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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沈吉英 楼菁华 

（杭州市科技信息研究院） 

【摘 要】本文基于 1978～2010 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和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分

别从存量和水平角度分析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受短期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波动的影响和偏离长期均衡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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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 力 ，而 创 新 型 人 力 资 本（Creative Human Capital）

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目前对于创新型人力

资本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但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创新型人力资本应具备以下特征：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创新性的知识、具

备稀缺性的创新能力、产出效果具有乘数效应且边际报酬递增。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

证研究，但国内目前关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仍较少。 

近年来浙江省科技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突出表现为科技综合实力稳步提高，科技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科技产出水平不断

提高，高水平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等。但是与此同时，浙江省科技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严峻的问题，如高层次人才与团队的

培养引进力度不够，资金投入规模较小等，创新型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科技经费配置结构不合理，已成为浙江省建设“创新型

省份”的主要障碍。 

本文基于 1978～2010 年时间序列数据，验证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 VAR 模型分析

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与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为相关部门对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育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存量和水平的角度研究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中，主要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研究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在短期波动中的关系；为了更加

深入地考察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中，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

分析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2.研究变量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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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变量主要有：产出（Y）、物质资本（K）、劳动（L）、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CH）及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H）。 

以 1978～2010 年为研究时段，对各变量的度量指标做了如下选取：用历年的 GDP 度量 Y，各年 GDP 均以 1978 年为基期

的可比价格计算。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近似地代表历年的物质资本投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受教育年限法计

算 CH，具体做法是：以 1949 年高校毕业人数的 10 倍估计 1948 年的高校毕业生存量，这样每年高校毕业生存量就等于前一

年毕业生存量加上本年度毕业生人数，然后再将研究时段内各年高校毕业生存量乘以高等教育的受教育年限，为方便计算，将

受教育年限统一记作 16 年，最终得到各年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 H=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社会从业人数，

表示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平均状况。以历年社会从业人数减去当年高校毕业生存量衡量劳动力投入 L。GDP 及其价格指数、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价格指数、社会从业人数和高校毕业生数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浙江 60 年统计资

料汇编》。对变量 Y、K、L和 CH 取自然对数得到进行分析的待输入数据，数据分析应用 Eviews5.0软件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分别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由检验结果可见，原有 4 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均

存在不平稳，对 4 个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仍然不平稳，但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属于二阶单整序列，即 I(2)序列。所

以，4个序列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 

 

注：检验形式中的 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其中 k的选择根据 AIC和 SC准则确定；D表示差分算子。 

2.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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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2),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 ln Y、ln K、ln CH 和 ln L 之间存在 3 个协整关系,

表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创新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人数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回归。 

3.线性回归分析 

考虑到变量的自相关性，运用广义差分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各回归系数

通过了 T检验，模型整体通过 F检验，DW检验值为 1.8827，模型基本消除了自相关性。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 0.5619，即

在创新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每增加 1%，产出可增加 0.5619%；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7555，也就是说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创新型人力资本每增加 1%，那么产出相应增加 0.7555%。同理，如

果劳动力投入增加 1%，则产出下降 1.7395%。 

 

4.误差修正模型 

将误差修正项的滞后一期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动的解释变量一起，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项的

系数值反映了对长期均衡值偏差的调整力度，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系数反映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

程度。 

△ LNY=0.0309 + 0.2951 △LNK-0.2815 △ LNL-0.0771 △LNCH-0.9195ecmt-1 

该模型的结果表明，物质资本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有负

向影响。误差修正项 ecm 系数的符号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估计值-0.9195，这说明当经济增长偏离长

期均衡时，其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 91.95%能够得到自动调整。浙江省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二）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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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序列进行 ADF检验,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H 时间序列自身及其一阶差分都不平稳,二阶差分后序

列平稳,为 I(2)序列,从表 1可以得知,ln Y 序列也是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5。由结果可知，ln Y和 H 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明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

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验证了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动态影响的可行

性。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 于 VAR(2) 模 型 ，进 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6。可见，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之

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的视角，对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研究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

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 1％会使得产出增加 0.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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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受短期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波动的影响和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协整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

值为-0.9195，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其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 91.95%能够得到自动调整。 

（3）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 Granger因果关系，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

不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为浙江省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为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存量上还是在水平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浙江省经济增长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我们也

应该认识到，目前浙江省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 

因此，浙江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必须提高对科教文卫事业的公共支出，加大培养具有创新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力度。同时，

省委、省政府应尽快出台具有实质性的、大力引进创新人才的政策措施，吸引大量外省的创新型人力资源，提高浙江省的创新

型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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