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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何刚 吕金梅 衡连伟 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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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

【摘 要】：本文基于区域经济水平影响要素复杂性，引入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构建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和技术革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关系。以安徽省为例，计算得出人力资本投资对安徽经济贡献率大小。研究结

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管理，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健康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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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动力机制的分析，过去一直把重点放在物质资本上，随着迈入人力资本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愈加不容忽视，以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有效利用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文中通过系统研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完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理论及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并以安徽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入了解安徽省人力资本现状，对比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大小，并据此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大约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结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舒尔茨、

明赛尔和贝克尔等。其中，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

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并提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在认可此定义的基础之上，

对其进行了完善和扩展。例如，李建民从个人和群体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者人力资本的区别，让我们对人力资本认识更加直观。

(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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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统计学视角，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两者之间

的相关性。

国外学者 Denison (1985)以美国华盛顿区 1929 年至 1982 年间的数据实证得出，受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占 25%；

随后 Romer(1990)从理论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关系。Mankiw，Romer 和 Well(1992)以入学率来度量人力

资本，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Lueas 借鉴 Beeker 的观点，构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研究表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国内学者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相对较晚，研究视角比较集中于实证研究。曹晋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

分析我国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虽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

资，会大幅度提升综合技术生产率，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王金营、郑书朋对比分析我国东西部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在不同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揭示人力资本存量及积累是形成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李培泓、张世奇基于有效劳

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运用 Eviews 软件分析河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潜力。

综上研究，归咎于人力资本投资外部性以及缺乏权威人力资本测度机制，现有实证研究由于统计的口径不同，导致贡献率

的计算值存在差异，对计算结果的分析趋向于简单的宏观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科学的数据采集、度量和计算，对比分析区域经

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物质资本贡献率大小。

二、模型建立

考虑到人力资本对其他非人力资本要素的外部性作用，科学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函数关系，本文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得出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模型方程如下：

Y=AKαL1-αhβ

其中，Y 表示经济增长，表示产出，A 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L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即有效劳动投入，h表示

人力资本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α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1-α为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

为了有效区别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效果大小，通过求

解模型的差分方程可得。差分方程如下：

其中，ΔY/Y 表示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ΔA/A 表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率，ΔK/K 表示物质资本的平均增长速度，α×

ΔK/K 表示物质资本对产出的影响率，ΔL/L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1-α)×ΔL/L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

响率，Δh/h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度，β×Δh/h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的影响率。

各要素的影响率占总体影响率的比例，即为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计算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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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度量及初步计算

通过深入研究和考察安徽省经济发展情况，从《安徽省统计年鉴》中摘录 2001 年至 2014 年安徽省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存

量和物质资本等历史数据，并进行回归分析，估算出安徽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一)经济增长的度量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段较长时间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财富(人均产出或总产出等)的持续增加过程。从已有的研究成果

来看，通常选择 GDP 或者人均 GDP 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本文采用不变价的 GDP 表示经济增长。为了方便，借鉴已有

的研究成果，并与之对比，下文均以 1990 年为基准年，查询《安徽统计年鉴》得到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001 年至 2013 年安徽

省 GDP，如表 1所示。

(二)物质资本存量的度量

物质资本投入即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安徽省

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对于物质资本存量 K 采用下列公式度量：

Kt=It+Kt-1(1-σt)

其中，Kt-1，Kt分别表示前期和当期期末物质资本存量，It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额，σt为折旧率，本文引用张军等的估计结

果，记折旧率为 9.6%。

对物质资本初值的估算，借鉴张军研究中的假设，假定安徽省 1990 年拥有的资本存量占全国资本存量的比值与安徽省的固

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的比值，安徽省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值基本相当。通过查询《安徽省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

年鉴 1991》获得后两个比值，大概 30 倍左右，本文取 33 倍。同时，根据何枫、陈荣、何林估算结果，1990 年全国物质资本存

量为 87673.97 亿元(1990 年价)，可估计出安徽省该年固定资本存量约为 2656.79 亿元。最后可计算出，安徽省历年物质资本存

量如表 1 所示。

(三)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

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是正确计算贡献率的关键步骤，目前人力资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有：教育年限法、物质投入法、生产函

数法、人力资本回报法、人力资本特征与收入法以及 J-F 终生收入法等。但是由于我国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国内学者多采用

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 L=S×h，S为劳动力数量，可从统计年鉴摘录，人力资本水平 h 的计算方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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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我国教育体系，受教育程度可分为普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小学、

研究生等，并对各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通过加权求和得出入均受教育年限。用公式表示为：

最终结果参见表 1。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检验

公式取自然对数可得：生产函数中各要素的自然对数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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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 SPSS 20.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输出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通过检验，显著水平高，R=0.998，

R2=0.997，可见具有很好的拟合度，自变量均在 1%水平下与产出(Y)正相关，弹性系数值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lnA=0.915，计算可得 A值为 2.497，生产函数可写为：

Y=2.497K0.292L0.708h1.718

(二)投资要素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计算

计算得出 2001—2013 年安徽省经济增长速度为 12.24%，物质资本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25.77%，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

度为 3.16%，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度为 1.43%，那么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率为：

物质资本对产出的影响率，

α×ΔK/K=0.292*
25.77%=7.52%

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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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ΔL/L=0.708*
3.16%=2.24%

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出的影响率，

β×Δh/h=1.718*1.43%=2.46%

进一步根据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方程，我们可以得出各要素贡献率大小，如表 4 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第一，通过计算物质资本历年的增长速度，从图 1 可以看出，研究期间内安徽省固定资产投入增幅较大，即物质资本的积

累速度较快。这主要得益于以“861”行动计划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目的拉动作用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此同时，安徽省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也加快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第二，人力资本存量(18.30%)和人力资本水平(20.10%)对安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相比于固定资产(61.44%)的贡献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相比物质资本较慢(如图 2)，尤其是 2008 年，增长速度明显降低。从图表中可以直观地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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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来说，物质资本的重视程度要高于人力资本投入，这也是相关政策制定或施行中的一个误区，各相关政策制定者应考

虑适当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所占的比重。

第三，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存量相比发达区域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相关决策者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效果

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只一味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益，但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提升安

徽省整体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是不利的。

五、对策及建议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科学管理，将会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提

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然而我国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现状不容乐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远不及物质资本，

发展潜力巨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人力资本投资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属于绿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地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教

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应当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提高人力资本投资额度。并且，持续推动教育资源区

域间合理配置，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强化产、学、研间密切合作，保证教育输出人才与市场需求人才的一致性，减少人才培养

中不协调带来的资源浪费，培养出符合各界需要的跨专业、跨领域人才。同时，要更加拓宽投资渠道，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主体

的多元化。

(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科学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环境日趋复杂，在新的环境下，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经济全球化、

技术革新加速、人才流动加剧等。科学调整投资方案和投资结构对投资效率的提高意义重大，第一，明确人力资本现状和未来

发展趋势所需的人力资本缺口，合理确定投资规模，避免投资不够或者投资浪费，从源头上控制投资风险；第二，在投资方案

的制定时，避免主观臆断，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注重成本核算，选择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能使成本较低的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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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机制

安徽省当前产业结构主体为“二三一”的配置，经济增长处于依靠投资与能源消耗拉动的阶段，从研究数据可看出，物质

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以上。当前，安徽省需抓住“人才强国战略”的历史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

完善区域人力资本市场供给机制，为“三二一”的新型产业结构做好智力支撑准备，突破当前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供需不平衡的

困境，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制定人才吸引计划，注重“外援”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引导扶持鼓励多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繁荣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108)；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4YJAZH029)；安徽省教育厅重

大教研项目(2013zdjy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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