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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

平, 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 形成了 � 知识失业� 现象。短期内公务员的加薪和扩招以及政

府对教育转移支付的增加都可以使教育的投资收益增加, 从而使教育投资增加。� 知识失业� 条件下

的教育投资增长只是政府政策影响的短期现象, 在长期内, 随着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我国必然会出现

教育投资的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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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ducated U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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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ual_labor_market_based developing countries. people� s real income is higher than their

market_clearing wages. It has caused the rise of the average wage in the first labor market and leads to�
educated unemployment . In the short term, the expected benef it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can be promot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employment of more civic service man and the increase of public subsidy for educat ion.

But such increase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can only last for a short time. It will be reduced with the rise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unemploym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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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前言

近年来, �知识失业� 现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大学生的失业率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又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现象, 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人认为,

�知识失业� 的原因是教育供给过度或者说是相对的教育供给过度, 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规模不

可能吸收如此众多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 他们认为,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

大学生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本谈不上教育供给过度, 大学生预期收益过高才是造

成 �知识失业� 的主要原因。吴克明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出发对 �知识失业� 现象进行了
分析, 他认为 �知识失业� 从一定程度上说不是就业困难而是择业困难, 自愿性失业在失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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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解决 �知识失业� 问题的关键是降低大学生就业期望值, 打破劳动力市场

分割, 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 1]
。

通过分析预期收益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麦哥和托马斯

(Maigo and Thomas) 引用心理学概念 �控制源� 研究了不同个体的不同心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预
期收益进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2]
。亚瑟和罗纳德 ( Arthur and Ronald) 认为, 人力资本投资不

仅取决于预期收益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
[ 3]
。如果受教育劳动力供给过

多, �知识失业� 现象就会出现, 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就会下降, 从而现期的人力资本

投资也会下降。

虽然至今为止对 �知识失业� 的成因尚无定论, 但是我国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却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 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好像并没有受到 �知识失业� 的影响。事实上, 与我国相似,

印度和东南亚等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 �知识失业� 和教育投资增长共存的现象。

乔赫里和汗 ( Chaudhuri and Khan) 通过一两个部门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受教育

劳动力的固定工资是形成 �知识失业� 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对应, 未受教育劳动力在市场上可以

达到出清, 所以就不存在失业
[ 4]
。此后, 木克提 ( Mukt i) 发展了乔赫里和汗的模型, 将规模收

益递增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引入到刘易斯 ( Lewis) 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 以此来分析发展中

国家 �知识失业� 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投资[ 5]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将通过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模型对 �知识失业� 条件下的教

育投资进行分析, 为我国 �知识失业� 和教育投资增长的共存现象提供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同时

进一步探讨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作用。

二、理论假设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的经济个体, 其一生分为两个时期, 两个时期的时

间长度相等, 都标准化为 1。在第一时期, 个体的时间被分为两部分: 接受教育 (即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 和从事生产活动 �。假设接受教育的时间为 I , 那么从事生产的时间 L 就为 ( 1- I )。在

第二时期, 个体使用在第一时期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从事生产, 生产时间为 1。

另外, 我们假设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二元结构: 第一市场中的劳动力是接受过教育的技术

工人, 工资水平较高, 为 W1 ; 第二市场中的劳动力是未接受过教育的非技术工人, 工资水平较

低, 为 W2。技术工人的工资 W1 受到第一时期教育投资的影响, 是 I 的函数: W1= W ( I ) , 其

中, W�1> 0, W�1< 0。接受教育的技术工人不会降低工作标准进入第二市场, 未接受教育的非技

术工人也没有机会进入第一市场从事生产。假设代表性经济个体在第一时期是非技术工人, 在第

二时期, 由于在第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 他进入第一市场而成为技术工人。考虑到经济个体的时

间偏好, 我们假设他的贴现率为 �。当 �较大时说明经济个体更加偏好现期收入, 未来收入给他

带来的效用相对较小。相反, 当 �较小时说明经济个体对未来收入的偏好较大。由此我们可以

得到经济个体的总收入为:

U = LW2 + W1��= ( 1 - I ) W2 + W1��

� � 经济个体为了使其收入达到最大, 必然选择一个最佳的教育投资量 I 以使下式成立:

�U
�I

=
W�1
�

- W2 = 0

W�1 = W2�

� � 按照刘易斯的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中, 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是固定不变的。

我们假设在第二市场上劳动力实现了市场出清, 非技术工人的工资 W2 始终保持不变。如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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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假定经济个体的时间投入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唯一要素, 接收教育的成本只有时间成本.



市场的工资 W1 与教育投资 I 的函数也不变, 那么教育投资 I 就成了贴现率�的减函数:

( 1) 当 �增加时, W�1 也增加; 由 W�1 < 0得, I 会减小。

( 2) 当 �减小时, W�1 也减小; 由 W�1 < 0得, I 会增加。

由此可见, 经济个体的教育投资会受到其时间偏好的影响。当经济个体更加偏好现期收入

时, 他对教育的投资就会减少。相反, 当经济个体对未来收入的偏好增加时, 他对教育的投资也

增加。很明显, 在上述分析中, 我们有一个暗含的前提: 两个劳动力市场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其

实, 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失业, 特别是 �知识失业�, 即第一市场是非出清的。

下面利用上述模型, 我们将对 �知识失业� 条件下的教育投资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模型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劳动力市场上, 技术工人的工资一般是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木克提认

为, 首先,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相比工作更加稳定, 不会频繁的更换工作, 厂商愿意支付高于

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以吸引技术工人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其次, 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上, 岗位与工人的匹配机制效率低下, 经常使一部分技术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再次, 发展中国家

的公共部门作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雇主, 它所提供的高工资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高于

市场出清水平
[ 6]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作用。

我国自1993年实施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以来, 到 2003年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及垂直管理

系统共录用公务员2�3万多人。仅仅从 2000年初到 2002年底, 全国地方就录用公务员 43�9万
人

[ 7]
。由于公务员录取的对象主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者, 所以, 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我国政府也是受教育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雇主。对于我国公务员的待遇, 近几

年经过几次加薪, 其工资性收入已有了很大提高, 再加上货币工资以外的各种非货币性收益, 我

国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远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工资水平。据报道, 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报考与录取的比例达到了 48�6�1,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务员的收入与市场正常工资收入
的差距

[ 8]
。木克提认为, 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作为雇主为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 支付给他们的工资远远超过其边际生产率, 这使得第一市场中受教育者的平均工资高于市场

出清水平, 从而出现了 �知识失业� [ 9]。

(一) 失业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考虑到公务员真实工资的影响, 假设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为: W
*

( I ) = W1 ( I ) + a ( a

是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与市场出清工资水平的差额) � , 失业率为 �。那么, 经济个体在第一时

期的教育投资不仅决定于当时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 W
*
而且还决定于当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 ��。

经济个体的总收入为:

U = LW2 + W
*
( 1 - �)��= ( 1- I ) W2 + ( W1 + a) ( 1 - �)��

� � 为了使收入达到最大, 经济个体所选择的教育投资量 I
*
一定满足下式:

�U
�I

=
W�1 ( 1- �)
�

- W2 = 0

W
�
1 = W2��( 1 - �)

� � 在上式中, 当 �和W2不变时, 失业率 �增加将带来W�1 的增加。由 W�1> 0得, 此时教育投

资 I
*
会减小。相反, 当失业率 �减小时, 教育投资 I

*
将增加。因此, 教育投资 I

*
是失业率 �

的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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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经济个体根据当时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 W * 和失业率 �来决定自己的教育投资, 此时的 W * 和 �就形成了经济个体的
教育投资预期收益.

a 是外生的, 决定于公务员的真实工资水平和政府招收大学生的数量等因素. 对于经济个体来说, W * 将全部被认为是其
教育投资的收益.



�I
*

��
< 0

� � (二) 财政政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的性质, 相对于需求的变化人力资本供给的调整会有一定的时滞, 所以人力资

本供求的变化将遵循蛛网模型原理。由于时滞的作用, 在短期内, 第一市场的失业率 �不会因

为a的增加而上升, 但是 a 的增加会带来W
*
的增加, 使经济个体的教育投资预期收益增加, 从

而使其教育投资 I
*
增加。假设在短期内公务员的加薪和扩招使 a增加了 �a, 第一市场的失业率

�不变, 那么经济个体的总收入为:

U = LW2 + W
*
( 1- �)��= ( 1 - I ) W2 + ( W1 + a + �a) ( 1- �)��

� � 在经济个体看来, W
*
是教育投资的收益, �a 就应该是教育投资边际收益的增加。所以,

经济个体为了使其收入达到最大而选择的教育投资 I
* *
应该满足以下公式:

�U
�I

=
( W�1 + �a) ( 1 - �)

�
- W2 = 0

W�1 = W2��1- �- �a

� � 在上式中, a 的增加量 �a使W�1 与原来相比更小, 所以此时经济个体的教育投资 I
**
将大于

I
*
, 即教育投资增加。在这里, 我们分析的是公务员加薪和扩招的影响。此外, 政府对教育投

资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渠道, 即政府对教育的转移支付。

政府对教育的转移支付降低了教育成本, 使教育需求增加。我们假设政府对教育的转移支付

使经济个体在第二时期的工资函数变为: W1= �W ( I ) �。那么, 经济个体的总收入为:

U = ( 1 - I ) W2 + [ �W ( I ) + a + �a] ( 1- �)��

� � 为了使其收入达到最大值, 此时经济个体的教育投资量 I
***
应该满足以下公式:

�U
�I

=
( �W�1 + �a) ( 1 - �)

�
- W2 = 0

W�1 =
W2�
1- �

- �a � 1
�

� � 很明显, �的增加, 即政府对教育的转移支付增加, 会使 W�1 减小, 那么经济个体的教育投

资量 I
***
将增加。

当然, 我们现在分析的只是 �和a 增加的短期影响, 如果考虑到教育投资的长期变化, 经济

个体的教育投资决策是很难通过以上模型来确定的。因为, 在长期内, �和 a 的增加都会带来失

业率 �上升, 失业率 �的上升会使教育投资下降, 所以经济个体教育投资的总体变化将很难确

定。不过, 根据蛛网模型原理, 在长期内, 失业率 �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将最终占到主体地位,

由此可知教育投资将会大幅下跌。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工资一般要高于市场出清工资水平, 从而使

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 形成了 �知识失业� 现象。在短期内, 公务员的加薪和扩招以及政府

对教育转移支付的增加不会引起第一市场失业率的变化, 但是却可以使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增

加, 从而使教育投资增加。近年来, 我国政府对公务员的加薪和扩招也使我国出现了 �知识失

业� 现象, 同时公务员的加薪和扩招以及政府对教育转移支付的增加还使社会出现了教育投资热

潮, 由此形成了我国 �知识失业� 条件下教育投资增长。但是, 如上述分析, 这种现象只能维持

在短期之内, 从长期来看, �知识失业� 条件下的教育投资增长将使以后的 �知识失业� 更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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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政府对教育的转移支付所引起的经济个体教育投资收益的增加. 政府的转移支付越大, 经济个体单位教育投资的收
益就越大, �值也就越大。



重, 最终会带来教育投资的大幅下跌。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小自身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

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作用, 才是解决 �知识失业� 问题的关键。

作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主要雇主, 首先, 政府应该改进公务员的录用制度, 要按照市场规律招

聘公务员, 同时根据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以此来缓解 � 知识失业� 现象。其
次, 政府应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来调节对教育转移支付的结构。根据相关研究, 基础教

育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小于私人收益, 所以降低对高等教育的转移支

付而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才是政府的明智之举。这样, 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总体的人力资

本水平, 另一方面在缓解 �知识失业� 同时还可以防止教育投资的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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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较低, 工作保障性较差的情况, 在相关税收制度的制定上, 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发挥税收制度的自动调节作用。

5�简化程序, 全面评估, 提高小额贷款政策的效率和效力

小额贷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融资行为, 更多地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对社会弱势

群体的扶持。灵活就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创新性与灵活性, 对灵活就业者来说, 小额贷款政策的

实施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的动力和支持, 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家金融机构应本着减少失业、扶持创业

的目的, 在贷款程序和资信要求方面降低难度, 同时改变过去那种仅在事前评估的方式, 根据灵

活就业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评价指标和管理体制, 在提高贷款效率的基础上使这一政策发挥出

最大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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