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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思考 

吴文姬 贺倩 雷明全
1
 

(湖南文理学院 经管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别于区域之外,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基础上重新审视区域的比

较优势,投资对象的选择也要以本地农村学生为主体;同时,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不可或缺;并且,由于“生态”功能的需要,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人力资本投资也

不能“孤军深入”,需要与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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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09 年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之后,2014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也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由长沙市望城区、湖

北省荆州市及湖南省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总共 33 个县(市、区),构成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横跨了湖北和湖南两省,总面

积达到 6.0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 2,200万,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 8820亿元(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汇总),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85.48%(吴国华,2018)。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不仅要实现区域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同时

也要承担更大区域的生态义务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国家利益作贡献。也就是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样,区

域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内部效益,也要注重外部经济效果。由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不论是在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上都

有别于一般区域。 

1 人力资本投资要正确认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 

前文所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在追求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生态效益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因而,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主导产业就有别于一般区域。通常来说,要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专业

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的甄别;比较优势是选择专业部门的重要依据。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光、热、水、土资源都十分丰

富,于是,2014年 4月,国务院基于此颁布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该规划提出要立足湖区资源具有的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

高效生态农业、“两型”产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旅游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与生态经济区定

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样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滞后;

很显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基于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就不同于区域之外。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虽然和其他区域一样,也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但是,考虑到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普通制造业所占的

比重只能远远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发展绿色科技,培植绿色产业就应是产业发展的重点(李琳等,2014)。只有正确的认识到了区

域经济发展中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能迈开万里长征的第二步;那么,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也就要适应这一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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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应以本地农村学生为主 

人力资本投资涉及投资主体、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结构和投资对象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首先

面临着的问题就是投资对象。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17 年,该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8820 亿元,人均生产总

值为 4.0 万元,低于湖北省人均 6.02 万元和湖南人均 4.96 万元的水平;其中,益阳和荆州分别仅为 3.39 万元和 2.78 万元(根据

各地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得);虽然岳阳和常德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较长株潭地区相差还是遥远。由此可见,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总体水平较低,而且还极不平衡。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区域外的事实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对象选择上比较困难。投资对象不足并不是

区域内外缺乏合适的人力资本载体,而是理想的载体愿意成为该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在数量上不够。如果没有市场失灵,这

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缺失,是市场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

理论界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探讨不少,但基本上只是关注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一个方面。仅仅这样,还不能

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缺失或者难寻的问题。实际上,外部效应不仅存在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

投资上,区域之外也不例外。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总结有四种类型,其中,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具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是在教育领域十分

常见,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类;这就能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缺失做出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就是广大学生在

接受教育时,没有或者不愿根据自身的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接受教育的层次与专业,大家都把自己看得“高大上”,都是争先恐

后的挤“独木桥”;且所读专业大多与本区域经济发展不太吻合,毕业之后大多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很明显,很多学生的选择不

理智、不正确;部分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不正确,部分学生可能意识到了,为了顾及所谓的脸面和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

而“义无反顾”。广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层次和专业选择时,“高大上”情节也已经根深蒂固,这便构成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

力资本投资对象缺乏的原因。 

基于此,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选择上就要“向下看”,着眼于区域内的农村学生。尽管,全国农村人口占

全部人口的比重已经低于了 50%;但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村人口的占比还是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于城镇学生,农村学生

的就业期望值要低得多,对职业和就业地域的选择也容易“落地”一些。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要以本地

农村学生为主。 

3 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比重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跟全国情况一样,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肩扛手提”是其典型特征,这样的农业根本就不需要

太多的人力资本,广大农民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即可。由此,传统农业根本就不存在人力资本问题,只需要有足够的人

力资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农业被现代农业所取代就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的不

仅是现代农业,更需要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由于在经营方式、生产方式、生产结构、和组织形式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它不仅不同于传统农业,甚至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现代农业”;这是区域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要求。 

由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仅在结构上有别于其他区域,且在农业人力资本的要求上也“与众不

同”。考虑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功能,就要求现代新型农民既懂得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也要能掌握现代农业机械设备的操

作技能,还需要能研究市场。除此之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还特别需要新型农民了解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及农业生产

负外部效应的处理等。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一样,也存在负的外部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处理的方法有异。对于工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新制度经

济学提供的主要办法是征税,这样就能实现生产上的帕累托最优;如果对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也征税,结果会刚好相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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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实现农产品产量的帕累托改进,反而会使得产量更加小于帕累托最优水平。特别地,“高效生态”农业与通常的“现代农

业”相比,要求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能够全部内部化,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工业;否则,就不叫“生态”农业了。因而,对农业生

产中的负外部效应只能由政府出资解决,由政府出资设立相应的机构,同时培训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能胜任“生态”工作。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与通常的“现代农业”不同。那么,在农业

人力资本投资上,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就需要给予政策倾斜,投资的比重就要求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 要重视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与培训、卫生保健和迁移;通常,人们关注的是教育与培训,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较容易忽视;其实,劳

动力能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自由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效果十分显著。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物质资本,更需要人力资

本;由于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特殊要求,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也就不同于其他区域。 

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不同一般。前文所言,由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

的整体水平明显弱于周边区域,加上农业占比较高,对区域外的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就只能两眼盯

着内部。这就要求区域内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不仅要实现一个行政区内的自由流动,还需要区域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人口能

无障碍迁徙;不仅是需要农村人口能自由进城,也要求城市劳动力可以“上山下乡”。 

高城市化率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其结果;不断提升城市化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

化率的提升,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也的确对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拔苗助长,更加不能本末倒置,要做到水到渠成。城市化率的提升要以人口自由

流动为前提,在鼓励农村劳动力“洗脚进城”的同时,也要为愿意“上山下乡”的城镇劳动力在政策上提供必要的便利。当前的

中国,农民进城取得城市户籍的难度相对较小;反而是城镇公民下乡,获得农村户口困难重重,特别是获得农村耕地还存在着较大

的政策性与法律上的障碍。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棘轮效应”在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被“加快城市

化”所吸引,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决策者的关注。劳动力在区域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是实现劳动力资源配资帕累托最

优的要求,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条件。 

然而,理想与现实常常是背离的;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失灵,它不仅不

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改善。正如前文所言,作为劳动力后备大军的青年学生,在人力资

本投资上都把自己看得“高大上”,不承认自己的比较劣势;那么,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国

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上,不仅没有矫正市场的失灵,反而出现了政府失灵。从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开始,教育部门就不是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教育,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调整教育的结构。市场失灵还加上政府也

失灵,导致了教育结构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本来就因行政壁垒导致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还加上了一个教育结构扭曲也让劳

动力的自由流动失去了“自由”的基础。 

5 人力资本投资要与物质资本、土地资本投资同步推进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需要重视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投资,要求各种资本同步推进。仅一种要

素投入的增加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而避免和延缓边际报酬递减的措施就是同步增加其它相关要素的投入。由于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两型”产业、高效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物流业;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就要与此适

应,也要与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投资相适应。 

土地资本的聚集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加快土地流转,不仅能促进土地聚集,也能促进人力资本投资(雷明



 

 4 

全,2014),这对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当前,很容易形成的一个认识误区是,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劳

动力数量不仅在持续减少,并且还在加速下降;而化解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消除或抵消因劳动力

数量减少的负面影响。其实,仅仅增加每个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物质资本与土地资本同步跟进,或者说,

需要各种要素“并驾齐驱”;否则,仅仅增加单个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其报酬的大幅度增加,也就不能

实现农业总产出的稳定;不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高效生态农业都只会是纸上谈兵。 

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需要与土地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同步推进,不能

“孤军深入”。 

6 结束语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考虑区域内的经济目标,也要兼顾社会和生态目标。该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本

文从区域的特点出发,结合国家的政策取向,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其实,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还需要考虑投资的主体与投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当前的教育与培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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