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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９０数据
（ＷＰＴ９０），从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对 ＯＥＣＤ成员国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期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展开实证测算。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物质资

本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总贡献中，６９７０％来自直接影响，３０３０％来自间接效应。因此，从
直接与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科学评估，对于科学制定人力资本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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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破解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展困境，挖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在

于促进技术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即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增长。那么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究竟如何？如何全面评估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更是一个

政策实践问题。自Ｓｃｈｕｌｔｚ在１９６０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以来，人力
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方面。

尽管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证明，但正如 Ｒｏｂｅｒｔ等（２０１５）［１］

所指出，传统研究文献将产出的实际增长率与按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固定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测

算的增长率之差，将此“剩余量”作为外生的技术的贡献，这种外生化的处理方式事实上低估了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真正作用，进而可能低估人力资本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价值，因而客观上可能

对合理制定人力资本政策产生不利影响。全面评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有助于正确衡

量人力资本的实际作用，正确评估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价值，为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人力资本体现为人体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总和，具有创新性和

创造性，对经济活动有直接影响；同时也会通过提高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质量，对经济产生间接作用，即

间接效应。此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产出

·３·



之间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合理区分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对于全面认识人力资本的作用

至关重要。习惯上，人们更倾向考量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人力资本的间

接效应则常常被忽略。这种忽略可能导致对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进而可能削弱对人力资本政策的

科学判断。

本文拟通过对ＯＥＣＤ成员国的历史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对人
力资本的增长贡献展开实证检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是由３６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
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①。２０１７年，按现价计算的ＯＥＣＤ成
员国ＧＤＰ总额为５２７２４８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现价 ＧＤＰ总额（８０６８３８亿美元）的 ６５３５％；２０１７年
ＯＥＣＤ成员国总人口１２９７７３５万人，占全世界总人口（７５３０３６０万人）的１７２３％。与此相对应，２０１７
年中国大陆现价ＧＤＰ总额为１２２３７７亿美元，占世界 ＧＤＰ总额的１５１７％；总人口１３８６３９５万人，占
全世界总人口的８４１％（《国际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可见，ＯＥＣＤ成员国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联
盟，在世界经济发展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经验对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与ＯＥＣＤ成员国人口
总量大体相当，但经济总量却仅为其成员的２３％左右，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ＯＥＣＤ成员国经济增
长源泉的探索，特别是对其中最重要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本的科学考察，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

理论启示与政策借鉴。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从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对ＯＥＣＤ成员国
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以实现对人力资本真实价值的全面评估，为世界

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高质量增长方面提供科学依据和经验借鉴。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现有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其文献基础；

第三部分对检验方法进行介绍，并设定检验的实证模型，奠定研究的方法基础；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

对主要变量的数据收集进行详细介绍，并整理获得样本数据集；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并对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在第六部分。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始终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６１）［２］、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４）［３］和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０）［４］等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迅
速发展，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步受到广泛重视。Ｕｚａｗａ（１９６５）［５］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
模型，建立了包含知识生产在内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明确了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

要地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再次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
的研究热情，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变量也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内容（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１［６］；ＡｉｓｅｎａｎｄＶｅｉｇａ，２０１３［７］）。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８］通过建立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内生增长模
型，突出了人力资本的研发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Ｒｏｂｅｒｔ等（１９８８）［９］基于 Ｕｚａｗａ模型的分析
技术，建立了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模型，区分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溢效应。Ｈａ
ｎｕｓｈｅｋ（２０１３）［１０］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是，单纯的学校教育年限并不能完全表征人力资本的作用，而以教育投入、家庭、以及其他结

构性变量所综合测度的认知技能所表达的人力资本，则可更能准确刻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ａｎｄＳｅｓｈａｄｒｉ（２０１４）［１１］采用标准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在允许
各国人力资本有质量差异的情形下，评估了人力资本在决定国家财富方面的作用，发现工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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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有效人力资本在各国之间差异巨大。Ａｌａｎｉ（２０１８）［１２］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长期
正向作用是该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１３］、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ａｎｄＦｏｒｔｕｎａ（２００６）［１４］和Ｂ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Ｌｅ（２０１３）［１５］等学者的研究，均发
现人力资本因为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而使产出增长，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

贡献。此外，Ｓｉｌｖａａｎｄ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２０１１）［１６］对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通过与其他经
济变量例如经济结构等相结合，能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出的增长，表现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间接效应。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ａｎｄＱｕｅｉｒóｓ（２０１６）［１７］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层面，通过将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变
量相结合，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且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需求，近年来研

究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文献颇为丰富。邱晓华等（２００６）［１８］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提高趋势，由１９９６年的５１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６１４％。王小鲁等（２００９）［１９］研究
发现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带来超过１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人力资
本数量扩大所合计产生的经济增长贡献约为３个百分点。李建民（２０１５）［２０］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
人口与经济关系结构入手，考察了人口新常态对经济新常态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对中国新常态下的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刘智勇等（２０１８）［２１］研究认为，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更大促进作用，也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苏妍、逯进

（２０１８）［２２］从省级层面考察了中国３１个省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现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具有线性和非线性的影响关系。张秀武、赵昕东（２０１８）［２３］指出在人力资本的结构中，教育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

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所引致的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对实物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造成挤占，从而不

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除了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外，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同样也引起了部分学者们的

关注。王永齐（２００６）［２４］、魏下海（２００９）［２５］、王菲（２０１４）［２６］等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提升贸易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意味着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贸易溢出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魏下海、王跃龙

（２０１０）［２７］的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胡凤
玲、张敏（２０１４）［２８］采用微观调研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发现异
质性的人力资本通过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是丰富而卓有成效的，但诚如 Ｒｏｂｅｒｔ等
（２０１５）［１］所言，“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具有其自身的生产函数”。并且进一步指
出，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开始了对人力资本生产函数的积极探索，但“相关研究还远远不

够”。特别是，当我们综观现有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直接以 ＯＥＣＤ成员国为研
究对象的文献十分匮乏。然而，ＯＥＣＤ成员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不仅因
为其自身的经济体量巨大，而且 ＯＥＣＤ成员国的生产模式与经济规律，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有较强的辐射和启示作用。鉴于此，本文从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对 ＯＥＣＤ成员国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展开实证检验，以期对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进行全面捕捉，为制定人

力资本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三、检验方法与模型设定

（一）检验方法

为了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借鉴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温

忠麟等，２００４）［２９］。假设针对被解释变量 Ｙ，考查只有一个解释变量 Ｘ和一个中介变量 Ｍ的简化情
形，且Ｙ、Ｘ、Ｍ均为中心化变量（即均值为０），则可建立以下序贯检验模型：

Ｙ＝ｃＸ＋ｅ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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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ｅ２ （２）
Ｙ＝ｃ′Ｘ＋ｂＭ＋ｅ３ （３）

其中，系数ｃ为变量Ｘ对Ｙ的总影响，ｃ′为Ｘ对Ｙ的直接影响，Ｍ为中介变量，ａ×ｂ即为Ｘ通过Ｍ对Ｙ
的中介效应，也即间接效应。各系数之间满足如下关系：

ｃ＝ｃ′＋ａ×ｂ （４）
为了检验间接效应（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存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序惯检验方法如下（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２９］：
第一步：对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系数ｃ的统计显著性。如果ｃ显著，则继续下一步。如果 ｃ不

显著，说明变量Ｘ对变量Ｙ整体上没有显著作用，检验停止。
第二步：采用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的方法作“部分中介效应”检验（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０］，即依

次检验系数ａ、ｂ的显著性。如果ａ、ｂ均显著，说明Ｘ对Ｙ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Ｍ实
现的，存在中介效应。如果ａ、ｂ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转入第四步。

第三步：采用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的方法进行“完全中介效应”检验（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１）［３１］，即检
验系数ｃ′的统计显著性。如果ｃ′显著，表明Ｘ对Ｙ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Ｍ实现的，故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ｃ′不显著，表明Ｘ对Ｙ的影响全部是通过中介变量Ｍ实现的，故存在完全中
介效应。

第四步：Ｓｏｂｅｌ检验。在第二步中当 ａ、ｂ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则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２）［３２］，即检验Ｈ０：ａ×ｂ＝０。在Ｈ０成立的条件下，构建统计量Ｚ：

Ｚ＝ａ＾ｂ＾／ ａ２^ｓ２ｂ＋ｂ
２^ｓ２槡 ａ～Ｎ（０，１） （５）

式（５）的判断规则为：如果Ｚ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Ｚ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
以上检验，仅针对一个解释变量和一个中介变量的情形。这一方法可以推广到多个目标解释变

量或多个中介变量的情形。在多个目标解释变量或中介变量的情形下，可根据需要适当添加变量的

交叉项。

（二）模型设定

参照Ｌｕｃａｓ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模型（Ｒｏｂｅｒｔ等，１９８８）［９］，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生产函数模型，建
立扩展的ＣＤ生产函数模型：

ＧＤＰ＝ＡＬαＫβＨγｅμ （６）
其中，ＧＤＰ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产出；Ａ为外生技术水平；Ｌ、Ｋ、Ｈ分别表示劳动、资本和人力
资本。

对模型（６）进行对数化变换，得到双对数模型：
ＬｎＧＤＰ＝Ａ０＋γＬｎＨ＋αＬｎＬ＋βＬｎＫ＋μ （７）
以模型（７）为基准模型，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理论方法，可建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和间接效应的完整实证检验模型：

ＬｎＧＤＰ＝Ａ１＋γ１ＬｎＨ＋μ１ （８）
ＬｎＬ＝Ａ２＋γ２ＬｎＨ＋μ２ （９）
ＬｎＫ＝Ａ３＋γ３ＬｎＨ＋μ３ （１０）
ＬｎＧＤＰ＝Ａ４＋γ４ＬｎＨ＋α４ＬｎＬ＋β４ＬｎＫ＋μ４ （１１）

其中，模型（８）的参数γ１测度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模型（９）和（１０）中的参数 γ２和 γ３分
别刻画了人力资本对劳动与资本的影响；模型（１１）是进行增长核算的最终目标模型，这是一个扩展的
ＣＤ生产函数模型，也是卢卡斯（１９８８）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参数 γ４为人力资本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乘积项γ２×α４、γ３×α４分别表示通过中介变量劳动和资本的中介作用，是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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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收集与整理

（一）数据来源

以目前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数据范围为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数据来源于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
９０，即ＷＰＴ９０①（Ｆｅｅｎｓｔｒａ等，２０１５）［３３］。

根据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的需要，根据ＷＰＴ９０，整理获得如下数据。
１产出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产出变量。在ＷＰＴ９０数据库中，提供了２种方法测算ＧＤＰ：一是

支出法ＧＤＰ（ＧＤＰｅ）；二是产出法ＧＤＰ（ＧＤＰｏ）。支出法 ＧＤＰ重点在于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生活水平，
产出法ＧＤＰ则在于测度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考察投入要素对产出的
贡献，因此实证分析的产出变量采用产出法 ＧＤＰ（ＧＤＰｏ）。另为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支出法
ＧＤＰ（ＧＤＰｅ）作为产出ＧＤＰ的替代变量，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ＧＤＰ作为价值量指标，一方面受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时期价格指数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进行
跨国比较研究中，受到不同国家购买力水平的影响。为保证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ＧＤＰ数据具有可比
性，ＷＰＴ９０提供了经由ＩＣＰ项目提供的全球购买力平价（ＰＰＰ）汇率指数调整后的实际 ＧＤＰ，其价格
基期为２０１１年。经整理，得到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的产出法实际ＧＤＰ（ＧＤＰｏ）和支出法
实际ＧＤＰ（ＧＤＰｅ）（单位：百万美元）。
２劳动投入
以ＷＰＴ９０提供的ＯＥＣＤ成员国的总就业量（Ｌ，百万人）作为劳动投入要素。另外，ＷＰＴ９０也

提供了各经济体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ａｖｈ，小时），由此可计算得到 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１９９０—
２０１４年年均实际的总劳动时间：

ＬＨ＝Ｌ×ａｖｈ （１２）
实证分析中，用总就业量Ｌ作为解释变量；而在结果分析中，我们用实际的总劳动时间 ＬＨ作为 Ｌ

的替换变量，以对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３物质资本
ＷＰＴ９０提供了按永续盘存法（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ＰＩＭ）计算物质资本存量。在采用ＰＩＭ

计算时，ＷＰＴ９０考虑到不同资本使用寿命不同，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经济体的投资也具有显著差异
性，因此将投资分成建筑、机械、运输设备和其他等４种类型，并通过分别设定其折旧率来计算物质资
本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累积购买力平价转换法，得到具有相同购买力平价的物质资本存量。由于

ＰＷＴ９０提供的是按当期购买力平价指数（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ＰＰ）折算的物质资本存量（ＣＫ），为使资本数量在
时间上具有可比性，采用由ＰＷＴ９０提供的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的资本价格指数（ｐｌ＿ｋ）进行价格平减，
得到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的各国实际资本存量（Ｋ），即：

Ｋ＝ＣＫ／ｐｌ＿ｋ （１３）
经整理，得到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的实际物质资本存量（Ｋ）（单位：百万美元）。但

需要注意的是，ＰＷＴ９０提供的物质资本只包括生产性资本，比如厂房建筑和机械设备，并不包括土
地及地下资源等自然资本。

４人力资本
ＷＰＴ９０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由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教育回报率表示。根据数据的可获

得性，ＷＰＴ９０中的人力资本数据来源有：ＢＬ指数，该指数基于ＢａｒｒｏａｎｄＬｅｅ（２０１３）［３４］提供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以及基于世界各地的 Ｍｉｎｃｅｒ方程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计算而得（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１９９４）［３５］；ＣＳＬ指数，该指数是由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ｋｅｒ（２０１４）［３６］在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Ｓｏｔｏ（２００７）［３７］基础上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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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ｗｔ。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集。对于样本数据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只有ＢＬ或者ＣＳＬ数据，则采用ＢＬ
或ＣＳＬ。如果经济体同时有ＢＬ和ＣＳＬ数据源，ＷＰＴ９０则设立了５条原则，并据此从ＢＬ或ＣＳＬ中选
择最佳序列作为人力资本指数。经整理，得到 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的人力资本指数
（ＨＣ）。

（二）数据描述

对前述收集整理获得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变换，并将对数化后的产出法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
Ｐｏ）、支出法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ｅ）、劳动投入数量（Ｌ）、总劳动时间（ＬＨ）、实际资本（Ｋ）及人力资
本指数（ＨＣ）分别记作ＬｎＧＤＰｏ、ＬｎＧＤＰｅ、ＬｎＬ、ＬｎＬＨ、ＬｎＫ和ＬｎＨＣ。

对前述主要变量进行统计描述，结果如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①

变量 统计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ｌｎＧＤＰ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５９５０ ８９２３１ １６６２４８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２６４２４ １５９５３ ９２０５２ １６３７０１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２５８８ １１８０９７ １３３１８９ Ｔ＝２５

ｌｎＧＤＰ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５６９６ ８９６７２ １６６３１２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２６８０６ １５６８９ ９２８３５ １６３８０２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２６０１ １１９２７６ １３３３３６ Ｔ＝２５

Ｌｎ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４８５８ －１９８４７ ５０００３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６８２４ １５０１５ －１８４８７ ４９２００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１１５０ １２４７６ ２１００５ Ｔ＝２５

ＬｎＬＨ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４９５２ ５６１２１ １２４７８４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１７４５ １５１２１ ５７３１２ １２４０９６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１０１８ ８７０４８ ９５４１２ Ｔ＝２５

ＬｎＫ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５２４４ １０３６２９ １７７７５１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４１５１１ １５０８３ １０６９３９ １７６３９４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３３１１ １３０４６８ １５３９４５ Ｔ＝２５

ＬｎＨＣ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０１３７５ ０５８９１ １３１７６ ＮＴ＝９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１２３４ ０１３０６ ０７０９４ １２７９６ Ｎ＝３６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０４８０ ０９７２９ １２６５４ Ｔ＝２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ＷＰＴ９０计算整理得到。

五、实证结果

（一）模型选择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首先需要在混合回归模型（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固定效应模型（ＦＥ）和随机效应模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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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面板数据的统计描述包含三个层次。其中，“ｏｖｅｒａｌｌ”表示对变量ｙｉｔ（ｉ＝１，２，…，Ｎ；ｔ＝１，２，…，Ｔ）进行堆栈成一

个普通的截面数据ｙｉ（ｉ＝１，２，…，ＮＴ）或时间序列ｙｔ（ｔ＝１，２，…，ＮＴ），然后对其作描述统计；“ｂｅｔｗｅｅｎ”表示对 ｙｉｔ按个

体进行平均，并对均值 珋ｙｉ·（ｉ＝１，２，…，Ｎ）进行统计描述；“ｗｉｔｈｉｎ”表示对ｙｉｔ先作组内均值之差，再加上变量的总均值，

其变换公式为：ｚｉ＝ｙｉｔ－ｙｉ· ＋ｙ（ｉ＝１，２，…，Ｎ；ｔ＝１，２，…，Ｔ），然后对所得序列ｚｉ作统计描述。由于在三种情形中，其描

述统计量中的均值均相同，故表中“Ｍｅａｎ”一列只出现一个数值。



（ＲＥ）之间进行选择，以确定回归模型的适当类型。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平台，以ＬｎＧＤＰｏ为被解释变量，对基准模型（７）分别进行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ＦＥ及

ＲＥ回归。结果如表２。

表２　模型类型选择：基准模型（７）

变量
（ａ）

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
（ｂ）
ＦＥ

（ｃ）
ＲＥ

ＬｎＨＣ
１０７４ ３１１３ ２９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４）

ＬｎＬ
０６８２ ０７９１ ０８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ＬｎＫ
０３６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１８０ ５９７０ ５８８０

（０３０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６）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Ｎ ３６ ３６

Ｔ ２５ ２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６２５ ０８２６４ ０８２５３

Ｆ－ｓｔａｔ ７６６４９７ １３６６４３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２ ４８８１７３

ｐ（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 ｐ＜００１；Ｃｈｏｗ检验：“Ｆｔｅｓｔｔｈａｔａｌｌｕ＿ｉ＝０：Ｆ（３５，８６１）＝１７７２７；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根据表２的实证结果，可对基准模型（７）的最佳类型进行判断。首先，通过实施 Ｃｈｏｗ检验，对混
合回归模型（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与固定效应模型（ＦＥ）进行比较。结果显示，Ｆ（３５，８６１）＝１７７２７，大概率
拒绝了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的回归结果。

其次，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ＦＥ）与随机效应模型（ＲＥ）进行选取。结果显示，
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量＝９０９３，大概率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在实证分析中，模型宜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①。

（二）实证结果

基于样本数据和理论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ＦＥ）对模型（８）～（１１）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实证结
果，如表３。

·９·

　张文爱：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来自ＯＥＣＤ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①由于模型（７）为本文研究的基准模型，故在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ＦＥ及ＲＥ模型选择过程中，仅对模型（７）进行筛选；后续
模型皆以其为基准，其模型类型与模型（７）相一致，不再单独进行检验和筛选。



表３　实证结果：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估计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ｏ

（９）
ＬｎＬ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ｏ

ＬｎＨＣ
４４６７ ０９９６ ４３４６ ３１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４）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１）

ＬｎＬ
０７９１

（００３６）

ＬｎＫ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６２４ ０５６４ ９２６９ ５９７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３） （０２０５） （０１５９）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８７３ ０１７３０ ０３９７４ ０８２６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Ｄ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２５

Ｆ－ｓｔａｔ １８９６９６ １８０５４ ５６９１０ １３６６４３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ｕ １６３８８ １５０３７ １５８７９ ０４４０８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１４７７ ０１０６７ ０２６２４ ０１１０２

ｒｈｏ ０９９１９ ０９９５０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４１２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 ｐ＜００１。

根据表３的实证结果，基于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２９］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对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分析。分析发现，由表３中的模型（８）可知，进行人力资本对经
济增长的一元回归，其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系数为正。同时，在模型（１１）中，
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回归系数同样高度显著，系数同样为正，这证明了人力资本对产出具有显著

的正向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由模型（９）、（１０）可知，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与物质资本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由
模型（１１）知，劳动与物质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均为正。根据前述检验方法
可知，人力资本通过劳动与物质资本的中介作用对经济产出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贡献，也有间接效应，这些影响是正向的，且在１％水平
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同时，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综合体现，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物质资本质量，即通

过劳动投入与物质资本的中介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三）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的数量分析

基于表３中模型（８）～（１１）的实证结果，整理可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数量
化结果，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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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效应类别 变量 效应水平 总效应中的占比

总效应 人力资本 ４４６７ １００％

直接效应 人力资本 ３１１３ ６９７０％

间接效应

劳动 ０７８８ １７６５％

资本 ０５６５ １２６５％

总间接效应 １３５３ ３０３０％

　　资料来源：根据表３的实证结果计算整理得到。

由表４可知，ＯＥＣＤ成员国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产出的总的产出弹性为４４６７，意
味着人力资本每增长１％，产出平均增长４４６７％。其中，人力资本的直接产出弹性为３１１３，即人力
资本每增长１％，则产出的平均直接增长率为３１１３％。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分别由模型（９）～（１０）与模型（１１）的相应参数估计值的乘积
得到。其中，人力资本通过劳动的中介作用而获得的间接效应为０７８８，通过资本而获得的间接效应
为０５６５。这两个效应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和物质资本的质量，从
而提高了生产能力，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总的间接效应系数为１３５３，意味着人力资
本每增长１％，通过作用于劳动和资本从而使产出平均增长１３５３％。这一作用是正向的，且具有高
度的统计显著性。

进一步考察表４的结果发现，在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直接贡献占总作用的６９７０％，
间接作用占３０３０％；二者之比为２３：１。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显著
的直接贡献之外，其间接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仅仅测度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而将经济增长中其他

“不可知因素”的作用作为“剩余项”，当成外生的“技术”贡献，显然是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

遗漏。这一研究结论与Ｌｕｃａｓ（２０１５）的判断高度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前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分别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两个方面对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展开检验。具体检验策略如下：

（ｉ）由于 ＷＰＴ９０提供了支出法实际 ＧＤＰ（ＧＤＰｅ），故可以考虑将目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即生产法实际 ＧＤＰ（ＧＤＰｏ）替换为支出法实际 ＧＤＰ（ＧＤＰｅ），考察这一变换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
响大小。

（ｉｉ）由于ＷＰＴ９０提供了平均工作小时ａｖｈ（单位：小时），故可考虑将原目标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劳动投入由原先的总劳动数量（Ｌ）变换为总劳动时间（ＬＨ），满足 ＬＨ＝Ｌ×ａｖｈ（单位：百万人／小时），
考察由此带来的影响。

（ｉｉｉ）将上述（ｉ）、（ｉｉ）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变动对模型参数估计值的
影响情况。

根据这一检验策略，首先以基准模型（８）为检验对象，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变换，对模型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展开检验，如表５。

表５中，第２列为原始模型（７）的估计结果；第（ｉ）～（ｉｉｉ）列为采用前述稳健性检验策略下的对应
估计结果。由表５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通过改变（ｉ）、（ｉｉ）、（ｉｉｉ）发现，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人力资
本（ＨＣ）的系数估计值，由原始的３１１３分别改变为３３６７、３２６６和３５０９，其最大的变动幅度仅为
１２７２％。这表明，人力资本（ＨＣ）的系数估计值具有良好的统计稳健性，参数估计结果具有统计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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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稳健性检验（Ｉ）：基准模型（７）

变量
（原始）

ＬｎＧＤＰｏ
（ｉ）
ＬｎＧＤＰｅ

（ｉｉ）
ＬｎＧＤＰｏ

（ｉｉｉ）
ＬｎＧＤＰｅ

ＬｎＨＣ
３１１３ ３３６７ ３２６６ ３５０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７）

ＬｎＬ
０７９１ ０７５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４）

ＬｎＫ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ＬｎＬＨ
０７８５ ０７６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９７０ ６０１１ －０４１６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９）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３） （０３３０）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Ｎ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Ｔ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２６４ ０８４８２ ０８１３１ ０８３８６

Ｆ－ｓｔａｔ １３６６４３ １６０３６１ １２４８９２ １４９０９３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１。

进一步，根据前述（ｉ）～（ｉｉｉ）的检验策略，对表３中模型（８）～（１１）的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作如下检
验。

策略（ｉ）的检验结果。将被解释变量由ＧＤＰｏ替换为 ＧＤＰｅ，对模型（８）～（１１）作回归估计，结果
如表６。

表６　稳健性检验（ＩＩ）：模型（８）～（１１）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ｅ

（９）
ＬｎＬ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ｅ

ＬｎＨＣ
４６１６ ０９９６ ４３４６ ３３６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８２） （００９５）

ＬｎＬ
０７５５

（００３４）

ＬｎＫ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４９５ ０５６４ ９２６９ ６０１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３）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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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ｅ

（９）
ＬｎＬ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ｅ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２６５ ０１７３０ ０３９７４ ０８４８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Ｄ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Ｆ－ｓｔａｔ ２２９２２５ １８０５４ ５６９１０ １６０３６１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ｕ １６２１２ １５０３７ １５８７９ ０４８８７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１３８８ ０１０６７ ０２６２４ ０１０３６

ｒｈｏ ０９９２７ ０９９５０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５７０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１。

对比考察表６的列（８）、（１１）与表３的列（８）、（１１）发现，当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产出法 ＧＤＰ
（ＧＤＰｏ）替换为支出法ＧＤＰ（ＧＤＰｅ），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ＨＣ）的参数估计值分别由原
模型的４４６７和３１１３变为４６１６和３３６７，变动幅度分别为３３３％和８１６％；劳动的系数估计值由
０７９１变为０７５５，变动幅度为４５５％；资本的系数估计值由０１３０变为０１１４，变动幅度为１２３１％。
由此可见，在策略（ｉ）的检验下，模型主要参数估计值的变动较小，模型结果具有统计稳健性。

策略（ｉｉ）的检验结果。将原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劳动投入由总劳动数量（Ｌ）替换为总劳动时间
（ＬＨ），被解释变量保持不变，考察人力资本（ＨＣ）通过总劳动时间（ＬＨ）、物质资本（Ｋ）对ＧＤＰｏ的间接
影响。结果如表７。

表７　稳健性检验（Ⅲ）：模型（８）～（１１）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ｏ

（９）
ＬｎＬＨ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ｏ

ＬｎＨＣ
４４６７ ０６７５ ４３４６ ３２６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３）

ＬｎＬＨ
０７８５

（００４０）

ＬｎＫ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６２４ ８４１６ ９２６９ －０４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７） （０２０５） （０３５３）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８７３ ０１０１６ ０３９７４ ０８１３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Ｄ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Ｆ－ｓｔａｔ １８９６９５８６ ９７５５４８ ５６９１００２ １２４８９２３３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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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ｏ

（９）
ＬｎＬＨ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ｏ

ｓｉｇｍａ＿ｕ １６３８８ １５１４８ １５８７９ ０４６２２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１４７７ ００９８４ ０２６２４ ０１１４３

ｒｈｏ ０９９１９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４２３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１。

对比考察表７的列（１１）与表３的列（１１），结果发现，当模型的解释变量劳动投入由总劳动数量
（Ｌ）替换为总劳动时间（ＬＨ），而被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人力资本（ＨＣ）的参数估计值由原来的３１１３
变为３２６６，变动幅度为 ４９１％；劳动和资本的系数估计值分别由 ０７９１和 ０１３０，变为 ０７８５和
０１５４，变动幅度分别为０７６％和１８４６％。尽管资本回归系数的变动幅度略偏大，但这显然与其估计
值的绝对值较小有关。整体而言，在检验策略（ｉｉ）下，模型估计结果同样具有统计稳健性。

策略（ｉｉｉ）的检验结果。将原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劳动投入由总劳动数量（Ｌ）替换为总劳动时间
（ＬＨ），同时被解释变量由 ＧＤＰｏ替换为 ＧＤＰｅ，考察人力资本（ＨＣ）通过总劳动时间（ＬＨ）、物质资本
（Ｋ）对ＧＤＰｅ的间接影响。结果如表８。

表８　稳健性检验（Ⅳ）：模型（８）～（１１）

变量
（８）
ＬｎＧＤＰｅ

（９）
ＬｎＬＨ

（１０）
ＬｎＫ

（１１）
ＬｎＧＤＰｅ

ＬｎＨ
４６１６ ０６７５ ４３４６ ３５０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９７）

ＬｎＬＨ
０７６２

（００３８）

ＬｎＫ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４９５ ８４１６ ９２６９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７） （０２０５） （０３３０）

观察值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２６５ ０１０１６ ０３９７４ ０８３８６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Ｄ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Ｆ－ｓｔａｔ ２２９２２５１６ ９７５５４８ ５６９１００２ １４９０９３０５

ｐ（Ｆ－ｓｔａ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ｕ １６２１２ １５１４８ １５８７９ ０４９７３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１３８８ ００９８４ ０２６２４ ０１０６８

ｒｈｏ ０９９２７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５５９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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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考察表８的模型（８）、（１１）与表３的模型（８）、（１１）发现，在检验策略（ｉｉｉ）下，人力资本的参
数估计值分别由原模型的４４６７和３１１３变为４６１６和３５０９，变动幅度分别为３３３％和１２７２％；劳
动和资本投入的参数估计值分别由０７９１和０１３０，变为０７６２和０１３６，变动幅度分别为３６７％和
４６１％。由此可见，在检验策略（ｉｉｉ）下，模型主要参数估计值的变化幅度较小，模型结果具有统计稳
健性。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表明，表３中各模型的实证结果具有显著的统计稳健性，有关人力资本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分析，具有统计可靠性。

六、主要结论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人力资本的投资与

增长，是突破发展障碍，实现经济由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创造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本文采用

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９０（ＷＰＴ９０）数据集，从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对 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展开实证考察，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间，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国的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产出弹性为３１１３。这一系数为正，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表明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果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

正向促进作用。

第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在样本期间，人力资本的总间接效应系数为

１３５３，其中通过劳动的中介作用而获得的间接作用为０７８８，通过资本而实现的间接效应为０５６５。
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与物质资本质量，从而提高劳动与

资本的生产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具有统计稳健性。通过采用改变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的方法，对相关的模型结果展开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均具

有高度的统计稳健性。这表明，对于 ＯＥＣＤ成员国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偶然和随
机的，而是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

第四，区分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样本期间，ＯＥＣＤ３６个成员
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作用中，直接贡献占 ６９７０％，间接作用占 ３０３０％，二者之比约为
２３∶１。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和间接作用都不能忽视。在传统的研究
中，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上，对其间接作用则重视不够。本文的研究结果

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同样是不容小觑的。对任何一方特别是对间接效应的忽视，必

然低估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进而可能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造成误判。

第五，ＯＥＣＤ成员国人力资本的发展实践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从直接与间接作用的视角
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作用，对于ＯＥＣＤ成员国正确评估人力资本的价值、进而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本政
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这一结论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

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经验价值。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与 ＯＥＣＤ成员国
人口总量大体相当，但经济总量尚不足其１／３，发展空间尚大。丰富的人力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充盈的潜在动力源泉。积极借鉴ＯＥＣＤ成员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科学制定人力资本投资政策，
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由投入型向创新型转型、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１］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ｕｃａｓＪｒ．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１０５（５）：８５－８８．
［２］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１，５１（１）：１－１７．
［３］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１·

　张文爱：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来自ＯＥＣＤ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４．
［４］ＭｉｎｃｅｒＪ．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Ｉｎｃｏｍｅｓ：ＡＳｕｒｖｅｙ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０，８（３）：１－２６．
［５］ＵｚａｗａＨｉｒｏｆｕｍｉ．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ｎ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５，（６）：１８－３１．
［６］ＢａｒｒｏＲ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１，１０６

（２）：４０７－４４３．
［７］ＡｉｓｅｎＡ，ＶｅｉｇａＦＪ．ＨｏｗＤｏ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３，２９：１５１－１６７．
［８］ＲｏｍｅｒＰａｕｌ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ｕｎＧｒｏｗ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８６，９４（５）：

１００２－１０３７．
［９］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ｕｃａｓＪｒ．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８，

２２（１）：３－４２．
［１０］ＥｒｉｃＡ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７（１２）：２０４－２１２．
［１１］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ＲｏｄｏｌｆｏＥａｎｄＡｎａｎｔｈＳｅｓｈａｄｒｉ．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１０４（９）：２７２６－２７６２．
［１２］ＡｌａｎｉＪ．Ｒｏ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Ｋｅｎｙａ［Ｊ］．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６（１）：ａ２２７．
［１３］ＲｏｍｅｒＰａｕｌＭ．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０，９８（１０）：Ｓ７１

－Ｓ１０２．
［１４］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ＡＡＣ，Ｆｏｒｔｕｎａ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６０－２００１［Ｊ］．Ｆｅｐ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６，３９
（３）：３３５－３５０．

［１５］ＢｏｄｍａｎＰ，Ｌｅ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Ｔｈａｔ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ｌａｙ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Ｎｅｘｕ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５（８）：１０２７－１０３９．

［１６］ＳｉｌｖａＥＧ，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ＡＡＣ．Ｄｏ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９７９－２００３［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１，２０（２）：
４５７－５１０．

［１７］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ＡＡＣ，ＱｕｅｉｒóｓＡ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６，４５（８）：１６３６－１６４８．

［１８］邱晓华，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Ｊ］．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５）：４－１２．

［１９］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４－１６．
［２０］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Ｊ］．人口研究，２０１５，３９（１）：３－１３．
［２１］刘智勇，李海峥，胡永远，李陈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形

成和缩小［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３）：５０－６３．
［２２］苏妍，逯进．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综合特征研究［Ｊ］．西北人口，２０１８，３９（４）：１１

－１８．
［２３］张秀武，赵昕东．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４）：５－１８．
［２４］王永齐．贸易溢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Ｊ］．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１）：１０１－１１３．
［２５］魏下海．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基于非参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与 ＶＡＲ方

法［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３）：９－１５．
［２６］王菲．基于ＶＡＲ模型的中国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Ｊ］．企业经济，２０１４，（２）：６９－７２．

·６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２７］魏下海，王跃龙．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Ｊ］．财经科
学，２０１０，（３）：６９－７６．

［２８］胡凤玲，张敏．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分析［Ｊ］．财贸研究，２０１４，
（６）：１２１－１２８．

［２９］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心理学报，２００４，３６（５）：６１４－６２０．
［３０］ＢａｒｏｎＲＭ，ＫｅｎｎｙＤ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Ｅ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Ｄ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５１（６）：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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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爱：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来自ＯＥＣＤ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