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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都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 但两者并不独立 , 而是互

为补充的。FDI 能够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同时 , 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也会影响

到一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文章在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上 , 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 , 提出要加大

我国的教育投资 ,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 更好地吸纳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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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capital and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re the key drive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y do not affect the growth individually.FDI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human capital.Meanwhile , enhanced human capital increases FDI by making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ors.It is well known that China is abundant in human

resources , the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improved mainly b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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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直接投资 (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截止到 2004年 2月底 , 我国累计批准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 471302个 , 合同外资金额 9622.65 亿美元 ,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097.89亿美元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巨额的外资引入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 , 更主要的是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

术 , 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促进产业升级 。

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

资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但两者不是相互独立 , 而是互为补充的 。发展中国家要吸引各

种形式的 FDI需要有足够的 、受过起码的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 , 人力资本吸引 FDI的方式主要取

决于东道国所寻求的 FDI方式 , 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高附加值的 FDI , 应当发展相关产业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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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一 、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会促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发 , 主要可以通过跨国公

司对东道国教育系统和在职培训方面的影响而产生。

1.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正规教育

教育在狭义上指学校正规教育 , 正规教育是一个典型的隶属于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管辖和负

责的领域 。但是 , 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正规教育施加积极的影响 , 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跨国公司有利于为东道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首先跨国公司

的产出和税赋贡献使得东道国有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投资 。其次 , 发展中国家每年外商投资流量

都比较稳定 , 这使得东道国政府能够更好的安排教育投资 。同时 , 跨国公司为员工提供高薪和良

好的发展机会 , 能够吸引东道国的海外学子学成回国工作 , 抑制了东道国人才的外流 。20世纪

90年代 , 爱尔兰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 , 爱尔兰每年的海外移民净

流出量为 35000人 , 但是 20世纪 90年代每年移民的净流入量达到 45000人 ,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爱尔兰侨民
[ 1]
。具体到不同的教育等级 , 跨国公司的影响归纳如下:

(1)跨国公司对初中等教育施加影响 。方式主要包括向中小学校提供金融资助或专家学者 ,

捐助或资助电脑等资本设备;为那些被公共教育拒之门外或敷衍了事的人们提供补习教育的机

会。例如 , 尤尼莱佛和美孚石油公司向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分支机构中没有受过或受过很少教育

的工作人员提供阅读 、写作和算术方面的教育。

(2)跨国公司对高等教育施加影响。相对于跨国公司对初中等教育的作用而言 , 跨国公司对

东道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要显著得多 。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为当地高技能的理 、工 、商专业毕业生提

供就业机会 , 由于被雇佣者享受了跨国公司的高工资和优越的福利待遇 , 从而刺激了发展中东道

国人们对高层次教育的追求。跨国公司的进入 , 会影响东道国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 2]
:①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

移。为了增强子公司的竞争地位 , 跨国公司会向其子公司转让技术 、专门知识和技能 , 这些技能

偏向型的创新活动会促使子公司增加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②子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转

让或技术溢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许可证交易向当地企业转让技术与管理经验 , 也可以通过非市

场渠道实现技术溢出 。这两种方式意味着FDI 的流入可能会增加当地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

③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资本投资 。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当地企业 , 在运用新技术时必须增加新

的资本投资 (如购买计算机和办公产品)。资本和技能都是企业的生产要素 , 资本投资会提升企

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 3]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在统计中也发现 , 从 1977年至 1994年 , 美

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所占的资本投资的比重从 22%上升到 32%, 资本的扩张是熟练劳动力需求

增加的一个动力 。

供给方面不仅表现在跨国公司提供奖学金和资助雇员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 而且也表现为跨

国公司通过一系列方式向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提供资助或与之建立联系。跨国公司从自身的利益

角度 , 凭借自己的实力 , 对发展中东道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金融资助 , 甚至有些跨国公司的高

层管理部门扮演了类似教育机构和证书经办人的角色 。

2.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在职培训

正规教育所产生的广泛利益仅能间接的与劳动生产率发生联系 , 而在特定职业方面的技能培

训会直接和迅速地带来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 , 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不遗余力地为其在发展中东道

国的雇员提供在职培训 , 由此促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发 。另一方面 , 发展中国家公共职业培训

的效果往往令人疑惑 , 使得跨国公司在发展在职培训方面意义加大 。在很多国家 , 跨国公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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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所提供的培训费用与母公司相差无几 , 而且远远高于发展中东道国的当地同类企业。例

如 , 瑞典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当地雇员的人均培训费用与母公司非常接近。两者之比在交

通业为4∶3 , 电子业为1∶1 , 机械业为 9∶10。在土耳其 , 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的培训费用是

当地企业的两倍以上
[ 4]
。跨国公司通过培训提高了员工的技能水平 , 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一体

化的扩展 , 跨国公司以职业开发与晋升的方式启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的趋势正逐步加强 。

二 、 人力资本对 FDI的影响分析

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良性循环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起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 人力资本本身也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影响。

1.人力资本决定了FDI的规模和区位选择

早在 1988年 , 卢卡斯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短缺不利于外资进入 。在吸引外资的诸

多因素当中 , 人力资本具有决定性作用 ,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获得的外资也较多 , 跨国公司

只把复杂的技能密集型的子公司放在具有良好教育素质的劳动力国家。人力资本和外资的关系是

复杂的 、非线性的
[ 5]
。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对外资的吸引程度 , 人力资本水平相对高的

东道国可能吸引大量的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投资 , 反之 ,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只能获得少

量的外资流入 , 而且外资企业转移过来的只是一些相对简单的技术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

提高一个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水平和平均规模水平。我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 正由

低加工度 、劳动密集型的投资转向资本 、技术密集型投资 。因为规模大而且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

需要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结合
[ 6 ～ 7]

。

2.人力资本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吸引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是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之

一。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可以通过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 8]
。

(1)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 , 必然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水平 , 这

是对东道国人力资本量上的影响。而且 , 跨国公司给员工提供各种形式的培训 。这种培训面向各

个层次:从简单的生产性操作人员到监管人员 , 从高级技术人员到上层经理人员 , 几乎都有受训

机会 。培训方式也很多:既有现场指导 , 也有专家讨论会 , 甚至派往海外接受正规教育 。无疑跨

国公司的培训会提高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质量 。

(2)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日常运作时会和企业部门和非企业部门

发生接触产生技术外溢。

从企业部门来看 , 跨国公司一般热衷于培训当地的供应商 。为了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投入要

素 , 压缩生产成本 , 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 , 最大化的保证自身的盈利水平 , 跨国公司会对当地供

应商 、经销商和营销组织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 , 此时就会提高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企业部门

完成的间接溢出效应还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动到当地企业 。乔森伯格曾就跨国公司在肯尼亚

培训和传播经营能力情况作过调查 。调查表明 , 现有当地私人或国有企业曾经受训过的经理人员

中 , 大多数曾任职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流动 , 大大加速了专有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 。

跨国公司和非企业部门的联系也是间接溢出效应的一种方法。非企业部门指公共研究机构 、 大学

和知识专利保护组织等 , 这些组织能够促进技术进步 。跨国公司给予这些非企业部门财力和技术

支持 , 当地企业也能从这些非企业部门获益 。

3.人力资本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FDI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

是自动产生的 , 这个过程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 , 东道国的人力资本 、 开放度 、 政策环境等都

会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其中 , 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 , 以至于在实证中很多研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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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作为决定吸收能力的变量 。

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 。邓宁的

折衷理论认为 , 决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技术转移水平有两个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

所处周期 , 二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 其中就包括熟练劳动和管理人员的可获性 。如果东道国

的劳动力素质和跨国公司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 就会加大跨国公司的技术进入成本 。尼尔森和费

尔普斯
[ 9]
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 , 往往

技术进步的进程更明显。人力资本可通过两种机能影响经济增长:(1)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的

技术创新 。(2)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向国外学习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吸收跨国

公司技术转移的能力 , 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

本 , 就会限制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接收和应用 。

实证中所得的相关结论也支持了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一

个最低限度时 ,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才会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起实质作用
[ 10 ～ 11]

。一些研

究细化了人力资本变量 , 将人力资本细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种指标。结果发现 , 对东道国经

济有增长效应的 、能够带来技术扩散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 , 外商直接投

资更多的是和中高级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发挥技术扩散效应
[ 12]
。

三 、 政策建议

自1993年以来 , 中国一直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 巨大的外资引入是我

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工具。针对现今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开始转为技术 、 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特

点 , 我国应该提高人力资本 , 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 提高吸纳技术外溢的能力 。

1.加大教育投资 , 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 在发展中国家最稀

缺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

资 , 且人力资本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

目前应该提高劳动力素质 , 以突破吸收国际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重

要途径。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 , 要调整好教育投资的分配方向和结构。目前外商的进入在

利用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同时 , 正向使用熟练劳动力方向转变 , 因此要提高中高等教育投资的比

重。我国不同的区域 , 教育投资的重点也不大相同。对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 应该是以提高接

受中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为主 , 但是在中西部地区 , 侧重点应该是提高接受初中等教育人口的比

重。

2.优化创业环境和吸引人才的制度 , 促进人才的流动 。人才的流动 , 可以大大加速跨国公

司技术外溢的进程。对于国内企业来说 , 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待遇 、 良好的工作环境来吸引人

才 , 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 , 可以加强与外资企业

的交流 , 双方开展项目合作 , 加强中外资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等等 。通过沟通 , 能更直观的给内

资企业带来竞争的压力 , 更新观念 , 提高效率。从政府方面讲 , 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

优化创业环境 , 提供优惠的条件鼓励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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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 正确估量土地的市场价格 , 还要引入仲

裁机制 , 征地价格也可以通过有资质的评估机

构进行估价后由征地双方协商确定 。

征地补偿费的公平分配 , 应遵循 “谁所有

谁使用” 原则。对因公共利益征用集体土地 ,

国家不参与土地增值部分的分配 , 非土地所有

者的乡镇政府及村委会 , 不截留征地补偿费 ,

其工作报酬从其征地管理费中支付 , 扣除开支

后的征地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

配。对因非公共利益征用集体土地 , 征地补偿

费在国家 、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进行分配。

补充筹资包括用人单位自愿缴纳的养老

费 、征地保障费和农村集体补贴三部分 。其

中 , 征地保障费是针对不同地块的征地补偿费

在 “区别对待 , 等价补偿” 的原则下差距拉大

的情况 , 从征地补偿费中提取一定比例 , 进行

抽富补亏的平衡 , 以解决部分地块级差地租低

而导致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基金筹集困难的问

题。集体补贴是指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乡村集

体 , 乡财政有能力拿出部分资金 , 用于提高征

地农民保障基金的筹资水平。

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缴费采用多元化的方

式 , 主要由财政 、 镇 、 征地开发单位 、 个人

等 , 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缴纳 。

3.养老基金的管理

农民市民化养老基金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

标准 , 纳入城保体系中 , 集体运转 , 统一管

理 , 共负盈亏。其中 , 征地单位一次性缴纳的

15年基本养老保险费作为养老基金的 “垫底

部分” , 用人单位缴纳部分作为基本养老金的

补充来源 , 记入个人账户 , 体现个人积累 , 而

不是像以往的在征地后自谋出路成功 , 进入用

人单位后继续缴纳养老金的那部分征地农民 ,

在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时候 , 体现不出优势 。征

地保障费和农村集体补贴实现区级统筹 , 用于

弥补养老基金的收支空缺。

4.养老基金的支付

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原

则上高于现行农村养老金 , 低于城市养老金 。

可以参照城市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城市外来人

员综合保险标准和镇保的标准等 , 制定一个与

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标准 。

其中 , 在缴满一次性 15年基本养老保险

费后继续缴纳养老金的那部分征地农民 , 即征

地吸劳部分 , 其养老金发放应由基础养老金加

上个人账户养老金 , 再加上征地保障费部分的

统筹分配所得 , 再加上具体情况下的集体补贴

部分。而征地养老人员 , 则因为没有个人账户

部分的积累或积累相比前者要少而享受较前者

低一个档次的退休养老金 , 但其水平仍要高于

原有模式下的征地养老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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