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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
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就是指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该国的医疗保健、教育与在职培训、科技研发投入与推广、就业迁移等人
力资本评价指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但是，从浙江和陕西两省的人力资本绝对值指标的比较来看，除去在创新能力方面浙江省强于陕
西省以外，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尤其是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研投入和科技
发展水平等方面衡量的人力资本量。
陕西省都要明显强于浙江省。
从这些结果来分析，似乎两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符合人力资本理论中人
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果。
事实上，浙江省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资本投入、资本流动和技术进步及其他制度
创新的结果，而研究教育投入的大量成果也说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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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体相应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理论综述；第二部分，一方面对浙江省和
陕西省人力资本绝对值指标进行评估，另一方面结合现有的理论和实证成果推测两省经济增长差异的
本质根源在于人力资本差异性；第三部分，从人力资本类型组成差异和作，用机制差异两个方面对浙
江省与陕西省间经济增长差异进行比较；第四部分，对上述理论及实证结果的总结与借鉴。
    第一部分（第二章）为理论综述部分。
笔者主要综合回顾了人力资本理论及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状况，同时对国内在这些理论和模型方
面的相关研究和实证成果进行了归纳，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
    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为研究切入点。
一方面，笔者主要对浙江省和陕西省人力资本绝对值进行了评估，并对教育水平对两省的不同影响进
行了一定的探讨；另一方面。
笔者对现有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推测，提出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才是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
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则是实证研究部分。
一方面，从人力资本的类型组成差异性出发。
对人力资本的外部类型组成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表明，物质投资增长率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人力资本外部类型组成配比。
而对人力资本的内部类型组成的研究表明浙江省企业家对资源的利用情况要远强于陕西省。
男一方面，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差异性出发。
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差异性主要导致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和资源转换能力的不同。
从笔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基于工资收入的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聚效应和人力资本收敛效应等各
方面，浙江省都表现出人力资本边际产出要强于陕西省的状况。
而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等制度因素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制度创新的作用实际上是加
强了浙江省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和资源转换能力。
    第四部分（第八章）则是总结借鉴部分。
一方面对本研究的实证结论进行总结，另一方面根据总结的结论提出相应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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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人力资本评价指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具有明显的
正相关性，这种关系也理应在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的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相互比较中显
现出来。
　　然而，在对中国部分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力资本关系的对比研究中却发现，事实不尽如此。
笔者在对浙江省和陕西省改革开放前后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研究中就明显发现：浙江省和
陕西省人口素质指标与两省同期的经济增长指标并不匹配；尽管两地均处于相近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下
、有相似的经济发展起点（陕西省甚至获得了多于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支持），但是，两地自改革开
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业绩却出现了明显的反差。
　　在此，不妨就浙江、陕西两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作一个大体比较。
从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存量水平上看，陕西省平均科技、教育和文化水平要明显高于浙江省：陕西省不
仅综合科技实力强，拥有，56所大学，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都是
著名学府，研究所500多个，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2万人：同时，陕西还拥有较强的工业实力，建成
了机械、电子、化工、能源、医药、有色金属等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更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生产
、试验基地，全国第一军工大省，一批高精尖产品代表着国家的水平和实力——对于这样优越的基础
条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浙江省可谓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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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资本投入、资本流动和技术进步及其他制度创新
的结果，而研究教育投入的大量成果也说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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