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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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推算出了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92 %。研究发现, 这一比例在西部地区

是比较突出的, 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具有内函关联关系。文章还对比分析影响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原因

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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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要发展必须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 这是21 世纪党和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能够培养大量科技创新人才,传播先进科技文化知识, 而且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顺利进行打下了重要基础。四川省作为

教育大省, 高等教育不仅为本地区而且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科技人才。1998 年国家实施高校扩招战略以后, 大规模的

投入教育经费和大幅度的增加招生计划, 不仅加快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 同时也助推了四川经济增长。从1999 年到2009 年, 

四川省每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年均增长15 %。1999 年到2009 年, 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从3649 亿元增长到14151 亿元, 年均

增长率达到9.34 %,
[1]
 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 研究高等教育与四川经济增长的关系, 测算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的理论成果不多。笔者在亲身参与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四川高等教育贡献率研究” 中发现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对四川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出回答。为此, 本文基于国内外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的成果, 从数量分析的角度运用生产函数理

论估算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影响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的一般性理论概述 

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等途径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规模, 已成为影响社会发

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等不同方法, 通过

实证分析估算过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理论探讨。 

(一)国外有关理论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1961 年在《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运用余数分析法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分

析。舒尔茨(Schultz)把资本的投入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部分, 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收益率、收益额, 来确定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舒尔茨计算出1929 -1957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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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增加额的收益额为495 亿美元, 它相当于国民收入增量1520 亿元的33 %, “余数” 710 亿元的70 %。这种计量方法

把工资差别作为计算教育收益率的依据。 

美国学者丹尼森、麦迪逊(Dennison , A.Maddision)的经济增长因素法, 从历史统计分析中, 度量增长的各种因素并采用

权重比例法, 寻求加快美国经济增长的途径, 其中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最为显著。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

(Registro Millington) 采用简单劳动分析法根据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理论, 确定劳动简化系数, 并将复

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量简称劳动简化系数, 计算出简化后的劳动总量中有多少是因教育因素而增加的劳动量和系数, 进而计

算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其中运用1965 -1970 年的数据测算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8 %。 

国外有关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glas) 

在上世纪30 年代研究1899 —1922 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作用时利用生产函数法和增长速度方程方法描述因素投

入量与结果产出量间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即Y =AKALBEC , 其中Y 为产出, K 为资本投入量, L 为劳动投入量(实为劳动者

人数), E 为教育投入量, A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 B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C 为教育的产出弹性, 同时对上式进行变换可以得到增

长速度方程:y =a +AK 十BL , 其中y 表示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a 、K 、L 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金和劳动的增长速度。用统计

方法估计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A 、B 后, 便可通过影响y 的各要素增长速度, 求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

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H.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不管是在方法还是在成果上都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的最规范的研究范式。 

(二)国内有关理论研究 

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在国内广泛传播以后, 国内众多学者和经济学家都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本文

以下用Ce 来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本文以下用Ch 来表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做过深入研究。 

崔玉平、沈利生和朱运法、林荣日、刘林、樊华、成涛和峻峰、宋华明、吴一平等学者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或者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的演绎方法分别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度及其相关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等一

系列问题, 并具体分析了全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对地区省份经济增长贡献率情况。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直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如崔玉平(2000)采用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法研究得出1982 —1990 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e) 为8.84 %,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Ch)为

1.48 %;
[2]
 刘林(2007) 在借鉴崔玉平(2000) 估算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率(Ch)方法的基础上,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1996 —2003 年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Ce) 为20.38 %,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Ch)为3.35 %;
[3]
 还有学者吴一平

(2007)根据1995 —2003 年数据测算出Ce 为5.80 %, Ch 为9.30 %。
[4]
 

三、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的模型选择 

本文也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即:Y =AK
α
L
β
 。

其中, Y 为产出量, A 为技术水平常数, K 为资本投入量, L 为劳动投入量, 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系数。并且α>0 , β >0 , α+β = 1 , 考虑到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也就相当于可以使初始劳动力的投入量成一定比

例地增加, 因此, 可以把劳动力L 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0 与教育投入e 的乘积, 这样,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 

=AtK
α

t(K0t)
β
 , (t 为时间变量)。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 再求时间t 的全导数, 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地代替微分方程, 得

到如下方程:y =α+ak +βL0 +βe , 这里, y 代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年均增长率, e 代表教育投入的平均增长率, a 、k 、L0 

分别代表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通过这一公式单独地考察教育发展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等式右边最后一项占



 

经济年均增长率y 的比重, 那么, 估算教育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为:Ce=βe/y (Ce 表示教育对国内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

献份额)在实际计算中, 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 一般是以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Re 来取代的。这里要说明的是, 教育综

合指数反映的是某年、某国家(或某地区)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程度的状况。它以劳动者受某一级教育为基准, 按照一定的劳动简

化率(或称劳动折算系数, 如工资、生产率、受教育年数)折算人均受教育程度。它的年均增长率与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呈正

相关, 或者说, 它能够反映出教育投入的实际效果。因而, 在计算教育对国内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份额时, 用教育综合指数

的年均增长率Re 来代替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应当更为合理。于是, 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变为:Ce =βRe/y 这就

是目前被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最概括性的模型。 

本文在使用构造的模型中, y 为GDP 的年均增长率, Re 为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 β 系数值采用麦迪逊(1987)
[5]
 的

研究, 将β 值确定为0.7 。需要指出,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 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它表示当其他生产要素不变

时, 仅资本一种生产要素改变所带来的产值相对变化率;β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 它表示当其他生产要素不变时, 仅劳动力

一种生产要素改变所带来的产值相对变化率。实际上, 资本、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在一段时间内都是相应变化的, 无法得到

只有一种要素改变, 其他要素不变时对产值相对变化的统计值。 

四、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的实证分析 

由于20 世纪90 年代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的准确数据难以得到, 本文根据1999 -2009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的数据, 并对上述模型进行扩展,计算出1999 -2009 年间四川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数据来源于《2009 年四川

统计年鉴》、《1999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7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 年-2009 年《教育年鉴》、《中经网统计

数据库》1999 年-2010 年6月、《中经专网产业数据》1999 年-2009 年、四川省统计局网站1999 年-2009年统计年鉴。 

(一)计算1999 年、2009 年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Ee) 

研究中选用我国学者韩宗礼教授的劳动简化率方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将不同教育程度劳动简化率根据受教育

年限长短, 分别定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为不同劳动者的简化率, 然后求出教育和高等教育增长率, 以此来运用生产函数

来测算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 则  (i =1 、2 、3 , 4 , j=1 、2 、3 、4), Tij

表示四个时期从业人员人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的年限, Rj 表示接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所提高的劳动

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通常今 R1 =1)。 

在计算不同时期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时, 我们假定大专以上受教育年限为 4 年, 高中受教育年限为 3 年, 初中

受教育年限为 3 年, 小学受教育年限为 6 年。根据表 1 数据计算得出 1999 年、2009 年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受教育的年限。1996 年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年限为:T11 = (43.2 +32 +8.1 +2)%×6 

=5.12 ;T12 = (32 +8.1 +2)%×3 =1.26 ;T13 = (8.1 +2)%×3 =0.30 ;T14 =2 %×4 =0.08 ;同理可得 2009 年四川省从业人员

人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依次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别为:5.39 、1.37 、0.33 、0.15 。(下表为不同时期不同

人群受教育程度) 



 

 

 由于计算的起点是人均受小学教育的年数, 因此将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 。根据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

者的收入情况, 借用有关研究成果,
[6]
 我们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 、1.2 、1.4 和2 。 

依据前面所推算出的1999 年四川省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和所确定的劳动简化率, 可以求出四川省1999 年人均教育综

合指数为E1 =5.12 +1.26 ×1.2 +0.3 ×1.4 +0.08 ×2 =7.2178 , 2009 年四川省人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2 =5.39 +1.37×1.2 

+0.33 ×1.4 +0.15 ×2 =7.799 。 

(二)计算1999 —2009 年四川省年均高等教育指数增长率占全期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Eh) 

根据上面两个教育综合指数, 可以算出1999 —2009 年间四川省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用Re 表示)为:Re = 

(7.799/7.217) 1/11 =4.113 %,由于工资的差别, 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个人的天赋素质、

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 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 而且, 劳动力

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 因此, 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Denison.E , 1962) , 对于依

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用Re' 表示)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 作折算, 于

是,Re' = 4.113 %×0.6 =2.4679 %。同时可以推算出四川省1996 —2009 年间人均接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为:Rh = 

(0.15/0.08)1/11 -1 =5 %803 %。排除高等教育后, 1999 —2009 年间四川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7.799 -2×0.15] 

/ [7.217 -2 × 0.08] }1/11 -1 =5.083 %, 即在四川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 0.707 %中 , 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为:0.707 %-0.362 %=0.345 %, 可见, 11年间四川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用Eh 表示)中占:Eh =0.345/0.707 ＊

100 %=48.74 %。 

(三)计算1999 —2009 年四川省人均GDP 的实际年均增长率y 

设四川省1978 年GDP 值为100 , 1999 年GDP 指数为510.1 , 2009 年GDP 指数为1376.5 ,
[7]
1999 -2009 年间GDP 实际年均

增长率为:y = (1376.5/510.1)1/11 -1=9.44 %。 

(四)计算1999 —2009 年, 11 年间四川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率(Ce 、Ch) 

根据整个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公式Ce =βRe/y ×100 % , 首先需要确定β系数值。本文采用麦迪逊
[8]
 的计算结果β = 

0.7 , 即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 。 

Ce =β ×Re' / y =0.7 ×2.4679 %/9.44 % =18.30 %。 

同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为: 



 

Ch =Ce ×Eh =18.30 %×48.74 %=8.92 %。 

(五)实证数据对比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的四川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Ce)18.30 % 和(Ch)8.92 %。与国内

学者运用同样方法对全国和部分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 四川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与1990 —2005 年全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35 %
[9]
-9.30 %

[4]
 ) 和华北天津市2000 —2005 年的贡献率8.56 %

[11]
 

(刘丽娜, 2007)基本相当, 与西部重庆市2000 —2004 年的贡献率6.39 %
[11]
 (张莉敏、白志礼,2008)相比居于较高水平, 但与

东部江苏省1991 —2000 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6.77 %
[12]

 (杨亚军, 2006)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 在肯定四川高

等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提高的同时, 还有必要进一步找出影响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体制性和结构性

障碍。 

五、影响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原因及对策建议 

四川在1999 —2009 年期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与国内学者估算的1990 —2005 年间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较高, 但与全国最好省市的水平相比仍然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相对偏小、

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2009年四川省从业人员中受教育年限最低的是高等教育才为0.15 , 

而且较大幅度低于高中教育0.33 , 初中教育1.37 , 小学教育5.39 。二是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尽合理, 与产业发展契合度不高。

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导致高等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发展, 因而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有限。三是师资队

伍建设问题突出, 首先整体师资数量不足, 在质量上更有待提高。各个学科和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严重缺乏, 如

院士、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数量在西部虽位居前列, 但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和广东省份相比还比较匮乏。四是科学研究与产

业发展的对接度不高, 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不够。因此,提高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应当着力抓好以下方

面: 

第一, 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要通过增加高等教育经费特别是提高高等学校生均财政拨款基数, 提高财政支出中

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要通过加大对服务优势产业和新型产业的学科专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提高学科专业服务产业行业的

能力。鼓励教育服务消费支出, 为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经费保障。 

第二, 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鼓励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办学方式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 促进高等学校办学特色更加鲜明;要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重点, 脚踏实地为四川经济发展培养出各类合格人才, 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服务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三, 进一步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培养建设和引进造就一支师德师风好、业务能力强、结构合理、稳定、精干、务实、

高效的教师队伍。四川应该结合自身实际与具体情况, 立足现在, 着眼未来, 切实抓好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一批理论基础扎实, 

师德师风良好, 专业科研突出, 教育教学理念先进的师资队伍, 从而带动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育和高素质社会劳动力的形成。 

第四, 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要大力提高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对接度, 通过引导高校紧紧围绕解决四川经济社

会及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问题, 推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产学研” 联盟, 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的能力。 

六、结 论 

本文通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实证研究并估算出了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92 %, 并与全国和部



 

分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四川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些年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

要提高高等教育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 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步伐,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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