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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经济学认为，健康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的
重要手段之一。
胡琳琳所著的《健康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尝试对健康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差
距中的作用进行一个探索性研究。
从理论上，提出了健康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改进的宇泽一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对健
康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数理分析。
《健康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了健康在中国经济起飞中的作用及其对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结果发现健康水平的提高是1980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来源，地区间居民健康差距是影响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于健康”的战略，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和人民
福利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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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不断提高其生产能力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出的一个过
程。
它通常由一个经济体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衡量。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三个：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生产率。
生产率主要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技术进步等因素是外生于经济体的，是给定
的。
这就使得经济增长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无法实现内生的增长。
出于对这一结论的不满，“新增长理论”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可能性。
其中，人力资本被认为是能够导致经济内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或者改
变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
 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加以研究的是有“人力资本理论之父”之称的舒尔茨。
舒尔茨（Schultz，1990）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
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统计数据，它认为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除了已知的自然资源、物质装
备、劳动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都是资本的一
种形态。
 贝克尔（Becker，1987a；1987b）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另一主要推动者。
根据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提高个体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的生产率，个体为
了获得更多的收益，有投资于其自身的教育、培训和健康的动机。
但这些投资是有成本的，会与消费和其他投资形成竞争关系，经济人实际上就要在不同的投资和消费
之间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还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一些经验分析，当然，这些研究大多数是用教育来表征
人力资本。
例如，丹尼森（Denison，1985）计算了美国1929—1982年经济增长的来源，认为其中约1／4可以由劳
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来解释。
这一观点得到了Griffin and McKinley（1992）的支持。
他们认为发展战略应该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增加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而是要改变投资的重点。
其理由是：首先，一般来说，对人的投资其回报不会低于其他形式的投资；其次，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比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更加“经济”，不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最后，对人力资本
的投资的收益在人群中的分布比其他形式的投资收益更为均衡一些。
也就是说，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有利于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并且有利于公平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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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尝试对健康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差距中的作用进行
一个探索性研究。
发展经济学认为，健康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的
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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