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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分析 

赵修渝1 黄仕川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重庆市直辖以来，教育和经济都得到迅速发展。文章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探讨

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选择 1997-2005 年重庆市教育和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利用相关系数法和生产函数法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重庆市居民人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较高;固定资产投资仍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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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状做出的战略决策，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

一个重要区域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庆市在科教兴国的基础上，以“科技兴市”作为发展战略通过发展教育及

其培养人才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获得西部大开发的先机。在有关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

机制方面的理论己经比较成熟而在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其研究成果仍较少。笔者在己有研究和论著的

基础五对重庆地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进行研究。一是测定重庆直辖以来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弄清重庆教育

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相对状况二是对重庆教育进一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研究 

(一)教育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基础 

其一，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

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九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与物力资本投资都是经

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教

育投资属于生产性投资;教育投资收益率是可以测算的。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劳动力流动的投资而形成的。

其中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教育投资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最明显。通过教育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劳

动生产率。因此教育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 

其二，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认为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源泉强调知识和技术在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包括:把技术内生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贡献;

把人力资本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二:一是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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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要充分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的劳

动投入被称为有效劳动包括劳动力的质量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是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指标，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 

(二)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教育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中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就此做出阐释即教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

增长。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速度增长的重要方式技术进步则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培养，而人力资本的培养与教育息息相关。人力

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培训及工作经验积累形成，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使工作经验能够得到迅速的传

播。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创新人才和高质量人力资本都需要通过各种层次的教育来培养。 

教育发展对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影响:中国三次产业中以农业劳动者为最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较简单而从事其他行业往

往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技能或知识，教育正是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技能培训和知识灌输，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劳动者从

边际生产率己经很低的农业部门等已经萎缩的经济部门脱离出来，进入其他行业工作，从而使新的现代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提高促进第二三产业中新行业的发展。 

教育发展对技术传播和发展的影响:科技发展与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教育通过对知识进行传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科

学技术能够得到传承和创新，同时使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教育把人类长期积

累的科学知识和科研成果经过有关人员有目的的选择、加工和概括后进行传递和传播。同时，教育还能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实现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提供新的科学技术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三、重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重庆市教育发展基本情况 

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把 6 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

及以上 5个层次计算出重庆及东、中、西部和全国 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表 l)。重庆市人均受教育水平总体上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东中西部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态势，揭示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

在着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水平也越高。重庆市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教育水平起点低，提高全市人口教育素质、增强全

市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意识仍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在校师生数量直辖后的重庆市，在校学生绝对数明显增长(表 2)。其中 2006年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是 1997年在校学生

数量的 1.79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6 训;同期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增加了 3.84 倍研究牛数量增加了 8.06 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9.1%和 27.8%。普通中学和普通高等校学生占全体在校学生数量的比重逐年增加。1997年以来，由于学龄儿童已基本实现全部

入学，小学教师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相反的是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数量逐年减少，2006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数量只有 1997年的

41.6%。同期普通高校专业教师数量从 9432 人增至 23717 人。教育重点从基础教育开始向中高等教育转移，中高等教育发展最

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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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入学率及升学率重庆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直保持在 99%以上。重庆市小学毕业升学率从 1997

年的 9O%增至 2006 年的 98.9%。直辖以来，重庆市学龄儿童基本上能够全部入学义务教育得到有效实施，初中教育得到进一步

发展。高中的升学率从直辖初期的 57.5 增长到 83.0%，历年升学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10%，由此可见重庆市的中等教育事业

发展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模型选择与结论分析 

1.相关系数法 

相关系数法选择的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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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代表重庆地区生产总值,A表示常数项，表示相关系数.X代表教育投资.E或地方固定资产投资 IFAμ表示随机误差项。

利用重庆市 GDP指数和固定投资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影口感处理后相关数据见表 3运用 EVIEWS5.0统计软件对 Y和 E，Y和 IFA

进行回归，输出结果: 

 

由回归结果分析得出:IFA 与 GDP 以及 E 与 GDP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且方程通过相关检验。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固定资产

投资回报率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为 11.653即教育投资每增加 l元地区生产总值理论上会增加 11653 元。因此重庆市应在保证固定

资产投资的前提下，增加教育投入以发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法是基于 C-D生产函数的变形，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教育投资变量，把生产函数定义为: 

 

以(4)式为回归方程其中，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a 表示常数项;k 表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l 表示初始劳动力年

增长率;e 表示教育投入年增长熟。α表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的投入产出弹性;γ表示教育的投入产出弹性;μ表示

随机误差项。选择教育经费投入 E作为教育投资的指标，包含了国家、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就业人数 L以中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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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为准资本投入 K以固定资产投资代替。1997-2005年相关数据见表 4 

利用 EVIEWS5.0对方程(4)进行回归得出结果: 

 

 

方程整体通过检验由回归结果分析得出: 

社会固定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本 K即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 0.347 大于 0.25资本投入的年均增

长率为 23%，按照要素贡献率计算公式得出资本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 73%，说明投资仍是拉动重庆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资本仍然属于稀缺资源，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 4%。

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为 2626重庆市就业人员数量从直辖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重庆市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偏低

人力资本增速缓慢劳动力虽不属于稀缺性资源但重庆市经济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有限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嫁劳动力的投入产出

弹性大于 l重庆市的教育投入弹性系数为 0.138教育投入指标年均增长率为 19%，计算得出教育投入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3%。可见教育在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较大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劳动者教育素质能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

23%的贡献率低于学者测算的美国 1929-1957 年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3%-35%，也低于国内学者测量的中国 1981-2000

年间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 31.17%的贡献率。按照国际经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 30%以上。因此如何培养、留住

和引进高素质人术从而推动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政策建议 

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即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依赖性而教育投资又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充

分认识教育投资对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增加教育投入从而形成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促进教育投资的良性循琢

对重庆市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提高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讯保证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6 

教育关系到人才的素质、经济的兴衰。重庆市要获得西部大开发的先机就应该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促进经济的持续

增长。首先政府应该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引导公众不断提高对教育事业基础地位的认同。重庆市教育与经济增长

从总体上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无论从现代化战略全局还是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角度看，都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科技兴渝的战略不动摇。其次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必

须把教育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既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又要依赖

于经济增长为其提供的物质基础如果教育事业规模过小、所培养的人才和劳动力后备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人力需求;如果

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较大超过了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教育事业发

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保证二者持续健康发展。 

(二)改善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 

教育事业离不开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总量。面对目前教育投资不足的现状，重庆

市应该确保财政性教育投资支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增长。在教育经费的支出管理过程中应该实现统筹安排和使用调

整教育投资分配方向和结梅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率确保教育经费不被挤占并能发挥其最大功效。除国家和地区财政预

算支出外教育经费可以通过多途径、多渠道筹集鉴于教育投资的高回报性可以尽可能地吸收和利用民间资金投资教育，使得民

间资金和政府财政共同支持教育事业。通过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及个人多元主体合理分担的

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者的知识和自学能力得到

提高更快地接受新工艺和新方法适应新技术和新机器将发明和引进的新技术尽快与生产结合转化为生产九使得产出大规模增

加。 

(三)改革教育体制，注重教育结构调整 

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形成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以及合资、合作、股份、联办等多种所有制学校并存的新格局。应该加

大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向薄弱地区提供财政支持。通过这些财政转移支付促使城乡学校建设达到统一标准，努力实现城

乡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合理的教育结构能够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发展同时能使教育投资获得最大效益就中等教育来说重庆市应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全市各类初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实现规模和效益协调发展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培

养留得住、能致富的实用技术人才。对高等教育来说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改革高校课程教育注重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以推动经济发展。 

(四)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创新用人机制 

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这需要政府采取合理的用人机制，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计

妞为人才流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用人机制工将之应用于各个环节和细节。人才流失目前己成为制约

重庆市经济以及企业自身发展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重庆市应该鼓励企业创新用人机制，以此提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贡献率

为重庆市经济发展积累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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