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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湖南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常 晗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6) 

[摘 要] 依据人力资本理论, 采用卢卡斯模型的一种变式, 用1990 -2008 年湖南省的各项相关数据对教育服

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为1 .27。教育边

际投入的回报高于固定资本的, 因此, 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加大湖南人力资本的投入, 以此来推动湖南经济社

会的发展, 使其更加符合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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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 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湖南省委、省政府于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教育强省, 实现“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 把教育的作用提到了战略

的高度。近年来, 各级各类教育服务迅速发展, 成果显著:2007 年末人均受教育年限达8 .4 年, 2008 年全省预算内教育经费

投入达324 .6 亿元, 适龄儿童入学率99 .77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948 564 人,各类民办学校5 533 所, 湖南省教育民生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经济持续增长。 

一、分析的理论依据 

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教育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 世纪中期,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重视, 国

内外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理论[ 1] 。 

1959 -1962 年舒尔茨发表《对人的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等一系列著作, 对人力资本理论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 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大大超过物力资本的投资。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新经济增长理论” 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卢卡斯等人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进一

步分析了提高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极大推动作用, 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实践学习的两种途径形成的, 社会一般

人力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 专业化人力资本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获得, 并且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值)是经济得以持续

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Qt =AtK αt(μt H1-

αt ), 其中A 是正的参数, Q 是产出,K 是物质资本存量, H是人力资本存量, 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 α、1 -α分别为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1997 年巴罗在《经济增长》中采用一个简化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单部门模型:Y =AK αH1 -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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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归分析, 我国学者王金营对其做了改进, 得到更为简化的模型:Y=AK αHβ 。[ 2] 

20 世纪90 年以来, 西方的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是否影响经济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作用方向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特点是多采用回归方法进行多国比较或在一个国家和多个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试图找到有关经济

增长与教育投资或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3] 。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如蔡洁采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生产函数模型, 用河南省1990 -2008 年相关数据计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杨天明利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 验

证了江苏教育与经济之间是协调发展的[ 4] , 等等。本文试对湖南省教育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综上所述,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 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密切, 统计数据较易获得, 国内外的实证

研究大都直接采用教育的相关指标替代人力资本变量, 带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或卢卡斯模型的变式中进行回归分析。本文

也采用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第一部门模型的一种变式, 即王金营改进后的模型: 

 

其中Y 为产出,K 为物质资本存量, H 为人力资本存量, A 为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综合要素, α表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

性, β 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将(1)式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三、数据收集 

(1)总产出Y 。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用消费品物价指数(CPI)调整后得到的不变价来计算, 

以1990 年为基期, 基期价格的GDP =GDP/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2)物质资本存量K 。我国暂未公布过官方统计的物质资本存量, 同样用消费品物价指数(CPI)调整后得到湖南省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代替。 

(3)人力资本存量 H 。是指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的总和。“教育年限法”能够很好的体现知识的积累效应, 反映人们

的受教育程度, 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指标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 所以采用此法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即平均受教育年限)[ 5] 。由此(2)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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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Lt , 采用年末从业人员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ht , 由于各种统计年鉴中没有历年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原始数

据, 所以除 1990 年、2000年、2005 年、2007 年来自湖南省统计局外, 其他年份的数据均由线性内插法估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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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的参数估计、检验及分析 

用Eview s5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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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 

决定系数、修正的决定系数均超过 0 .97 , 说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 1990 -2008 年的样本观察值；常数项与自变量的估计

系数的检验具有较高的显著程度；F 统计值大, 说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效果显著, 其他统计量也都符合标准, 因此模型通过经济

意义检验。可将参数直接带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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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 

(1)湖南省的经济增长为递增报酬型。1990 -2008 年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为0 .91 , 人力资本投资对

地区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为1 .27 , α+>β1 。 

(2)湖南省的人力资本边际投入的回报大。经济计量得出的模型显示湖南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均对经济增长有正

向影响, 物资资本投入每增加1 %, 地区生产总值就上涨91 %, 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 %, 地区生产总值就上涨127 %, 人力资本

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大, 同时也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不够。 

(3)α<β, 反映出人力资本的边际投入回报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回报。教育对湖南省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外部效应, 而固定

资产投资对GDP 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同期的教育投资的作用, 这与现状是相符的, 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 经济增长的几大支柱

行业, 如机械装备、钢铁、有色、石化、文化、旅游、环保等都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 对人才的需求量大、要求高, 加大人力

资本投入, 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也大幅度的促进了GDP 的增长。 

3 .结果比较分析 

关于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Sala-i-Martin 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

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 6] 。Agiomirgianakisat el(2002)对93 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 随着教育水平(初级、

中级和高级)的提高, 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即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是递增的(三级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

数分别是0 .05 , 0 .11 , 0 .27)[ 7] 。聂建平的研究表明1995 -2007 年我国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 .59 和1 .069 。赵兴兰的实证分析:我国1990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 的弹性为0 .215 , 人力资本存量对GDP 的弹性为

2 .381 , 都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弹性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说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和湖南省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力资本投资。 

吕国宁的分析, 新疆1990 -2006 年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 .83 , 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仅为0 .09[ 8] 。王霞、江飞的研

究结果:贵州省1982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 的弹性为0 .545 , 人力资本存量对GDP 的弹性为0 .220[ 9] 。均比本文的结果

低, 原因是这两省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 资本是比较稀缺的资源, 经济规模的扩张

还得靠加大固定资本投资来实现, 人力资本投资对GDP 的影响相对较弱。 

五、对湖南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以上结论说明湖南省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促进作用大, 人力资本存量还不够, 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加大

湖南人力资本的投入, 以此来推动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更加符合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合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投资, 虽然近几年湖南的投入的教

育经费逐步上升, 08 年已达324 .6 亿元, 但离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4 %的标准还有差距, 教育资源还是有限的, 因此要进一

步完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形成以政府教育投入为主,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投入为辅的多

元化教育投入渠道, 积少成多, 为教育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与此同时, 还要合理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教育资源, 缩小

城乡差距,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在保证基础教育投资的前提下, 加大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力度, 切实维护困难和特殊群

体的教育权益, 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逐步实现“上好学”的目标。 

(2)实现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的转变, 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建设经济强省, 人力资源建设是着力点, 要加速实现由

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的转变[ 10] 。由于国家的教育体制, 湖南省也是以公办教育为主, 为了满足人们多种学习的需要,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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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可以考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对不同教育服务(产品)的性质进行区分, 在加强义务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同时, 鼓励民办学校、教育集团、职业培训机构等灵活的、面向市场的办学方式, 延长从业人员的受教育

年限, 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 增加湖南省的人力资本存量, 满足现代化产业发展的需求, 加速经济增长。 

(3)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加强与外界的交流, 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和加大科技成

果的转化率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 大力引进和利用国内外优质教

育资源, 通过合资合作办学、学术交流、学科专业共建等形式, 加强交流合作, 实现发展共赢[ 11] 。与此同时, 高校要发挥科教

优势, 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 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 为湖南省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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