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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经济中, 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和重要源泉。本文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为基础, 通过合理地选取和度量有关变量数据, 构建台湾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计

量检验和要素分析, 从而揭示台湾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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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该函数是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 即若有任意的 K> 1, 如果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资本等非技术要素投入量同时增

大 K倍, 则产出量也增大 K倍, 亦即 Y= F ( A , KL , KK , ,) = KF (A , L , K , ,)。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to Taiwan. s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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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economy,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one of the endogenous factors and important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1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selects and assesses

some relevant variables and designs a Taiwan. s human capital outer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than tests

and analyses the data in the model to reveal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factor to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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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是通过人的教育、培训、实践经
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

技能的积累。经过历代经济学家的长期艰辛探

索, 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人力资本要素已被作为一个独立

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以此来解释各国 (地

区) 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
[1]
。本文即在人

力资本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人力资本

外部性增长模型, 揭示台湾人力资本投资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 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

一、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

本文依据台湾 / 经建会0 公布的 1978~

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 以柯布 ) 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 ( Cobb_Da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¹
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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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根据索罗模型
[ 2]
和卢卡斯两部门内生增长

模型
[ 3]
的基本框架, 构建台湾人力资本外部性

增长模型。方程为:

Yt = Ah
A
tK

B
tH

1- B
t

  其中, Yt 为 GDP 产出总量, A 为技术因

子 (综合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率) , ht、K t、

H t 分别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从业人员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资本投入 (资本形成总额)、人

力资本存量 (劳动力生产中的有效劳动投入) ,

A、B、1- B分别表示 ht、K t、H t 的产出弹

性, t 为时间; 并且有 ht = H t / L t ( L t 为从业

人员总数)。

为克服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

性,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 并进行差分转化,

得:

GY
t
= GA + AGh

t
+ BGK

t
+ ( 1 - B) GH

t

  其中, ht 的产出弹性 A=
9YtPYt

9htPht , K t 的产

出弹性 B=
9YtPYt
9K tPK t

, AGh
t
、BGK

t
、 ( 1- B) GH

t

分别表示h t、K t、H t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各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分别除以
1
Y

#dY
dt
所得的

商就是各自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二、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和度量

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 人力

资本指标的选取和度量是一个难题。方法通常

包括受教育年限法、劳动者报酬法、学历指数

法、技术等级法和教育经费法
[4]
。其中, 受教

育年限法是按照不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

类, 将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

进行加权求和。用这种方法度量人力资本, 不

仅简明扼要, 而且可以排除定义上的主观性。

因此, 本文也将采用该方法来度量台湾人力资

本指标。

考虑到台湾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情况, 并

结合统计资料的特殊划分方式, 本文将台湾从

业人员 (各级劳动力) 的受教育程度 (学历)

划分为 6类, 即文盲及自学教育、初级 (小

学) 教育、初中教育、高中及职业教育、大学

预科教育、大学教育及以上 ¹。计算公式为:

H t = E
6

i = 1
HE i # h i

  其中, H t 为 t 年台湾人力资本总存量。

HE i 为第 i 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数量, hi 为第 i

学历水平的受教育年限 (学制)。本文界定

h1、h2、h3、h4、 h5、h6 分别为 2、6、9、

12、14、18年 º。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要证明台湾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和贡献, 首先应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相关关系。运用 SPSS 软件, 对变量 Yt 与H t

做相关分析, 得相关系数 C= 01985, 并且当
显著性水平为 0101 时, 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

[ 0101 (在表格中的显示为 / 010000) , 说明

台湾 Yt 与H t 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且为

正相关。

其次, 对有关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 OLSE) 检验。将 1978~ 2003年台湾 GDP 当

前价 Yt ( 10亿元新台币)、资本形成总额 K t

( 10亿元新台币)、人力资本存量 H t (千人#

年) 和人力资本水平 h t (年) 四列时间序列

数据分别取对数, 根据前文线性化得到的方

程, 进行OLSE检验。结果如下 (见表 1) :

表 1  台湾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的 OLSE 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检验值 显著水平

常数 - 91042 - 111701 01000
lnht 31145 01797 141080 01000

lnKt ) lnH t 01245 01214 31788 01001

R= 01992 R2= 01985 adjusted R2 = 01983

F= 7341440 S. E= 010603 f= 01000

  注: 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能在 5%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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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台湾各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界定方法, 笔者将另文论述。
本文的划分方式主要依据台湾 / 经建会0 所编的 5Taiwan Statist ical DataBook 20046 , 但略有改动。



  从检验结果可知, 计量模型整体通过检

验, 显著程度高, 并且有较高的拟合优度 ( R
2

= 01985, adjusted R
2
= 01983) ; 常数项和自变

量的估计系数的检验也具有较高的显著程度,

并且统计量 F = 7341440, 标准误差 S1E =

010603, 相伴概率值 [ 01001, 回归方程的代
表性较强 (有意义)。这表明台湾 Yt、K t、H t

和h t 四列时间序列数据符合人力资本外部性

增长模型, 从实证角度验证了该模型可在台湾

得到应用。

根据 OLSE检验得到的标准化系数, 该模

型的标准化生产函数为:

Yt = Ah
01797
t K

01214
t H

01786
t

  其中, A 为考虑K t、H t 及 ht (外部性)

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率)。同时, h t

和H t 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 ( 01797和 01786) ,
相比而言, K t 的产出弹性却小很多 ( 01214)。

这表明在台湾经济增长中, 人力资本 (包括

h t 和H t ) 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能较大幅度地提高

GDP 的产出量; 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相对较小。

四、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以上的检验和分析, 只是从数理逻辑的角

度证明了台湾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独

特作用, 但欠缺直观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

性, 一个重要途径是计算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由于相关数据是时间序列的, 可以采用几

何平均法求出不同时间区间台湾 Yt、K t、H t

和h t 的增长率 ( A 增长率可用差余法求得) ,

并根据前文所述的方法计算出各要素投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

1978~ 2003 年台湾 Yt 平均增长率为 9162% ,

其中, 1978 ~ 1982 年期间 Yt 增长最快, 达

17165% , 各要素投入增长率也达最高值。

1983~ 1987 年期间, Yt 增长率也在两位数以

上, 达 11143%。此后几个时期, Yt 增长率一

路下滑。1988~ 1999 年期间, Yt 增长率降为

9121%, 人力资本投资 ( H t 和 h t ) 的增加明

显转缓 ( 2185%和 1149% ) , 而资本投入 ( K t )

则明显增加 ( 9109% ) , 反映这一时期充沛资

本对劳动 (人力资本) 的替代程度相应提高。

2000~ 2003年期间, 台湾 Yt 增长率仅有

0163%, 2001年甚至出现了战后首次经济负增

长 ( - 1162%) ; 同期间, 各要素投入增长率

也处 于最低 水平, K t 还出 现了负 增长

( - 8159% )。究其原因, 除了国际经济环境不

景气和台湾新当局意识形态挂帅, 财经政策摇

摆不定等 /外在因素0 外, 更有其深层的 /内
在因素0。这些结构性的 /内在因素0 主要包
括农业过度萎缩、服务业结构失衡、制造业

/空洞化0、/代工0 模式急需转型等
[ 5]
。

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 1978

~ 2003年台湾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源于综合

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率或 A ) 的提高, 其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2170% ; H t 和 ht 的

贡献率合计为 40171%, 几乎与同期 A 的贡献

率相当。可见, 台湾人力资本不仅内生于劳动

力投入的有效劳动 ( H t ) , 还具有显著的外部

性作用 ( ht ) (这与前文 OLSE检验的结果一

致)。人力资本的较高贡献率是与台湾当局长

期注重 /国民教育0 的普及和劳动力文化程度

的提高分不开的。过去几十年中, 台湾人力资

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得到积累与提升,

对台湾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确实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表 2 1978~ 2003 年台湾各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时间区间
Yt

增长率

Kt

增长率

H t

增长率

ht

增长率

A

增长率

Kt

贡献率

H t

贡献率

ht

贡献率

A

贡献率

1978~ 1982

1983~ 1987

1988~ 1999

2000~ 2003

1978~ 2003

17165

11143

9121

0163

9162

14141

7185

9109

- 8159

7146

4150

4180

2185

1162

3136

2120

1154

1149

113l

1160

9128

4175

3184

0115

4111

17147

14170

21112

- 291179

16160

20104

33101

24132

202111

27145

9193

10174

12189

165173

13126

52155

41156

41166

23195

42170

  资料来源: 根据 / Taiwan Stat ist ical Data Book 20040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Taiwan, June, 2004, P34,

P43, P63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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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1978~ 1999 年期

间H t 和 h t 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平均水平

( 27145%和13126%) , 2000~ 2003年期间却出

现大幅跳跃, 分别高达 202111% 和 165173%。
笔者认为, 这种现象并非说明 2000 年以来台

湾当局的有关人力资本的政策措施产生良好效

果, 而是由于同期资本投入严重衰退所致, 负

增长的 K t 贡献率 (增长率) 导致 H t 和h t 的

贡献率出现远超平均水平的异常数据! 因此,

2000~ 2003年期间 H t 和h t 的贡献率只能进行

横向的相对比较, 并不具有纵向的代表性, 更

不能说明人力资本要素已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

主要来源。恰恰相反, 近年来台湾人力资本及

其相关政策措施存在着许多问题, 如: 结构性

失业严重、人力资本低度 (不充分) 运用、人

才外流严重, 以及高等教育品质下降、劳动

(工) 政策僵化等
[ 6]
。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为基础, 利用台

湾 /经建会0 公布的 1978~ 2003年时间序列

数据, 对 C- D生产函数加以改进并构建台湾

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 通过合理地选取和

度量有关变量数据, 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和要

素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与启示:

11通过相关分析, 证明台湾 GDP 产出总

量 ( Yt ) 与人力资本存量 ( H t ) 存在显著的

线性相关关系, 且为正相关。

21通过对模型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和差分
转化, 并进行 OLSE 检验, 得到较高的拟合优

度; 常数项和自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检验也具有

较高的显著程度, 回归方程的代表性较强 (有

意义)。结果证明计量模型可以通过检验, 选取

的变量数据符合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

31OLSE检验后得到的标准化生产函数表
明, 台湾人力资本水平 ( ht ) 和人力资本存量

(H t ) 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 人力资本投资对

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 资本投

入 ( K t ) 的产出弹性却小很多, 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相对较小。

41通过对台湾 Yt 和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

分析, 并计算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 可以得出: 1978~ 2003年台湾经济增长的

主动力来源于综合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率或

A ) 的提高; h t 和H t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

大, 两者合计的贡献率与同期 A 相当; K t 的

贡献率相对较小, 甚至成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增

长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51尽管台湾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少矛盾
和问题, 但过去的 /成功0 经验表明, 经济的

高速增长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高增长投入, 更

需要综合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率) 和人力资

本存量 (水平) 的提高来支持。在经济增长的

各要素投入中, 劳动力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技术进步 (创新) 需要高

素质的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需要

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 人

才 (就业) 需求的扩张更需要劳动力质量对数

量的正向替代。因此, 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创

新, 大力发展各级教育事业, 增加教育和科学

研究投入, 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

资本水平, 促进人力资本在产业和部门间的优

化配置, 是推动我国大陆经济增长方式由 /粗

放型0 向 /集约型0 转变、实现经济长期持续
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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