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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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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模型， 结合教育综合指数法对高等教育贡献率进行估算。 基于 

2001-2010 年的数据，测算出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66%。 结果表明，浙江省高等教育贡献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高等教育强省还存在较大差距。 浙江高等教育应寻求内涵式发展，增强高等教育与经济

发展的协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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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反之，经济发展反作用于高等教育， 也会促进其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提升。然而由于政治导向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作用，我国区

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浙江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 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012 年， 浙江省 GDP 总

量 34,606 亿元， 居全国第四；人均 GDP63,266 元，首次突破 10,000 美元，位列全国第五。 然而，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评价研究中心(RCCSE)数据，2012 年我省高等教育竞争实力排名位列全国第九
[1]
，较大程度滞后于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因

此，分析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于提升浙江高等教育水平，增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基本计量模型 

20 世纪 30 年代， 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H.Douglas）在研究 1899-1922 年间

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提出了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该函数

认为，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该国的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量， 该函数的一般形式为：Y=AKαLβ 

其中 Y 代表产出，A 代表技术水平，K 代表资本存量，L 代表劳动力投入量，α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0<α<1），β 表

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0<β<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预测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途径的经济数学模型，在数理经

济学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与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局限性

也开始显现出来，函数中虽然将劳动力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其分析仅关注到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变化，而并

未注意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人们开始认识到

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提高劳动力质量同样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教育投资便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有

效途径。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数量基本趋于稳定，此时提升劳动力质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实现的，因此，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式为：Y=AKα（L0E）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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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式中，劳动力投入量被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0）和教育投入量 （E）两部分 ，可以突出表现教育的作用为使初始劳动

力投入量成一定比例增加。 

对上述函数取对数求导便可得到经济产出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0+βe 

其中 y 表示经济增长率，a 表示技术进步率，k表示资本投资增长率，l0表示劳动力数量变化率，e表示教育投入增长率，

α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0<α<1），β 表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0<β<1)。 

因此，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可表示为：Ce=βe/y 

其中，βe代表教育因素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y 代表国民经济总增长率。 

需要说明的是， 模型中的 β 表示劳动产出系数，我国经济部门一般将 β 值定为 0.7-0.8，本文构造的模型 β 系数采

用经验值 0.73，即 20 世纪 60 年代丹尼森根据美国经济所估算的劳动产出系数，即劳动投入每增加 1%， 产出增加 0.73%；

e 表示教育投入的年增长率，通常根据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来的教育综合指数（Re）的年增长率取代。 

二、2001-2010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于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科技创新人才，提高全社会的创新发展能力， 从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为全面估算和测量浙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本文根据上述建构的

模型并结合教育综合指数法估算 2001-2010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确定 2001 年 、2010 年浙江省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浙江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表 1），可以计算出 2001 年浙江省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如下： 人均受小学教

育年限为：（34.4+42.1+11.8+3.8）*6/100=5.526；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限为 ：（42.1+11.8+3.8）*3/100=1.731； 人均受高中

教育年限为 ：（11.8+3.8+）*3/100=0.468；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 ：3.8*4/100=0.152。 

同理可计算出 2010 年浙江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小学、 初中、 高中、 高等教育年限分别为 5.7384、2.1327、0.7917、0.4596。 

（二）确定浙江省就业人员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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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教育综合指数，首先必须确定从业人员的劳动简化指数，需要将社会复杂劳动力换算为初始劳动力。 而劳动力质量

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收入的差别，因此，根据劳动力收入的差异性确定劳动简化指数是合理并且可行的。 根据不

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的收入情况，借鉴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将小学、初中、高中、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劳动简化指

数定为 1、1.38、1.72、2.34
[2]
。 

劳动简化指数是各级教育在影响劳动力质量上的直观体现，因此以劳动简化指数为各级教育的权重，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

可以得出 2001 年就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 ：5.526*1 +1.731*1.38 +0.468*1.72+0.152*2.34=9.07542 

2010 年 就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 ：5.7384*1 +2.1327*1.38 +0.7917*1.72 +0.4596*2.34 =11.118714 

根据计算结果，求得 2001-2010 年间浙江省就业人员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e =（11.118714/9.07542）1/9-1=2.28% 

同时，可以计算出浙江省 2001-2010年间就业人员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均增长率为 ：eh=（0.4596/0.152）1/9-1=13.08% 

排除高等教育后，2001-2010年间浙江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11.118714-(2*0.4596)]/[9.07542-(2*0.152)]}1/9-1=1.69% 

即在浙江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 2.28%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 2.28%-1.69%=0.59% 

可见，9 年间，浙江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占：Eh=0.59/2.28*100%=25.88% 

（三 ）计算 2001-2010 年浙江省经济实际年增长率 

根据 2002、2011 年《浙江统计年鉴》数据，浙江省 2001 年人均 GDP （均按当年价） 为 13415 元，2010 年人均 GDP 为 

51711 元 ，2001 -2010 年浙江省人均 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 ：y =（51711/13415）1/9-1=16.17% 

（四）高等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建构的模型，测算出浙江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Ce=βe/y=0.73*2.28/16.17*100%=10.29% 

同期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Ch=CeEh=10.29%*25.88%=2.66% 

三、结果分析和相关建议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1-2010 年，在浙江省经济增长中有 10.29%源于浙江教育发展的贡献，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

用较为明显，其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2.66%， 说明浙江省高等教育在推动浙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其作用并不显著。 

导致浙江省高等教育贡献率偏低的原因有可能是两方面引起的：一是构建模型的差异带来测算结果的不同，根据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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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采用相同或类似方法构建数学模型估算高等教育贡献率所得结果中，姚文韵等人测得 2003-2010 年江苏高等教育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36%
[3]
， 张根文等人估算 2000-2007 年安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56%

[4]
，傅书勇等人计算出 

1994-2008 年辽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54%
[5]
，张立新等人算得 2000-2005 年全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1.7%
[6]
。由此可见，浙江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中西部省市高等教育贡献率更大，但与高等教育发

达省份还存在着不小差距。 

浙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浙江高等教育在结构和质量上的局限。 自 1998 年组建新的浙江大学以

来，浙江省的 211 学校由 4 所锐减至 1 所（其中，浙江医科大学 1998 年通过 211 预审）， 出现除浙江大学以外省属院校

没有一所进入 211 或 985 的断层现象。 全国 985 高校共 39 所 ，浙江省仅 1 所 。 横向比较 ，上海 4 所 ，江苏 2所，

湖北 2 所，山东 2 所；全国 211 高校共 112 所，浙江省仅 1 所，横向比较，上海 9 所，江苏 11 所，湖北 7 所，福建 2 

所，山东 3 所。 由于 985 与 211 工程已经向社会关闭，浙江省在两个关键性国家办学平台上的劣势不可更改。 于是，增强

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浙江省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以浙江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大力加强浙江省教育投资水平，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增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增强高等教育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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