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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85-2006 

陈立泰1 黄仕川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教育事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促进，文章在 C-D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教育发展变

量建立生产函数扩展模型，利用 1985-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教育发展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方程和

变量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与 AEG协整检验，验证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教育发展对

重庆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经济增长不是教育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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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净产值或者国民收入为标志，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货币资金等的增长与合理配置。

教育发展的主要体现在教育的质量、教育结构和规模等方面，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经注条件和物质

基础，而教育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影响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质量、制度和社会环境等，二者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影

响的关系。十七大提出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口号，而教育是根本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各地

区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规模明显壮大。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西部大开

发的重要区域之一，1985-200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成果显著，教育事业发展异常迅速。为了进一步促进重庆经济和教育的健康发

展，对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行研究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和影

响作出客观评价，为建立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供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 

以舒尔茨(Schultz，1962)、丹尼森(Denison，1962)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一直是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权威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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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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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所提供的人、

财、物等各种物质基础，在经济与教育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关系中，经济对教育的依赖程度提高。教育与经济之

间的协调平衡发展才能真正有利于两者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其他事业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新经济理论也提出自

己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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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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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的重要指标，提高文化素质普遍的公认的主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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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教育。 

3 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构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教育发展三个指标，经济产出指标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本文在 Cobb-Douglas 函数分析

基础上引入上述三个自变量。即将生产函数定义为: 

 

各指标选择与分析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德(gdp)指标分析:1985-2006年，重庆市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状态，平均增长率为 10.13%，除 1987年、

1989 年和 1990年之外，其余年份增长率都不低于 8%，从 1998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直辖为重庆提供了稳

定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得以提高。 

资本要素(K)投入分析:资本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源动力之一，本文选取的物质资本要素指标为重庆统计年鉴历年的固定资

产投资额。按照 1985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 14.73%，1999 年之前，重庆市固定资本的投入绝对量偏小，且投资增长

率波动变化大，极不稳定，重庆直辖之后，资本投入增长率总体稳定且稳中有升。 

劳动要素(L)投入分析:劳动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另一重要动力，劳动力投入以重庆市统计年鉴的就业人员总

计指标为准，1995年为重庆市就业人员人数的一个转折点劳动力投入开始由递增变化为递减，重庆市直辖 10年间，劳动力的投

入始终不断下降。分析递减的原因，重庆市拥有众多的农村劳动力，本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随着沿海经济建设的发展，

大量的劳动力外流。 

教育发展指标(EDU)分析: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形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除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外，还要充分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

提高文化素质的普遍公认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本文教育发展指标选择从教育的纵向结构来衡量，以初等教育学生在校人数所占

全部在校学生比例作为教育发展指标(EDU)。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重庆直辖后，各层次的教育发展平稳、波动性降低，直辖给教育

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障和支持。 

3.2回归分析与检验 

对资本要素(K)、劳动要素(L)、教育发展(EDU)。和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进行对数化。以模型(2)为回归方程，利用

Eviews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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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显示方程(3)整体通过 F 检验，各估计量通过 5%水平下的 T 检验，方程回归的 D-W 值为 1.82，可以认为各自变量

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初步检验拟合度较好。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K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0.539，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 2.634，

资本和劳动要素是重庆市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要素，资本要素的显著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E-OU指标构建的是递减的量，

弹性分别是-0.426，弹性为负数表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的。初步得出结论:K、L和三个因素对重庆市经济增

长都存在着显著影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检验各自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方程是否存在虚假回

归，进一步进行 Granger因果检验和 AEG协整检验。 

3.2.1ADF检验 

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选取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Test 方法来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原变量和一阶差分变量的趋

势图，确定检验方法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为 1。利用 Eviews5.0软件对相关变量及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

检验的结果见表 l。各变量中，Log(K)、Log(L)、Log(EDU)原始系列变量的 ADF绝对值值小于 10%置信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

即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 Log(GDP)序列在 10%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此变量系列是平稳的;继续将原序列的一阶差

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得出△Log(K)、△Log(L)、△Log(EDU)分别在 5%、1%、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即一阶差分是平稳

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变换后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再继续对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
2
Log(GDP)、

△
2
Log(K)、△

2
Log(L)和△

2
Log(EDU)在 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即认为原序列二阶差分后，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3.2.2Granger 因果检验: 

经过二阶差分后，由 ADF检验，△
2
Log(GDP)、△

2
Log(K)、△

2
Log(L)和△

2
Log(EDU)均为平稳序列，为了检验资本要素投入、劳

动要素投入和教育发展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利用 Eviews5.0软件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 1 期时，在 10%的置信水平下，是△
2
Log(EDU)的 Granger 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

滞后 4期时，△
2
Log(K)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是△

2
Log(EDU)的 Granger 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滞后期为 3时，△

2
Log(L)

与△
2
Log(EDU)在 10%的置信水平下，二者互为 Granger 原因。即教育发展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而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劳动力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 

3.23AEG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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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 检验是以残差为基础的协整检验。AEG 检验基于前面因果检验的结果，各变量是二阶单整的，符合 AEG 的检验前提;基

于方程(3)的 OLS回归结果，通过对残差Τ进行平稳性 AOI检验。根据对残差趋势图进行判断，选择检验方法定为不包含截距项

和时间趋势项。AEG 检验的最后步骤是进行协整检验临界值与 ADF 值的比较。协整检验临界值 Cq采用麦金农(Mackinnon)协整检

验临界值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公式为: 

 

其中 P 表示检验水平，T 表示样本容量，φ∞、φ1的φ2随着变量数目变化，其对应值可以通过查表得出。μt序列的 ADF 值

和 Cq值统计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μt在 1%和 5%置信度下都为平稳性序列，且 1%和 5%的检验水平下，ADF 值大于 Cq临界值，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虽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是稳定的。 

4 结果解释 

资本要素对重庆市 GDP 增长的影响最大、贡献份额最大。根据回归结果，重庆市 1985-2006 年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平均达到 75%表明资本要素是重庆市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重庆市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属于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分

析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变化趋势，重庆市直辖之前，资本贡献率波动极大从 1999年开始，资本贡献率呈现平缓的上升趋势，这说

明直辖的政策效应开始体现，因为资本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可以推断重庆市 GDP增长中资本贡献率可能

还会进一步提高，资本仍将是影响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劳动要素的投入对重庆市经济增长(1985-2006)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的促进作用，贡献率在巧%左右。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却有

下降的趋势，1994 年劳动要素贡献率达到峰值，之后贡献率明显下降。分析劳动要素贡献率下降为负值的原因，西部大开发、

三峡工程及库区的建设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但是随着三峡工程建设逐渐接近尾声以及库区产业空心化的出现，使得劳动人口

就业压力增大，劳动效率得不到提高，可以推断今后几年解决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压力仍然非常大。从根本上解决好就业问题、

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教育发展对重庆市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贡献率比较高，且大于劳动要素投入的贡献率，根据模型测算约占国民

经济的 8%，自 1997 年起，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显著上升，2001 开始出现稳步上升趋势。分析结果表明近几年重

庆市“科教兴渝”战略成效显著，尤其是重庆直辖给教育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障和支持;教育发展在重庆市经济中至关重要，

印证了提高劳动者教育素质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5 政策建议 

(l)提高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保证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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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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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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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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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事业需要发展面对目前教育投资不足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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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实现教育部门进行统筹安排和使用，调整教育投资分配方

向和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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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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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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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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