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刃年 月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词 朗 � 刃

文章编号 一 刃 一 一以

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分析

李进江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摘要 随着高新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
建立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高等教育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并且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仍然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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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以来�以舒尔茨 和丹尼森 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

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舒尔茨利用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的收益率来测算教育
的经济效益 其后�丹尼森则通过教育量简化系数法来测度教育对产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之上�国内许多
学者也对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贡献做了大量研究�并且更进一步测算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小。如崔玉平 仪 采用教育综合指数法�测算出我国 一 年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速度的贡献率为 �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 〔’〕随后李雯、查奇芬 仪万 以柯布— 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为出发点�采用教育综合指数法�测算出我国 卜 年�高等教育贡献率达到 �是
前 年的 倍 �〕。

以上这些研究都主要是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从劳动力质量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角
度来测度教育或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 年以来�以卢卡斯、罗默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探讨
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他们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
立变量纳人到经济增长模型当中�认为由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
要源泉之一�而知识的积累则是取决于研究与开发 、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投资。高等教育则是通过
知识生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主要是通过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学术与科技研发及其他创造性活
动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本文试图转换一个角度�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方法上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高等教育产
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因为 、资本、劳动力和高等教育产出等经济变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相
关性�并且其中一些变量对 的影响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比如�高校毕业生到工作单位之后�不是立
刻就能发挥最大效能�一般在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工作单位会为他们安排一定的培训期或实习期�目
的在于为毕业生们提供一个与单位的 “磨合期 ”�使他们能更好的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所以�高
等教育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样本数据和模型方法的选择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 、大专以上毕业生人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就业人口总数四个变量
纳人 模型的内生变量�分别用符号 单位 亿元 、 单位 万人 、 单位 亿元 和 单位 万人

表示。本文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主要针对变量 和‘进行分析。
早在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提出了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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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思想�而这一改革的全面实施直到 年才开始。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选择为 哪睁一 年。统
计数据都来源于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另外�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 ‘和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都以 盯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各变量序列进行
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各新变量序列�分别用 、乙万、 和 表示。

向量自回归模型�即 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动态影响
的分析。而在 模型基础上建立的脉冲响应函数�更可用来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
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所以�主要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代表高等教育产出的
乙甘的变化�如何影响代表经济增长的乙 发生变化。

模型的建立

前已说明� 模型的内生变量向量为 乙 �乙甘�乙百�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发现四个
变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符合 模型的使用前提。根据 赶 和 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运用软件 建立的 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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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

响�本文则主要分析对于来自高等教育产出乙万扰动项的冲击�通过 模型结构的传导�经济增长
将做出如何响应。

下图为序列 对序列之刀 的脉冲响应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则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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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双子对乙日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由图 中可知�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产出乙万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冲击�经济增长 更石在短期和中长期呈
现正向响应�负向响应则在第 期之后开始显现。具体来说�由于高等教育的影响�经济增长从第 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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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 期初呈现较快速的拉升 随后缓慢上升�在第 期末即第 期初达到最高峰 从第 期初开始�经济
增长的正向响应开始缓慢下降�在第 期到第 期呈现较快速下降 从第 期开始�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向影响。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技术主要是将各内生变量的方差贡献度从系统均方误差中分解出来�以方差来衡量每一变
量的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以进一步评价不同变量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方差分
解中的贡献度大小主要是通过各变量的贡献比率来度量的�即各变量的方差贡献占总方差贡献的比重。

下图为各变量对经济增长 的方差贡献率曲线图�其中�横轴表示滞后阶数 单位 年 �纵轴则表示
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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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变 对经济增长 双子的方差贡献率

从图 中可看到�就这四个内生变量而言�在短期内除了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最大之外�高等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其贡献率在第 期和第 期达到最大值 左右�随后开始缓慢下降�最后
恢复到稳定水平 口几左右。第 期初�石 、乙甘和 三条曲线出现一个交点�此交点之后�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最大�而经济增长自身和高等教育的曲线基本重合�直到第 期之后二者都稳定在 左右。
代表简单劳动的 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结论分析

高等教育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论与我国企事业单位的就业政策基本对应�高校毕业生发挥最大效能�成为单
位的 “中坚力量 ”要在一年之后。

从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产出的扰动冲击的响应程度来看�可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磨合期 ”�在就业的第一年�通过单位的培训实习�高校毕业生不断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

工作实践相结合�对经济的效能也随之不断上升。
第二阶段为 “高产期 ”�从毕业生就业的第二年至第四年�这三年中高校毕业生对经济的效能影响都基

本处于较高水平。
第三阶段为 “充电期 ”�从毕业生就业的第五年至第六年�这两年中高校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与工作实践

需要开始出现 “脱节 ”�对经济的效能也开始减弱�所以为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毕业生们必须进行再学
习�更新个人的知识理论。否则�将进人第四阶段。
第四各阶段为 “负效期 ”�从毕业生就业的第七年开始�由于毕业生的知识理论不再符合实际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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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经济的效能为零�甚至出现负效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严重不足

从方差分解分析中可看到�就四个内生变量而言�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 左右�短
期内贡献度更是处于高位�而高校毕业生总数从 一 年累计约为 万人�约占 刀年就业人

口总数 夕男万人的 。可见�高校毕业生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程度与高校毕业生人数占就业人口
总数的比重是严重不对称的�所以�我国高等教育仍然是 “任重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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