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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探讨 

俞书傲   刘天森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美国､ 前苏联经济大发展时期教育投资的比重

直接影响到 GDP 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 1997 到 2010 年浙江省相关数据,通过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

实证分析,说明教育投资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其贡献率,并以此结果提出了改善浙江省教育投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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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概念,把教育和经济联系起来。教育投资,更具体地说,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培养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资源,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全部费用总和。而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产出)持续增加。同时,舒尔茨曾测定美

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其中只有 20%是物质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其余的 80%主要是由教育以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所引起

的。我国正在努力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增长,陆秋君(2007)通过对 1957年到 2003年我国财政教育经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相关关系的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拉动

作用,两者呈现出辨证的相关关系,形成良性循环。本文以浙江省为例,研究教育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2 浙江省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凯恩斯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提出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提出了一

种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t为储蓄率,Vt为资本-产出比。用教育投资 Ei=E/Yt-1代替储蓄率,可

以得出因教育投资增加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公式如下: 

 

其中,Ge表示教育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率,Gg为 GDP增长率,Yt､Yt-1分别为 t和 t-1年浙江的 GDP,It-1为 t-1年浙江的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E为当年浙江教育投资总额,E/It-1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利用这一改动过后的公式,得到表 1: 

由表 1 可知,从 1997 年开始,浙江省教育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在按一个较为稳定的比率不断增长,2009 年的教育投

资的名义额为 1997 年 7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9 年数值也大约为 1997 年数值的 7 倍,由此可见,两者几乎以同样比率不

断扩大。正因为如此,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在 6.8%到 8.1%这样一个小幅度徘徊。对比国外,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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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 17%；教育投资增长的

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 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 33%。前苏联著名学者斯特鲁米林运用劳动简

化率算得前苏联 1940~1960年间国民收人增长额中有 37%是由于教育投资提高了劳动者整体文化程度而取得的。战后日本经济和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增长,成为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人力资本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相比较而言,我

国 90 年代以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大致在 15%左右,而浙江该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中教育投资

贡献份额明显偏低,全社会投资并没有倚重人力资本这一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因而没有达到最优。 

 

 

3 浙江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教育投资促使人力资本存量形成,是一种无形投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一种有形投资,两者在社

会经济增长中作用不可忽略。下面以(浙江省政府)财政教育支出 Ed 和基础建设投资 INV 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来代表人力资本

无形投资和固定资产有形投资,以浙江省当年 GDP总值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经济社会发展,利用浙江省统计年鉴资料,得到表 2。 

所有参数均通过了水平为 0.05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 R2达到 0.9957,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从回归结果

看,浙江在财政教育支出方面每增加 1 亿元,能够带动 GDP 约 30 亿的增长,而同样的 1 亿元若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只能带来 GDP

约 2.1 亿元的增长,投资收益率前者约为后者的 15 倍,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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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从 2000 年至今,浙江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度均要高于财政教育支出额,教育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所占

比重偏低,投资分配没有达到最优情况。 

 

 

4 相关建议 

基于以上计量分析和浙江省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以下相应的建议。 

(1)财政支出由基本建设向教育等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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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发展起步早,浙江省大中城市交通､电力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现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转向县域乡村,

依然对经济拉动起重要作用,但已经远远没有像 2000 年前后那样巨大的助推作用了。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不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县域和农村建设过程需要时间,可是要处理好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关系,财政支持力度要向

教育,以及文化､卫生等社会民生领域倾斜。近十年来,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明显,教育支出相对于基础建设投资更能提

高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 

(2)改革教育体制模式,提高教育投资产出。 

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浙江省仅为美国､前苏联经济大发展时期教育投资贡献率的四分之一左右,与全国这一

数值对比也缺乏竞争力,这说明浙江省教育投资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究其原因,一是教育与实践常常脱节,“应试教育”

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创新能力。二是浙江省高等教育竞争力较低,目前全省共有普通全日制高校 73

所,普通高校在校学生规模 57.28 万人,其中在校硕士研究生 16254 人,在校博士生 5808 人,而全省 985 或 211 重点院校,仅浙江

大学一所,而临近的上海､江苏､安徽等,同类重点院校数量､在校硕博生人数均多于浙江,人才培养存在数量上的差距。坚持倡导

“素质教育”,改革现行入学选拔模式,能够促使人才全面发展,同时,通过研究经费､实验室建立､校企合作等方式,努力使高等

教育“质”提高,以弥补“量”不足。 

(3)扩大教育投资来源,以市场形式吸纳社会私人投资。 

教育也属于私人产品,教育可以带来预期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对教育选择和投入可以通过市场来完成,选择自己认为

合适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个人可以负担一定额外费用。目前,浙江的教育业主体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投入,要满足教育扩展的需

要,除了政府加大投入以外,还要开源节流,广泛引进社会团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

浙江有很多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逐步向教育业投资,绿城集团与 2001年成立教育投资子公司,华盛达､求

实集团等企业也已经在省内多地投资建设了几所民办中学,温州大学也成为省内第一所产业化的高校,缓解公立学校吸纳学生压

力的同时,分担了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压力,也互相竞争,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吸纳社会､私人投资乡村､山区教育,更是企事业单

位和政府､社会多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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