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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表明教育投资对知识资本的积累具有正的外

部效应，发生这种溢出效应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国家应投入一定的时间进行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教

育投资的外部效应才能体现出对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进一步通过社会效益最大化模型说明了一

个国家应该投入一定的资金和时间进行教育，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持续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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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增长理论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引致

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

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殊异。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模型，最具有代表性

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

（ Lucas 1988）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模

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的差异。

罗默模型：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并

强调指出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具体表现在：

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的增加不仅会使本企业产量增

加，也会使别的企业产量增加。知识还具有竞争性，

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并不影响别人对该知识的使用，

知识一经发现，提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罗默模型

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经济增长路

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

步率太低。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应该鼓励对

知识生产的投资。

卢卡斯模型：提出一个与知识有关系但有相互区

别的概念：人力资本。该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和知识一

样，在生产过程中有正的外部效应，但人力并不像知

识那样必须以物质资本为载体，而主要是通过学习和

教育获得的，附着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人力资本

具有竞争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

不同，对相同知识的使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

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的不同。由此得到结

论是，应该鼓励人们投资于教育和学习，从而积累更

多的人力资本，以此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

本论文结合罗默和卢卡斯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

模型的思想和理念，从时间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把时

间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型资源投入教育中，把其看作

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模

型认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

资本投资，是一种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是

一个人力资本中知识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

的生产过程，是实现时间这种稀疏资源价值的最好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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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投资的生产函数模型

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是人们从事生产

活动的投入要素之一，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全面的资

本概念，应该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主

要是由教育投资而产生的，它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

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生

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富足的源

泉；而物质资本是投资于物力过程的结果，体现在物

质产品上，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

等存在的生产物质形式。当一个国家投入一定的资

金和时间进行教育时，教育投资对知识资本的积累表

现出的正的外部效应。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柯布 -道格拉斯（Cobb -
Dougies）生产函数模型，从时间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把

时间这种稀缺资源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提出了一个

包含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单部门增长模型来说明教育

投资的外部效应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

Y =（UKL） Pl - 。（UK） Pl - 

式中， 6（0，l）代表生产函数中的劳动输入份

额；Y 代表产出；L 代表劳动投入量，是一个不变的常

数，标准化为 l；P 代表物质资本；K 代表人力资本，

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U6（0，l）是劳动时间，由个

人决定。如果设个人可支配的时间总量为 l，则 l - U
为其投入受教育的时间。从而得出计算个人工资率

的公式为：

w = U - lK Pl - 

 是人们对其劳动输入所希望得到的工资率，是

人们接受教育时间的正函数。由于教育对劳动的边

际产品有正的影响作用，从而对人们的收入也有正的

影响作用，所以可以得知在现代经济中人们的工资与

其教育是成正比的；而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们，他们能够不断积累知识资本从而使其劳动效率提

高，因此，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

的持续增长，我们应将一定的资金和时间投入教育。

三、教育投资的外部效应与经济增长

罗默在 l986 年的论文中提出知识资本存量 K
（ t）是不断积累的总投资的副产品，在我们的模型中

提出蕴涵时间的教育投资也极大地影响着知识资本

存量。本模型认为，知识存量 K（ t）是经过一定的时

间间隔、教育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与劳动能力即人

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他们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

果是不仅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增加其他劳动力和物

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了生产中的递增收益，是教

育投资外部效应的体现，而特定时期的教育投资对当

前知识资本存量的贡献份额不同，理论上，可以表示

为如下公式：

K（ t）=  （U）J
t

- 
et（ S - t）I（ S）dS

式中，I 代表总投资； 代表知识资本的折旧率；

 （·）30代表单位投资对知识资本积累的贡献。用

K（ t）的微分方程描述更为明显：

K =  （U）I - K
这个公式说明知识存量会折旧的，也就是说，新

的教育和投资会增加知识存量，但同时又使得现有的

知识会折旧。

 （U）代表单位投资对知识资本积累的贡献，可

以假设其为接受教育时间的正函数，同时又是用于劳

动时间的负函数，酱 '（ U）< 0。接受教育的时间越

多，投资对知识积累的外部效应越大。进一步，我们

可以假设：当 U'～l 时， （ U）～0，这种假设说明：没

有教育，学习效应就不会发生，人们也就不会积累作

为对物质投资的副产品———知识。这种情况下，投资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外部效应。然而，在发达国家或

正在发展的国家中，由于政府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

应该受到一定的教育，所以 U = l 的情况基本不存

在，因此，没有投资的教育不会产生增值。以我们看

来，教育和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每一项独立的活动都

不能使知识资本的存量增加。

但是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对 （U）的假设并不一

定意味着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任何投资都会

使知识资本存量增加到较高程度；相反，在不同的国

家，即使投入相同的教育时间， （ U）也许会不同，这

是因为诸如机构，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将影响着一个国

家的社会能力，影响着这个国家对作为投资副产品的

知识的积累能力。

在这里，我们借鉴阿布拉莫维茨（ Abramouitz）在

l986年和 l994年提出的把 （ U）作为社会能力的观

点，认为假如公民接受教育的时间较多，社会能力增

加得就会较快，那么任何新的投资都会使知识资本存

量有一定的增加；假如公民接受教育的时间较少，投

资的外部效应可能会很小，甚至根本看不见，这种情

况下，投资的效应只在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应当

指出的是，我们只考虑了决定社会能力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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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许多因素决定了社会的能力。

四、社会效益最大化模型

考虑到投资的正外部效应，社会效益最优化问题

可以描述为：

max
C，U!

 

O
e -PtU（C）dt

s . t .

P =（UK）OPl-O - C -SP
K = G（U）（（UK）OPl-O - C）-TK
P（O）= PO，K（O）= K

{
O

P> O 代表时间偏好率，S和T分别代表物质资

本和知识资本的折旧率，C（ t）代表家庭消费，U（C）

代表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C）=（Cl-G - l）/（l -G）

引入现值哈密尔顿方程：

H = U（C）+Yl（（UK）OPl-O - C -SP）

+Y2（G（U）（（UK）OPl-O - C）-TK）

必要条件为：

s. t .

U'（C）=Yl +Y2G（U）

G'（U）I = -OUO-lPl-OKO（G（U）+Yl /Y2）

Yl =（P +S）Yl -Yl（l -O）P-O（UK）O -Y2G（U）（l -O）P-O（UK）O

Y2 =（P +T）Y2 -YlOKO-lUOPl-O -Y2G（U）OKO-lUOPl-










O

其中 I =（UK）OPl -O - C 为总投资，Yl 为投资影

子价格，Y2G（U）为附加权影子价格，表明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外部效应。

从社会效益最大化模型可以看出：教育投资水平

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这是因为最大化社会投资不

仅受其影子价格Yl 的影响，还受一个附加权影子价

格Y2G（U）的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应该鼓励教育投

资，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

五、结束语

教育投资是一个人力资本中知识存量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断积累的生产过程，是实现时间这种稀缺资

源价值的最好体现，它可以明显改善劳动者的质量、

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这种

增量收入是人力资本中知识增量价值的体现，可以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其它未作教育投资的

经济单位也能受到教育投资的部分收益，这就产生了

教育投资正的外部效应，它构成了教育投资的主要经

济效益。如果人们不把一定的时间投入教育，那么投

资就不会对知识资本的积累表现出正的外部效应，更

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应该选择合理的时

间去进行合理的教育投资，以求获得最大的人力资本

知识增量，赢得最佳的教育投资效益，促进社会的发

展和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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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roduc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Constructivism into Our University

YANG Jian -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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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constructivism，which focuses on students，is wonthy of being reffered. Based on
practise and anaiysis，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s unadaptabie to extend the constructivism in our university，where as trying
it in graduate design，experiment and appiied course is acceptabie .

Key Words constructivis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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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ities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MU J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LI Ouan - sheng
（Tianjin Poi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l6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growth modei in which education investment shows positive externaiities which
buiid up knowiedge capitai . A prereguisite for these spiiiovers to take piace is that a country devotes time to education .
Externaiities associated with investment need education to raise the stock of knowiedge capitai . Furthermore，we demon-
strate that in the sociai optimum modei a country shouid devote money and time to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hoie
sociai optimum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ducation investment； externaiities； economic growth； physicai capitai； human capi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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