ 16]
。并且, 中国的经济稳定性对投资有影响

[ 17]
。本文选取中国各

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 CPI来反映经济的稳定性对物质资本是否存在影响的指标。

31工业发展水平差异
中国各地工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改革先行的东部沿海地区, 利用较好的政策及地理位置优

势, 市场化进程要比中西部地区快,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明显高于落后地区, 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

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对各省经济增长起着明显正向作用
[18]
。据此, 我们利用各地工

业化总值占全国工业化总产值的指标 X1来衡量工业化程度差异对物质资本的影响。

4. 教育投资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与国之间、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表面上是经济的差距, 实际上是科

技的差距, 最终可归结为教育的差距。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增长的最基本途径, 由于体制、

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中国地区间教育水平差异显著, 这主要是地区间教育投资的不平衡

引起的, 因而不同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不尽相同。教育投资过少, 使人力资本投资偏低, 将对经

济产生不利影响
[ 19]
。故我们在人力资本方程中利用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重X2来反映各地教育政

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

51历史文化差异
中国是地区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 历史和文化传统有明显和强烈的区域性, 西部地区是少数

民族聚居的地方, 语言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对地方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

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语言文化差异愈大的国家或地区, 教育水平愈低
[ 20]
。基于此, 我们设了

一个哑变量 dum, 在 2000年人口普查中如果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5%的地区为 1,

其余设为 0; 以此来考察历史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模型设定为:

Ln ( k it ) = A0+ A1* Ln ( h it ) + A2 * open it+ A3* CPI it+ A4* X1it+ E1it

Ln ( h it ) = B0+ B1* Ln ( k it ) + B2* X2it+ B3* dumit+ E2it

其中 t是指 1996~ 2000年, i是指除重庆, 海南, 西藏以外的 28个地区。K是指人均物质资

本存量, h是指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open 是指对外开放度, CPI是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X1是指工业化程度差异, X2是指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重, dum是反映历史文化差异的哑变量,

E1, E2是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对于联立方程的估计大多采用工具变量法, 最大的难点在于选取工具变量, 即选取的工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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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相关而要与另一内生变量不相关, 且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 而

广义矩估计方法 (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GMM 方法是

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 其基本思想是利用样本矩估计真实矩, 只要模型

设定正确, 总能找到满足模型的若干矩条件, 且 GMM 方法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

关, 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1故本文利用 Eview311在模型中逐步引
入变量, 采用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Ln(K) = 31287+ 21684Ln( H) + 01011Open + 21696CPI+ 51277X1 ( 1)

( 3198* * ) ( 6106* * ) ( 5141* * ) ( 1181* ) ( 3, 35* )

R
2
= 0158  DW = 1154  J-stat ist ic = 01069  S1E = 010034  SSR = 010012

Ln(H ) = 01435+ 01165Ln( K) + 01043X2 - 01048DUM ( 2)

( 2197* * ) ( 9174* * ) ( 5178* * ) ( 1192* )

R
2
= 0159  DW = 1182  J-stat ist ic = 01087  S1E = 010256  SSR = 010068

(注: 括号内为 t统计量, * * 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的检验, * 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5%的检

验。)

由联立方程 ( 1) 和 ( 2) 的估计结果可知:

11两种资本在 1%水平下相互影响显著, 即中国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之间存在双向关系: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利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积累,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的增长有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且, 人力资本增长对物质资本的影响, 明显大于物质资本增加

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 人力资本增长 1%,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增长 21684%; 而人均物质资本

变化 1% , 人力资本只产生 01165%的变化。
21从方程 ( 1) 中可以看出, 对外开放度、工业化进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对物质资本有

显著正影响。

31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语言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不利影响, DUM与 H 相关系数

为负。教育投入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 教育投入每增加 1%, 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01 043% , 虽然系数不大, 但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存量基数在逐步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

度减慢的事实, 影响效果仍然明显。

由上可知,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也存在互补性; 然而, 与格里尔

(Grier) 的研究不同的是, 对外开放度对我国各地区物质资本影响显著, 而拉丁美洲各国的对外

开放度对其物质资本影响不显著; 并且, 在我国还存在特定的变量影响两种资本, 工业化程度

(X1) 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 对各地区物质资本存在显著的正影响, 教育投资也显著影响人

力资本。

四、政策含义

由于体制、政策及资源禀赋的差异, 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这种

不平衡性在要素增长上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差异。根据上面的分析, 可以得到

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 从长期看, 我国各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应协调发展。一方面, 物质产品的生产不

仅需要投入物质资本, 而且要投入相应的人力资本; 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的增长除了自身的投入

之外, 还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两种资本的协调发展, 有利于减缓单一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第二, 从现实看, 人力资本应该优先发展。从估计结果来看, 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影响程

度 ( 21684) 明显大于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 ( 01165) , 人力资本不仅能有效地利用物
质资源, 而且还可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 实行人力资本优

先发展战略, 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第三, 从地区看, 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及工业化进程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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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西部地区, 物质资本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 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逐渐显著;

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相对稀缺, 经济增长点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上, 人力资本的贡

献相对较弱。因此, 东部地区应该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增加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吸收

先进技术, 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而中西部各省市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充分进行物质资本投

资, 引进国外及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加快工业化进程, 同时, 普及基础教育, 增加教育

投入, 以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步发展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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