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管
理

  079  

总
第40

卷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Effect of Rur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陈治国1，杨生博1，杜金华2，李成友3 

CHEN Zhi-guo1, YANG Sheng-bo1, DU Jin-hua2, LI Cheng-you3

1. 咸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2. 厦门大学  财政系，福建　厦门　361005；

3.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3.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摘要：基于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模型，并选取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

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农村知识型人力

资本和农村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农村总劳动力人口与农业产出长期

保持着稳定的负向均衡关系，也发现农村物质资本存量与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同向均衡关系，且

由短期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转变的调整速度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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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ucas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fluence model of rur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selects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rural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level,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exist long-term equilibrium correlation, the total rural labor 

force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have maintained a stable negative equilibrium for a long time, also find 

that the rural physical capital stock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have maintained a balanced relation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short-term non equilibrium state slowly adjust to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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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力资本一直以来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经济

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人力资本是取得产出不可或缺的

生产投入要素，更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依附性积累的生

产要素，人力资本能够创新生发出更多经济增长的驱

动要素，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然而，随

着经济社会维度的不断推进，人力资本水平不应裹足

不前，而是应该升级优化确保与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做

到高效匹配。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

经济发展能否可持续，有赖于良好的人力资本结构做

支撑，尤其对于农业经济大国来说，农村人力资本结

构的优化无疑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出

路，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选择路径，且由于

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1]，因此为了能够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则应把人力资本作为

经济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因此，考察农村人力资本结

构作用于农业经济所呈现的影响效应，实证估计该影

响效应具体处于何种状态，不仅能够为优化升级农村

人力资本结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农业经济驱

动效应、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有效的政策启示，也有助

于填补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二、文献回顾

早在斯密时期，人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溢出效应就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高度肯定，但

是直到 Schultz[2]和Becker[3]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起，

人力资本才真正意义上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并在Arrow“干中学”理论[4]的启发

下，Lucas[5]和Romer[6]构建了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

模型，在该模型的导引下，西方学者从理论和实践视

角深入探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且在理论验证

的基础上，西方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

相关研究越来越趋于具体化的实证视角，并在探究两

者相互关系及作用效果方面取得了诸多富有洞见的研

究成果。Benhabib和Spiegel运用含有C-D总量生产函

数形式的增长会计回归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验

证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7]；Sadr从激

励结构、行为规则、制度和政策四个维度实证研究指

出人力资本在早期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推动

效应，认为教育和技能在人力资本塑造方面起到了促

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8]；Azam和Ahmed将人力资

本分解为教育人力资本和卫生人力资本，基于巴基斯

坦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1%显著性水平上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效应，并指出通过素质教育的完

善和卫生部门管理效率的提升有益于增加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9]；Mathur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对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提出人力资本

积累战略确保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效

应[10]；Aghion等基于19个OECD国家样本数据研究认

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具有高

等教育背景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而不是整体化的

人力资本[11]；Aiyar和Feyrer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发挥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构成部分的组

合配置方式[12]；同时Mamuneas等也运用半参数分析

法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国各阶段

有差异化的表现[13]。可见，虽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的正向驱动效应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肯定，但关于该效

应的发挥仍然存在不一致的意见。

国内学者紧跟国外研究的步伐，也分别从不同视

角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从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连玉君研究指出

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间人力资

本流动和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三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

长[14]；杜伟等研究指出人力资本主要凭借技术创新和

技术模仿两条非直接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15]；而王伟

却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人力资本作用于TFP，接着通过TFP作用于经

济增长，另一条是人力资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路径间

接作用于经济增长[16]；李昕和关会娟通过构建人力资

本积累的RB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可通过能提升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作用于转型期的

经济增长[17]。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

估计方面，魏下海和李树培运用分位数回归法研究发

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且该效应

因条件与位置有所差异，指出人力资本结构却对经济

增长存在负向效果[18]；徐祖辉和谭远发将人力资本分

为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发现两种

类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且

彼此间互为Granger原因[19]；高远东和花拥军将人力

资本细分为基础型人力资本、知识型人力资本、技能

型人力资本和制度型人力资本，并运用空间经济增长

模型研究发现各类人力资本均对临近省份的经济增长

有显著的推动效应[20]；逯进和周惠民构建耦合模型研

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水平较低，指出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21]；董

志华基于人力资本指数法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

长存在双向作用，彼此互为格兰杰原因，但在欠发达

地区两者的作用效果却不显著[22]；王丽娟和陈飞运用

VAR模型实证估计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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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效应[23]。

纵览既有国内外研究文献，虽然关于人力资本在

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人力

资本结构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研

究却略显不足，尤其是实证分析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对

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极为鲜见，且目前单一指标

测度人力资本的指标变量无法准确估计出农村人力资

本的农业经济驱动效应。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人

力资本结构视角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作用效果，具体将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

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运用VEC模型实证估计农村人力

资本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期通过实证

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提

高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驱动效应的有效政策

启示。

三、模型构建

基于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本研

究农村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构建模型如下：

1 r
t t t tY AK H hα α−=                                              （1）

其中，Yt表示产出水平，A表示技术水平，Kt为

农村物质资本存量，Ht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测度了

农村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ht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测度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分别

为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农村人力

资本水平对产出的弹性。

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本研究设定其由农村知

识型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才能两种类型构成，且人力资

本投资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则农村人力

资本的投资函数可以表示为：
1

t t th z qβ β−= ， t tz q、 分别

为知识型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才能， 分别为知

识型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对人力资本的弹性，同时

又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人力资本水平与总劳动人口

的乘积，即 t t tH h L= ，因此我们进一步可把农村人力

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表示如下：

1 1 1( ) ( )r
t t t t t t tY AK z q L z qα β β α β β− − −= ，0 1rα β< <、、

化简可得：

1 (1 ) (1 )(1 )r r
t t t t tY AK L z qα α β α β α− − − − − +=

两边同时取对数且移项处理可得：

（2）

因此，本研究就构建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对农

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模型，通过该模型可探究出农

村人力资本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衡量农业经济增长水平的产出指标Yt用第一产

业增加值表示；农村物质资本存量Kt使用戈德史密

斯（Goldsmith）所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即

1(1 )t t t tK K Iδ−= − + ，其中Kt－1为（t-1）期农村物质资

本存量，δt为t期资本折旧率，It为t期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总劳动人口Lt用t期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表示；知

识型人力资本Zt用人均受教育年数表示，其中测算人

均受教育年数时我们将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与

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教育年数的赋值分别设定为

2年、6年、9年、12年和15年；企业家才能 qt 用乡镇

企业数量表示。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年至

2015年，指标数据主要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

鉴》，所选指标变量的统计性特征见表1。在进行实

证分析之前，对于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的变量进行价

格因素剔除处理。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符号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农业产出 Y 亿元 28 781.22 16 562.93 12 020.5 60 862.10

农村物质资本存量 K 亿元 29 144.60 25 076.85 95 080.02 7 602.04

总劳动人口 L 万人 31 434.90 4 886.83 36 640.00 21 919.00

知识型人力资本 z 年 7.39 0.22 8.45 6.06

企业家才能 q 万个 2 250.63 415.21 2 844.15 907.50

（二）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分析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效应前，我们有必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避免非平稳数据估计时所带来的伪回归。为此，本

研究利用 ADF 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由 E-Views 8.0

软件得到表 2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 2 可知，取对

数后的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各变量经过一阶

差分后却不存在单位根，即各变量均一阶单整，因此

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各变量可采取 VECM 建模。

（三）协整关系检验

对于协整检验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处理，

利用AIC准则与SC准则进行选择，由于VAR模型的滞

后阶数减1可得协整检验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因此可

由表3的VAR模型滞后阶数得出0为协整检验模型的最

优滞后阶数。继续运用Johanson-Juselius检验法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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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序列开展协整检验，检验形式设定为指标序列有线

性趋势项、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形下，迹统计量

LR=56.508>33.877，因此拒绝原假设为零的假设，即

可知5个时间序列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在最多3个的

原假设中，迹统计量LR=12.811<14.265，判定接受最

多3个原假设。因此，可验证各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

系，表明农业经济与农村人力资本存在长期均衡协整

关系。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L） AD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Y （C,T,0） -1.540 0.755 不平稳

LnK （C,T,0） -2.978 0.186 不平稳

LnL （C,T,0） -3.407 0.102 不平稳

Lnz （C,0,0） -0.530 0.850 不平稳

Lnq （C,T,0） -0.781 0.937 不平稳

D(lnY) （C,T,3） -2.727 0.072 平稳

D(lnK) （C,T,0） -5.381 0.006 平稳

D(lnL) （C,T,2） -4.976 0.002 平稳

D(lnz) （C,0,2） -2.314 0.049 平稳

D(lnq) （C,T,2） -3.935 0.029 平稳

注：（1）D表示序列差分；（2）C、T分别表示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L表示滞后阶数。

表 3　最优滞后阶数确定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94.720 NA 8.74×10-11 -8.972 -8.723 -8.923

1 191.491 135.479* 7.34×10-14* -16.149*  -14.656*  -15.858*

注：“*”为不同检验标准下滞后阶数的选取。

表 4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H0）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P 值

无 0.949 56.508 33.877 0.000

最多 1 个 0.743 25.823 27.584 0.083

最多 2 个 0.594 17.106 21.132 0.167

最多 3 个 0.491 12.811 14.265 0.184

进一步从检验结果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的最

大特征值情形下，变量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可用协整

均衡向量表示，见表5。

表 5　协整参数结果

LnYt LnKt LnLt Lnzt Lnqt

1.0000 -0.351 0.589 -3.120 -0.596

(0.026) (0.033) (0.043) (0.031)
Log 

likelihood 192.666

根据协整均衡向量，最大化特征值对应的协整方

程可表示如下：

根据协整方程可知，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与农业经

济发展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在样本期内，农村总劳

动力人口取值每增加1单位，农业产出会反方向变动

0.589单位；农村知识型人力资本取值每增加1单位，

农业产出会同方向变动3.120单位；农村企业家才能

取值每增加1单位，农业产出会同方向变动0.596单

位。表明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知识型人力资

本和农村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正

向均衡关系，测度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农村总劳动力

人口与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负向均衡关系，且

可知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取值每增加1单位，农业产出

会同方向变动0.351单位，表明农村物质资本存量与

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同向均衡关系。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指标变量长期的均衡关系如何

在短期内进行调整，本研究在变量之间长期存在的均

衡协整关系得到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

模型（VEC模型），并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测定出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从而得到短期均衡关系的

VEC模型为：

修正的R2=0.836，DW=1.934，F=17.317

其中ecmt-1=LnYt-1+9.010－0.418LnKt-1+0.309LnLt-1

－2.217Lnzt-1－0.796Lnqt-1

由误差修正项 1tecm − 的系数为-0.078可以看出，

当短期均衡偏离长期均衡时，由非均衡状态调整到长

期均衡状态的速度较慢，调整速度约为7.8%。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验证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后，接下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具

体探究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构间的因果关

系。选取最优滞后长度，对各变量取一阶差分开展格

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

显著性水平下，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农村人力资本存

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

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却不是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农村

人力资本存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因

此表明农村知识型人力资本、农村企业家才能对农业

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农业经济增长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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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知识型人力资本和农村企业家才能起到正面的

反作用促进效应。之所以呈现出该现象，主要在于多

年来农村地区教育资本化的教育普及、教育资本深化

的教育深度投入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

显著提升，同时乡镇企业不断发展蕴积的企业家才能

有效盘活了农村各类经济活力，从而使得农业经济发

展得到了明显推进，而农村劳动力总人口未能发挥良

好的驱动效应，主要还是在于单纯数量的劳动力供给

并不是驱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劳动力

存量有时在社会保障诉求等方面往往会汲取农业经济

的能量，劳动力存量不仅不能充当给予性推动力，反

而会成为汲取性的梗阻，其所蕴含的人力资本内部效

应的内驱功效未能得到有效彰显，使得农业经济发展

受阻。

表 6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长度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D(LnY) 不是 D(LnK) 的
格兰杰原因

2  4.760 0.028 接受

D(LnK) 不是 D(LnY) 的
格兰杰原因

2  0.806 0.468 拒绝

D(LnY) 不是 D(LnL) 的
格兰杰原因

2  2.403 0.093 接受

D(LnL) 不是 D(LnY) 的
格兰杰原因

2  0.600 0.564 拒绝

D(LnY) 不是 D(Lnz) 的
格兰杰原因

2  3.097 0.084 接受

D(Lnz) 不是 D(LnY) 的
格兰杰原因

2  0.053 0.949 拒绝

D(LnY) 不是 D(Lnq) 的
格兰杰原因

2  2.469 0.095 接受

D(Lnq) 不是 D(LnY) 的
格兰杰原因

2  0.296 0.748 拒绝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构

建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模

型，并选取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测度指

标，实证分析了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关

系。实证结果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结

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的农村知识型人力资本和农村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产出

长期保持着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测度农村人力资本

存量的农村总劳动力人口与农业产出长期保持着稳定

的负向均衡关系；农村物质资本存量与农业产出长期

保持着稳定的同向均衡关系，且由短期非均衡状态向

长期均衡状态转变的调整速度比较缓慢。进一步研究

发现农村知识型人力资本、农村企业家才能、农村总

劳动力人口、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均是农业经济增长的

格兰杰原因，但农业经济增长却不是农村知识型人力

资本、农村企业家才能、农村总劳动力人口及农村物

质资本存量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农村知识型人力资

本、农村企业家才能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

进作用，而农村总劳动力人口却未能有效推进农业经

济增长，反而是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为了能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力

资本结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

效应，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城乡

教育水平。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

生态环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原有村基础上的教

育机构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镇上的单一教育机

构，这样不仅使得多元化的教育组织环境遭到破坏，

而且在距离、氛围等方面的影响下也降低了村中孩子

们入学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尤其对于留守孩子来说，

入学接受教育更是离其越来越远，结果往往会使得农

村地区的教育环境趋于不利地位，教育环境不济造成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势必会带来农业经济的缓慢增

长。因此在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大背景下，应大

力增加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强化教育投资在培育农

村人力资本中的重要作用，合理布局农村教育组织，

培育高层次的农村教育人员，及时缩小农村教育与城

市教育的各方面差距。

二是优化农村企业经营环境，鼓励更多民营企业

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业务，让更多农业企业相互合作

打造更加完整的农村产业链。为乡镇企业提供各项优

惠政策，尤其要给予能够链接起农产品上中下游整个

链条的农产品经营企业更多优惠扶持政策，大力培育

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产品经营企业，并诱致更多农村乡

镇企业与电子商务物流平台、供应链金融等拉动因子

高效契合，切实让这些乡镇企业在就业带动、产业拉

动、经济驱动方面充分发挥正向外溢效应。

三是扩大农村公共物品投入力度，让农村人力

资本培育资金真正流向人力资本投资领域，改变规模

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却蕴含着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

的不利局面，且继续大力推广农户专业培训和职业培

训，努力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促使

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及时向农村人力资本质量顺利转

化，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经济的负向效应路径

变迁到正向驱动效应路径，使得人力资本内部效应的

经济内驱功效充分彰显出来。

四是增大农村物质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通过给予农户房产证，让农户可利用房屋产权交

易进行抵押，同时强化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担

保能力，让这些抵押担保权利赋予农户更多的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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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随之农户可利用该物质资本从事农业经营项目或

能够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非农经营项目，从而利用农

村物质资本的促进作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才会

得到有效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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