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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讨论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对供给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为了保

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实现经济从外延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必须加强对无形资本投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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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前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可以对经济

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做如下分类 : ①制度因素。适

当的激励机制、完善的市场竞争体系及合理的制度

安排所激发的经济效率。②结构因素。由部门间边

际生产率差异所引导的以及由需求结构变动所引发

的资源再配置效应。③供给因素。它包括劳动力的

增加、有形资本存量的增加 ;投资于正规教育及非正

规教育 (如在职培训及实践学习等)所形成的人力资

本存量的增加 ;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所形成的 R &D

(研究与开发)资本的增加及规模收益递增等等。本

文讨论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供给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
起的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

着从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的过程 ,各种制约

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

作用。

1)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经济 ,

工业和服务业极其落后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

要地位 ,多元经济结构尚处在低级阶段 ,技术水平低

下 ,可以说劳动力投入特别是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

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无形资本 (人力资本、R &D

资本等)的作用几乎发挥不出来。

2)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 ,工业和服务

业开始逐渐成长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逐

渐减弱 ,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阶段。由需求结构效

应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动 ,促使劳动力及资本等资

源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

部门 ,从而加快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率

与结构的高变动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这一阶段

的显著特征。因此 ,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不仅表现

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效应 ,而且还表现为需求结

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另外 ,技术水平也伴随着

经济增长有所提高。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这一发展

阶段。

3)经济发达阶段。此阶段经济已完成工业化过

程 ,呈现明显的一元经济结构特征 ,有形资本的积累

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如果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固定

的 ,劳动力投入长期增长缓慢 ,则不可避免地出现有

形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逐渐减小。因此 ,主要依靠要

素投入及结构转换效应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已不能持

续下去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为以内涵式为主 ,即

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的提高。此时 ,

应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R &D 资本等无形资本的

投资。由于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的互补性 ,当

有形资本增加时 ,对无形资本的投资能够延缓有形

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1〕。因此 ,一个经济在由发

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 ,无形资本的作用将越

来越大 ,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就应在继续有

形资本的高投资率时 ,逐渐增加对无形资本的投资

率。

3 　供给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
证分析

　　按照经济增长的新古典分析 ,由资本及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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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所解释的部分 (αln K +βlnL)可以定义为外延式

增长 ,而资本与劳动未解释的部分γ= ln Y - (αlnk

+βlnL)则被定义为内涵式增长。通常人们在做增

长核算时要估算外延式增长及内涵式增长的贡献份

额 ,并且非常关注内涵式增长的贡献份额 ,即全要素

生产率的贡献份额。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技术进步主要来源

于人力资本和 R &D 资本的生产〔2〕。人力资本以劳

动者为载体 ,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 ,包括劳动

者的生产效率和组织管理效率 ,它构成了技术进步

的软技术部分。

R &D 资本以生产中的实物资本 (如机器设备

等)为载体 ,体现了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的技术水

平 ,它构成了技术进步的硬技术部分。硬技术和软

技术一起共同推动了生产的高效率 ,这就是技术进

步的内在机制。

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

民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 ,之所以

称为人力资本是因为无法将其同它的载体分离开。

关于人力资本的测量问题 ,目前经济学界所普遍使

用的方法是用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人力资

本水平的高低〔3〕。这种测量方法仅仅是对正规教育

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度量 ,没有对接受不同程度的

教育加以区别。另一种测量方法是用劳动者接受相

当程度的教育水平所需要的社会和个人投资之和来

测算。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是既可以反映劳动者所

受教育的年数和教育程度 ,又可以反映教育质量随

时间的变化 ,缺点是它度量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而

非人力资本的产出。现在还没有可行的度量人力资

本产出的方法。

R &D 资本是由研究与开发活动所形成的资

本。R &D 资本是为增加知识的总量 ,以及运用这

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

工作。关于 R &D 资本的测量方法也有两种〔4〕 ,一

种是用 R &D 资本的产出来度量 ,即用新设计、新发

明的数目 (发明专利数)来度量 R &D 资本的水平高

低。另一种测量方法是用 R &D 资本的投入来度

量 ,即采用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开支 (扣除一定比例的

折旧)累积额来度量 R &D 资本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

简便易行 ,从某种程度上讲 R &D 投资水平的高低

反映了 R &D 资本水平的高低。

在以下的实证分析中 ,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方

便性 ,人力资本和 R &D 资本采用相应的投入形式 ,

即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资和研究与开发投资来度量

人力资本和 R &D 资本。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别

是 :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技术进步 ,而技术进步

又取决于人力资本和 R &D 资本 ,所以可计量的经

济增长模型应包含如下投入要素 :实物资本、劳动

力、结构变量、人力资本、R &D 资本。相应的经济

增长模型如下 :

ln Yt =γt +αln Kt +βlnL t +ηlnU1t +ξln Ht +θlnRt

+ ut

其中 , Ht 、Rt 分别代表 t 时刻的人力资本数及

R &D 资本数。这里仍然引进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

外生项γ,以表明那些未包含在模型中但却对产出

起影响作用的其他所有因素 ,如制度创新效率等。

通过对估计模型的结果分析 ,有形资本及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而 R &D 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通过比较发现 ,引进人

力资本及 R &D 资本变量后 ,提高了有形资本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 (有形资本弹性从 016828 上升到

017052)以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劳动力弹性

从 012720 上升到 012935) ,这是因为无形资本 (人

力资本及 R &D 资本) 的增加提高了有形资本及劳

动力的生产效率〔5〕。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各影响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份额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 ,M.

Boskin 与 L . Lau 对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

长源泉进行了测算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各要素对西方七国经济增长贡献 %

资本 劳动力 人力资本 R &D 资本 技术进步
加拿大 2015 2311 218 1010 4316
法国 4215 - 411 418 1116 4512

联邦德国 4012 - 1013 416 1515 4919
意大利 2712 - 119 518 1518 5310
日本 4318 212 211 1412 3717
英国 4918 - 512 419 813 4211
美国 3213 1814 214 919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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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面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以及与西方

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对比分析 ,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 :

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远远大于 R &D 资本的作用 ,随着经济发

展过程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 R &D 资本的作用将逐

渐增大并超过人力资本的作用〔6〕。中国经济在近二

十年的成长过程中 ,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大约在

15 %左右 ,而 R &D 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产生

明显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西方发达

国家的增长过程中 , R &D 资本的作用明显超过人

力资本的作用。这是由人力资本及 R &D 资本的自

身变化规律决定的 ,即对人力资本及 R &D 资本的

投资需要较长的孕育期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

作用 ,R &D 资本的孕育期则更长。另外 ,只有当人

力资本达到相当的水平时才能进行研究与开发 ,因

此 R &D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滞后一段时期。鉴于上述分析 ,

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实现经济从外延到

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必须加强对无形资本的

投资 ,并且越快越好。在各种无形资本的投资中 ,首

先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然后是对 R &D 资本及其

他形式的无形资本的投资。这就要求政府加快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 ,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投资 ,提高全民

族的素质 ,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 ,加大研究与开发

活动的力度。

2)人力资本及 R &D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

有形资本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互补的。引

进人力资本与 R &D 资本变量后 ,可以提高有形资

本及劳动力的弹性 ,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力资

本的作用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显得更大一些。

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及 R &D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有形

资本及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至少能够延缓有形资本

及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 ,但

这毕竟还是以外延式增长为主的阶段 ,而且制度创

新、结构变动等所产生的效率迟早也将释放完毕 ,那

么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在本世纪实现持续稳定的增

长 ,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政

府决策者已经做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无疑这一

跨世纪战略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

长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预见 ,随着政府对教

育与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强 ,人力资本与 R &D 资本

将出现较快的增长 ,从而大大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作用 ,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向

内涵的转变 ,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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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upply Factor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e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GUO Ling2feng1 , HAN Ying2

(1. Depart ment of Academic ;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uhehaote 010051 ,China)

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a case study on t he effect of supply factor cont ributed to t he sustaine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 h , China cannot but

increases invest ment in t he intangible asset s for t he purpose of guaranteeing steady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 h and t ransforming ways of e2
conomic growt h f rom external into internal .

Key words :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 h ; human capital ; R &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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