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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人力资本开发 ,实现内蒙古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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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人力资本开发是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关键。要加快内蒙古人力资本的开发必须在分析研究现存问

题的基础上 , 采取如下有力措施: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提高投资效率;拓展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进行人力资本制

度创新 , 以实现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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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初我国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

距 ,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重大障碍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忧虑 ,也为世

人所瞩目 ,因而西部大开发战略被真正提上了日程 。

然而 , 21世纪已是一个知识经济兴起的时期 ,仅仅

靠物质资本和体力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时代渐

渐成为过去 ,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来支撑经济发展的

时代即将结束。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进行地区开发建设 ,就必须紧紧把握这一时代的发

展特征 ,顺应时代潮流 ,寻找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策

略和途径 ,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 。

一 、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水平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人力资本问题 ,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力资本相对于物化资本而存

在 ,表现为人所具有的各种知识 、技能 、经验及健康

等素质的总和 ,它是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一种资

本
[ 1] (P4)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人力资本特别是产

生人力资本的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

泉 。自然地 ,知识经济条件下 ,人才强国战略成为我

国的必然选择。因为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取决

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 ,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人

力资本供给的效率和总量。当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

竞争主要取决于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少 ,发达国家已

由原来争夺原材料 、资源转到人力资本的争夺上。

美国之所以能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稳定增长 ,主要

应归功于其吸引了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拥有稀缺的知

识和技术的人力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也告诉我们 ,生产力的三要素中 ,劳动者是最积极 、

最活跃的因素 ,劳动力不仅包含体力 ,更包含脑力 ,

即其掌握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能力。而知识经济

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表明 ,科学技术 、科技创新能力

等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在某些发达国家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达 60%— 80%,已经大大超过传统观念中的资

本的投入产出率。在我国的一些发达地区 ,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达到了 50%左右 ,而西

部地区却只有 30%左右。这一点从近三年国家虽

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 ,但由于西部投入产出

效果不佳而并未出现有效遏制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

的发展趋势的局面中也已经得到证实。 2000— 2002

年 ,我国三大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东 、中 、西

部分别为 12.47%、15.93%和 16.80%,而三大区域

GDP增长却分别为 10.29%、9.02%和 8.7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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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 ,物质资本的投入已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

相反 ,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源所掌握的现代科学技术

已经成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因此 ,

知识和技能的增长即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就成为

西部开发战略成败的关键。中国西部 ,要想在大开

发中有所作为 ,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

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抓住 “人力资本 ”

这个关键性因素 。这对于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素

质低下 、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相对落后 、自然资源储

量相对丰富的西部民族地区来说 ,更是一个难题。

内蒙古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教育都有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 ,也培养了一定数量的高层次人力资

本 。在世纪之交 ,中央政府又加大了对西部的投资 ,

但为何我们和东部的差距却在日渐拉大? 这恐怕不

能不使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

的制度安排问题上。新制度学派始终认为生产要素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制度安排 ,资本对某

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制度变迁的速度呈正

相关的关系 ,制度促进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投

资 、开发同样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是

一种特殊的资本 ,而且常常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 ,只

有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对

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汪洪涛所说:

“对中国 1980年代前后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以及当前

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实力的研究可以发现 ,不涉及制

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 。”
[ 3]

可见 ,构建一种能够培养大批高层次人力资本

和充分开发已有人力资本潜能的有效制度和运行机

制是关键之关键 。内蒙古地区如果不能在有效的制

度安排下大力开发人力资本 ,跟上知识经济的步伐 ,

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 ,反而还会拉大 ,

最终阻滞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步伐。

二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的现状

分析近几年的统计资料可见 , 内蒙古人力资本

投资与开发状况和人力资源的总体特征表现为:

1.人口资源数量增长快 ,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小 。

这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快速增长的要求 ,导致整体上

内蒙古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不高 ,高层次人力资本存

量低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面积共计 118.3万平方公

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 12.32%。由于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的倾斜 ,人口资源数量的增长速度快 ,远快于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 2003年底达到 2379.6万人 ,占

全国总人口的 1.84%,虽然从总量上看人口基数不

大 ,但人口出生率高达 9.24‰,这还不包括广大农

村地区实际上仍然存在的因超生而未报户口的人口

数。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 ,对于教育形成一个巨大

的压力。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力量的薄弱 ,教育投资

远远不够 ,人口文化水平低 、受教育层次低 、文盲比

重大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根据全国抽样调查统计 ,

内蒙古 2003年底文盲半文盲占 15岁以上人口的比

重高达 13.7%,远高于全国 10.95%的水平
①
。带动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 ,而

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

育的发展程度上。目前内蒙古高等院校总量相对较

少 ,而且规模偏小。资料显示 , 2003年底全国共有

高等院校 1 552所 ,而内蒙古只有 27所 ,占全国总

量的 1.74%;全国在校大学生 1 108.6万人 ,而内蒙

古只有 15.66万人 , 占全国的 1.41%,远远低于人

口所占比重 ,这说明内蒙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

资大大低于全国水平
①
。如此的规模和能力 ,结果

必然是人力资源中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数量少 ,整体

文化素质低。按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和副高以上职

称为高层次人才的统计口径 ,截至 2003年底 ,内蒙

古高层次人才总量只有 3.5万人 ,占内蒙古总人口

0.015%。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仅有 4 402

人
②(P16)

,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 0.43%
①
。而且 ,这

些人才无论在质量 、层次方面 ,还是结构 、布局方面 ,

都无法与东部人才相比 。

那么 ,在 “西部大开发 ”的号角声中 ,这种情况

是否有所好转呢? 从全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表

1):内蒙古教育投资在全国所占的位置在倒数第 6

位 ,只排在西藏 、青海 、宁夏 、海南和甘肃之前 ,少得

令人失望 ,而且增长十分缓慢 ,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

的需要 ,占全国的比例仅为 1.56%
①
。

表 1　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情况表(2002年)　　　　　　单位:万元

地区 合计
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

预算内
教育经费

社会团体和公民
个人办学经费

社会捐资和
集资办学经费

学费和
杂费

其他教
育经费

全国 54800278 34914048 31142383 1725549 1272791 9227792 7660099

内蒙古 854998 641468 575371 7136 4694 130614 71086

广西 1346031 924536 824650 20982 11080 233333 15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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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297250 195178 161222 11673 6870 49001 34529

贵州 867638 660740 601850 11456 6792 122255 66395

云南 1295046 1071095 987968 15512 17415 105486 65539

西藏 141178 134183 133971 436 4931 1628

甘肃 836405 606262 538793 8872 9239 132540 79492

青海 190401 161860 155646 957 328 17769 9487

宁夏 229623 177182 164007 648 2744 27378 21671

新疆 1082359 769681 647925 15345 2820 110100 1844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整理

　　2.人力资源的典型二元结构 ,人力资本成长环

境差。内蒙古地区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经济 ,其经济

结构上的典型特点是二元化。一元是技术落后 、生

产率低下 、自我雇用的传统经济部门 ,包括渔猎经

济 、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 ,分工与交换不发达;一元

是由国家移植的技术比较先进 、生产效率较高的现

代大工业经济。而且 ,这两个部门之间长期互不关

联 。与这种二元经济相联系是人力资源的二元分

布 。在总人口中 ,农业人口比重大 ,城市化水平低 ,

内蒙古人口的多数生活在农村牧区。 2003年农村

居民家庭纯收入全国平均为 2 622.24元 ,而内蒙古

农牧民家庭纯收入平均只有 2 267元 ,占全国平均

水平的 86.47%,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相比差距

更大
①
。这样的经济环境十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生

产和储备。

3.人力资源配置结构单一 ,人力资本效用低下 。

从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看:2003年底 ,内蒙古第一

产业就业人数 548.7万人 ,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高 ,

达到 54.6%,其次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为 303.9

万人 ,占总就业人数的 30.2%。最低的是第二产

业 ,就业人数为 152.5万人 , 只占就业总人数的

15.2%
①
。这与内蒙古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形成鲜

明对比 。从城乡配置看:乡村劳动力占绝对比重 。

在乡村内部 ,由于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 ,农业产业化

水平低 ,农业劳动力在多数地区占农村总就业的比

重在 80%以上;而城镇就业人员中 ,国有经济单位

的就业比重又居高不下 ,不仅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 ,

而且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就业结构比较单

一 ,行业和职业的多样化程度低 ,分工不发达 ,而分

工程度低 ,又限制了交换和市场范围的扩展 ,从而阻

碍了人力资本的流动和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 ,也就

难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高 ,最终是地区经济

的落后 。

4.人力资本流动的 “两极化 ”矛盾现象并存 。

最突出 、最棘手也是短期急需解决的是普通人力资

本难以流动和高层次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的 “两极

化”矛盾现象。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本来是市场经济

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是调整人力资源的地区 、行业结

构 、社会结构等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潜能的一个最重

要的途径 ,没有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就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市场经济。然而在内蒙古 ,由于经济发展差

距不大 ,普遍缺乏活力 ,人才使用环境恶劣 ,造成区

内流动缺乏利益方面的动力 ,加上体制 、观念等主客

观因素的制约 ,使区内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呈

现出迟滞态势 ,存在着普通人力资源多余却难以流

动 ,而高层次人力资源缺乏却又大量流失的矛盾现

象。据调查估计 ,西部地区约有 1/3的科技人员不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存在着待机向东或东南沿

海地区流动的意向 ,一旦时机成熟 ,便直接流向东部

地区 。

综上所述 ,内蒙古近年来人力资本的现实状况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有老牛拉破车之感;二是人力资

本存量低 ,特别是高层次人力资本占总人口的比例

极低;三是地区经济的落后使得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的空间狭窄 ,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低下 ,造成高层次人

力资本仍在不断流失 ,使内蒙古本就匮乏的高层次

人力资本更加奇缺。与东部地区在 “资金缺口 ”和

“技术缺口 ”拉大的同时 ,进一步拉大了 “人力资本

缺口 ”,这既是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又是下一轮经济

进程的突出制约因素。

三 、加快人力资本开发的措施

解决问题的途径 ,只能是针对上述缺陷 ,加快建

立健全培养大批高素质人力资本和吸引 、激励人力

资本 、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有效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陈耀研究

员指出的:“作为欠发达经济的开发 ,中国西部地区

不仅存在资金 、技术和人才的短缺 ,更重要的还有制

度性短缺。”
[ 4]
为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

施:

(一)大幅度提高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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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提高投资效率

教育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人力资本开发的规模和

质量。在高喊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世纪初 ,国家

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仍是十分有限 。 2003年 ,内

蒙古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总额的

1.837%,没有体现出 “西部大开发 ”的政策倾斜力

度
①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

地方政府都未能将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重

要位置上。而且时至今日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

明显滞后 ,现行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的运行

机制存在着一些难以化解的问题。首先表现为所有

者缺位 。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作为国家的代表 ,在

行政管理过程中 ,没有内在的制约和激励机制 ,难以

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次表现在教育经费

通过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两次划拨 ,降低了国家投

资的透明度 ,很容易产生使用者的 “寻租行为 ”,从

而导致国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甚至非法挪用或占

用 。

投资的不足或效率低下 必然导致产出的不足

或无效 ,导致地区经济因人才不足而发展缓慢 ,而地

区经济发展的缓慢又导致本来就不足的人力资本的

大量流失。因此 ,大幅度提高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

投资水平 ,优化国有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的资源配

置效率和运行机制 ,就成为加快人力资本的培养与

开发的重要课题 。针对此 ,首先 ,要继续加大计划生

育的力度 ,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 ,这样在国家投资不

变或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提高人均经费数量。其次 ,

提高国家财政的整体教育投入比重 ,充分发挥财政

在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同时 ,简化教育经费划

拨渠道 ,强化经费使用的审计与监督 ,以减少寻租行

为发生的机会 ,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再次 ,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 ,强化高等院校的实体地位 ,建立健全激

励和约束机制 ,着重解决所有者缺位 、教育单位行为

约束的问题 ,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二)促进非公人力资本开发制度的安排与创

新 ,拓展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开发制

度 ,应该是国家 、组织和个人所有制并存 ,政府 、组织

和个人投资并举的制度。在人力资本开发的微观层

面 ,应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 ,激励经济组织和个人投

资办学或捐资助学 ,以便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增强

我国人力资本开发的整体能力。然而在我国 ,私立

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类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历程 ,从

有到无 ,又从无到有 ,从补充到共同发展 ,走到今天

虽然从机构数量和在学人数上已经非常可观 ,但与

公立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私立教育相比 ,无论在

层次上 、质量上 ,还是在单位规模上 ,差距仍很大。

到 2003年底 ,全国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为

1 725 549万元 ,占总教育经费的 3.15%。而内蒙

古只有 7 136万元 ,只占全国该类经费的 0.41%,占

内蒙古全部教育经费的 0.835%。社会捐资和集资

办学经费 ,全国达 1 272 791万元 ,占总教育经费的

2.32%,而内蒙古则仅为 4 694万元 ,占内蒙古总教

育经费的 0.55%
①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政策引导和立法与税收鼓励就成为必要 。借西

部大开发的政策支持 ,加快有关方面的立法 ,尽快制

定非公立教育机构的产权和投资回报制度 ,加快对

非公立教育机构的指导 、监督和管理 ,使其健康成

长。

首先 ,完善教育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 、个人 、

社会团体对教育的投资 。如对于个人 、企业和社会

团体投资兴办的各种学校 、培训机构 ,对其营业收

入 、所得额予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对企业 、个人

和社会团体给予教育单位 、培训机构 、科研机构的捐

赠 ,应突破现行政策只限年度应税所得额 3%以内

给予扣除的限制 ,准予按其实际捐赠额在企业或个

人缴纳所得税前列支;对个人所得税中 ,应把教育支

出费用计入费用扣除项目 。其次 ,优化教育资金的

分配结构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 5]
。 (1)

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

责 ,对基础教育投入必须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

制 ,必须强化中央 、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事权职

责。 (2)以 “外部性”为依据对不同阶段教育实行支

持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政策 。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

品 ,外部性相当明显 ,其经费来源应当纳入国家财政

预算 ,完全由国家财政予以保证;对于义务教育应按

照 “谁受益 、谁承担”的成本分担原则 ,通过收费和

增加社会投入等途径来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 (3)

优化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地区分配结构。目前应加大

农村牧区教育的投入力度 ,尤其是对义务教育和改

变农村牧区贫困状况的农牧业职业技术教育 ,在教

育投资上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这对于加快全社

会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

(三)进行产权制度创新 ,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

率

由于人力资本在给本人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他

人或社会带来收益 ,因此 ,舒尔茨注意到了人力资本

产权问题:“那些接受了人力资本方面公共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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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应该得到这类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吗?”“这个问

题的政策含义是深远的 。”
[ 6] (P62)

同时 ,由于人力资

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更本质的作用 ,这要求社

会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做出相应的回应。 “李嘉图

和马克思的时代支配土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的

所有权制度 ,已经远远不适合于大量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的当代 ”
[ 7] (P251)

。正是由于我们在人力资本产

权制度安排上的缺失 ,人力资本效率低下成为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最突出问

题 。

然而 ,由于人力资本自身的特殊性 ,人力资本的

产权远不如 “物 ”的产权那样容易界定。关于人力

资本的产权问题 ,自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

说法不一 ,没有定论。因此 ,尽快建立和完善人力资

本产权制度 ,改进人力资本激励方式 ,建立和规范人

力资本市场 ,促进人力资本在行业 、部门和区域间的

顺畅流动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 ,

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也是内蒙古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 ,要明确人力资本的

产权 ,彻底打破传统计划体制下劳动所有权归国家

或集体所有 ,个人没有支配自己劳动成果和自身劳

动力的自由和权利的情况 。依据 “谁投资 ,谁受益 ”

的原则 ,让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

动成果或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以便促进人力资本

的投资 、交易 。其次 ,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从法律上界定

和维护知识产权 ,赋予新知识 、新技术所有者相应的

垄断权力 ,确保其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

其创新成果 ,以弥补其创新成本并进而从中获利 ,从

而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

注 释: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整理。

②　转引自张中华的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

本开发研究》, 学校代码 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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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ENDEVELOPMENTOFHUMANCAPIITALTOREALIZE

SPEEDYECONOMICINCREASEOFINNERMONGOLIA

CAOXia

(PoliticalEconomyDepartment, 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 Huhhot, China010022)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humancapitalisthekeytoeconomicgrowthofInnerMongolia.Thefollowingeffec-

tivemeasuresmustbetakentoquickenthedevelopmentofhumancapitalofInnerMongliaonthebasisofanalysing

theexistingproblems:hightentheinvestmentlevelofhumancapitalandenhancetheinvestmentefficiency;broad-

entheinvestmentchannelofhumancapital;bringforthnewideasinthesystemofhumancapitalsoastorealize

thespeedyeconomicgrowthofInnerMongolia.

Keywords　InnerMongolia;economicgrowth;developmentofhumancapit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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