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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外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彭代彦,郭更臣,管暋理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暋要暋通过对武汉市1953—200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初级人力资本、中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的向

量自回归、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初级人力资

本和中级人力资本的外流阻碍了武汉的经济增长;但没有发现高级人力资本的外流也阻碍了武汉的经济增长,

相反,计量结果表明高级人力资本的外流推动了武汉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因为政府受到压力改进了服务。其政

策含义是,对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流应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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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中央正式公布的“十二五暠规划里,明确指出

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武汉城市圈被列为国

家“十二五暠重点发展区域。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最

大都市及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许多优势,尤
其是依托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培养了大量人才,
应成为引领中部地区崛起的龙头。然而,近几年来,
武汉却面临着大量人力资本外流的尴尬局面。根据

湖北省人事厅的实地抽样调查数据,最近5年全省

高、中级职务人力资本的外流量分别是引进的6.45
倍和4.00倍。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而创造知识、传播知

识和应用知识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
任何高科技的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一个

地区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少和优劣直接决定着它的发

展速度和质量,掌握科技的人才和科学技术一样,都
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研究人力资本的外流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暋暋一、文献概述

关于人力资本外流与经济增长,国内外一些学

者已做了相关的研究和探讨。大多数都认为人力资

本外流有害于流出国经济的增长。Jagdish等认为

人力资本外流对流出国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损害,

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了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1]。郑道文引入人力资本和移民

净流出量2个变量,对平衡增长路径上人才外流的

收入损失进行了静态计量对比分析,发现人力资本

的国际间流动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都具有显著影

响,即使只有少量的高素质人才外流,也会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2]。张国芳等借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模

型,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和移民

净流出量等变量,进行静态比较分析发现,出国留学

人员积极地回国工作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3]。
但也有一些学者基于全球化的角度认为人力资

本外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Jan等认为人力资本

外流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因为高层次人才向

发达国家的输出为输出国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积极

的导向与引导,有利于诱导人们进行人力资本的投

资和积累[4]。Andrew对人力资本外流的理论模型

分析发现,与不允许人力资本流动的经济相比,流动

性提高了教育的吸引力,促使更多的人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因此,对于人力资本输出国来说,其人力资

本存量不仅不会因外流而减少,反而将大幅增加,成
为输出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持久动力[5]。李宝元认为

关于人力资本外流如果从短期看当然是大量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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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流失,但从长期看却有巨大的间接正效应[6]。
以上文献为考察人力资本外流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了实证研究武汉市人力资

本外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分析各层次人力资

本外流影响武汉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本文将借

鉴相关模型和方法,对武汉人力资本外流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期得到相关的政策含义。

暋暋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国民生产总值、高级人力资本、中级人力资

本和初级人力资本4个变量,分别记为GDP、Ha、Hs

和Hp。GDP换算成了以1952年为不变价格的可比

价格数据。由于无法获得武汉市从业人员受教育年

限数据,本文用各年的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近似替

代,Ha 用普通高等院校教育表示,Hs 用中等专业学

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教育之和表示,

Hp 用小学以下教育表示。为提高各变量数据的平稳

性,计量分析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值。样本期间为

1953—2009年,原始数据分别出自《武汉市统计年鉴》
(1988—2010)和《武汉四十年》。

2.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的定义,在检验国民生产总值、高级人

力资本、中级人力资本和初级人力资的协整关系之

前,必须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对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主要是通过

在回归方程右边加入因变量的滞后差分项来控制高

阶序列相关性,如果相关 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

于其临界值则拒绝序列平稳的原假设,说明该序列

为不平稳序列,需要对其序列的相关差分继续进行

检验。如果原序列都为非平稳序列,它们的 R阶差

分序列都为平稳序列,且协整变量有相同的单整阶

数,则可以利用协整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变量之间长

期的动态性稳定关系。
利用 Eviews6.0对lnGDP、lnHa、lnHs 和lnHp

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表1表明,lnGDP、lnHa、lnHs 和lnHp 变量的

ADF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小于10%临界值的绝对值,
根据对平稳性的定义,所有的变量均为非平稳性变

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 ADF统计量

的绝对值均大于1%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不存在单

位根,也就是说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序列。综上,

lnGDP、lnHa、lnHs 和lnHp 序列均是一阶单整I(1)

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应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

其进行协整检验。
表1暋武汉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

lnGDP 0.880 -3.553 -2.915 -2.595 存在单位根

D(lnGDP) -6.434 -3.555 -2.916 -2.596 一阶差分平稳*

lnHa -0.692 -3.555 -2.916 -2.596 存在单位根

D(lnHa) -13.585 -3.555 -2.916 -2.596 一阶差分平稳*

lnHs 1.494 -2.610 -1.947 -1.613 存在单位根

D(lnHs) -8.395 -2.609 -1.947 -1.613 一阶差分平稳*

lnHp 0.773 -2.614 -1.948 -1.612 存在单位根

D(lnHp) -3.912 -2.616 -1.948 -1.612 一阶差分平稳*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3.协整检验

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7]之前,要根据赤池

信息准则(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和施瓦茨

准则(schwarzcriterion,SC)来确定相关序列的最佳

滞后期,结果见表2。表2表明,各滞后期的5个评价

指标都表明应建立向量自回归 VAR(6)(vectorau灢
toregression,VAR)模型,以下进行协整检验。

表2暋武汉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VAR模型

最佳滞后期检验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49.894 NA 0.013 6.995 7.157 7.055
1 -19.290 231.524 7.04暳10-5 1.786 2.597 2.087
2 16.771 57.371 2.88暳10-5 0.874 2.334 1.415
3 51.264 48.603 1.31暳10-5 0.033 2.142 0.815
4 75.961 30.311 9.69暳10-6 -0.362 2.396 0.661
5 106.164 31.576 6.01暳10-6 -1.007 2.399 0.256
6 153.450** 40.838* 1.91暳10-6* -2.430* 1.625* -0.926*

注:Lag为滞后期,LogL为极大似然估计,LR为似然比,FPE为最终预测误差,

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则,HQ 准则。NA 为缺省值。*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使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相关的协整检验,
需要首先计算出回归方程的迹,然后才能逐一比较

各个假设前提下的相应的迹值,当计算出来的回归

方程的迹值大于相应假设条件下的Johansen临界

分布值时,可拒绝其相应的前提假设;反之,则予以

接受。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结果

方程个数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0.05下的临界值 P 值

没有* 0.929 161.353 47.856 0.000
最多1个* 0.547 50.170 29.797 0.000
最多2个* 0.310 16.884 15.495 0.031
最多3个 0.031 1.318 3.841 0.251

注:迹统计量显示在0.05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方程;*表示在

0.0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P 值是 MacKinnon灢Haug灢Mich灢
elis(1999)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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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各变

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上述迹统计量说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向量,也就是

说,lnGDP、lnHa、lnHs 和lnHp 之间存在着3个协

整关系,也即lnGDP 与lnHa、lnHs 和lnHp 之间存

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实证研究与检验lnGDP 与lnHa、lnHs 和

lnHp 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下面对其进行基于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所表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相关

误差项的反应程度。基于上述 VAR(6)模型的脉冲

响应函数,我们得到经济增长对高级人力资本、中级

人力资本和初级人力资本的响应程度。从总体上来

看,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响应比较大,特别是高级

人力资本。高级人力资本的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负

向影响,且 呈 逐 步 扩 大 趋 势,在 第 10 年 达 到 了

10%。中级人力资本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9
年一直为正,第6年达到最大为2%,第9年之后是

负向的。初级人力资本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

3.5年为负向,之后呈现正向关系,并逐渐扩大,在
第9年达到5%,进一步验证了 VAR(6)的结论,也
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

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前面的协整检验结果虽然表明lnGDP 与lnHa、

lnHs 和lnHp 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并

没有说明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方向。为

得到答案,对序列lnGDP、lnHp、lnHa 和lnHs 进行格

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 AIC与SC的最小原

则,确定最大滞后值为K=6,在10%显著水平下,检
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暋武汉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F值 P 值 结果

lnGDP 不是lnHa 的格兰杰原因 4.032 0.003 拒绝原假设

lnHa 不是lnGDP 的格兰杰原因 1.147 0.355 接受原假设

lnHp 不是lnHa 的格兰杰原因 3.186 0.015 拒绝原假设

lnHa 不是lnHp 的格兰杰原因 1.172 0.346 接受原假设

lnHs 不是lnHa 的格兰杰原因 2.068 0.080 拒绝原假设

lnHa 不是lnHs 的格兰杰原因 3.087 0.015 拒绝原假设

lnHp 不是lnGDP 的格兰杰原因 0.902 0.506 接受原假设

lnGDP 不是lnHp 的格兰杰原因 1.892 0.114 接受原假设

lnHs 不是lnGDP 的格兰杰原因 2.215 0.063 拒绝原假设

lnGDP 不是lnHs 的格兰杰原因 0.993 0.444 接受原假设

lnHs 不是lnHp 的格兰杰原因 11.372 1.00暳10-6 拒绝原假设

lnHp 不是lnHs 的格兰杰原因 2.336 0.056 拒绝原假设

暋暋表4显示,经济增长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格兰

杰原因,即经济增长与高层次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单

项的因果关系,且中级人力资本又构成高级人力资

本的格兰杰原因;而高级与中级人力资本之间具有

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级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

的格兰杰原因;中级和初级人力资本之间有双向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在武汉的经济增长中,存在

“经济增长曻高级人力资本曻中级人力资本曻经济

增长暠和“中级人力资本曻初级人力资本曻高级级人

力资本 曻 中级人力资本暠的双层作用机制,这和

VAR(6)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暋暋三、结暋论

首先,虽然武汉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都不具有平

稳性,但协整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

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武汉市人力资本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经济体制与机制,使
得二者之间呈现出共同的随机波动趋势与走向。

其次,基于上述武汉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

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经
济增长促进了武汉市人力资本的增加,初级人力资

本和中级人力资本的外流阻碍了武汉的经济增长,
计量结果不仅没有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外流阻碍武汉

经济增长,反而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外流推动了武汉

市的经济增长。原因可能在于,高级人力资本的外

流虽然短期内减少了武汉的人力资本存量,但长期

内会刺激人们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反过来最终又

会促使未来武汉市经济的持久与快速的增长。因

此,对于武汉市人力资本的暂时外流现象,不必过于

担忧,应做的是从长远着手,对其进行恰当的适度引

导。
最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武汉市人力资本外

流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推动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程度

的时滞。因此,武汉市政府在制定人力资本外流相

关政策与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外流对经济

增长的各种可能影响,进行针对性的实地调研,以使

政策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此外,各层次人力资本

外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和作用是不同的,需要

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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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EconomicGrowthfromPerspectiveofHumanCapitalOutflow

———ACaseStudyinWuhanCity

PENGDai灢yan,GUOGeng灢chen,GUANLi
(CollegeofEconomics,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 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暋Throughtheanalysisoneconomicgrowth,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VAR)ofprima灢
ryhumancapital,secondaryhumancapitalandadvancedhumancapital,cointegrationtestandgranger
causalitytestinWuhanfrom1953to2009,thispaperdiscoversthatthereisalong灢termstablecointe灢
gration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andhumancapital,theoutflowsofprimaryandsecondary
humancapitalundermineeconomicgrowthinthecityofWuhan.However,thereisnorelevantevidence
toshowthatadvancedhumancapitaloutflowshindereconomicgrowthintheeconometricsense,onthe
contrary,itisfoundthattheoutflowsofadvancedhumancapitalhavepromotedeconomicgrowthin
Wuhancity,becausethegovernmentsareunderthepressuretoimprovetheirservices.Therefore,out灢
flowsofhumancapitalatdifferentlevelsshouldbetreateddifferently,thenappropriatepoliciesand
measurescanbemade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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