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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中学”、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我国
动态比较优势增进

张小蒂　赵　榄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干中学”一直被认为是一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拓展南北贸易框架下基

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型 ,可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在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影响。企业家人力

资本丰度及企业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会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故我国应注重对企业

家人力资本的培养 ,可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 ,进而提升我国动态比较优势。

[关键词]“干中学”; 企业家 ; 动态比较优势 ; 吸收效率

″Learning by Doing″, Human Capital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Zhang Xiaodi 　Zhao Lan

( Col lege of Economics , Zhej i an 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7 , Chi na)

Abstract : The no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 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a count ryπ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By extending the technological

p rogress model derived f rom ″learning by doing″in t he Nort h2Sout h t rade f rame , we find t hat the

ent rep reneursπ human capital is t he key factor which affect s t he technological p rogress and the

economic growt h of a count ry. By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st udy on t he ent rep reneursπ human

capital and t he ″learning by doing″effect in t he hi2tech indust ry , it reveals t hat in t he long run ,

t he former exert 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 The policy connotation of t he st udy is clear ,

indicating t hat t he density of t he ent rep reneursπ human capital and t heir ability to detect , learn

and use a new technology do affect t he technological p 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 tention to fostering the ent rep reneursπ human capital . Supportive policies t hat



encourage t heir innovation undertakings should be made to f urt her enhance t 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 ″learning by doing″; entrepreneurs ;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 absorption efficiency

自亚当 ·斯密创立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 ·李嘉图创立比较优势理论以来 ,经济学家们已经从

各个方面证明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有效性 ,它也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实践中 ,各国也纷纷根

据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国际分工 ,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正是

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使经济保持了年均 10 %左右的增长速度 ,

这可以说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成功实践。然而 ,近年来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发展中国家长期利

用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分工有可能导致技术和产品的“低端锁定”。如 Young 就认为 ,基于传统比较

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会强化已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 ,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

的产品 ,经济难以实现持续增长[1 ] 。杨小凯也指出 ,一旦人们专业化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就意味着

放弃另一产业的生产 ,从而使得另一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 ,进而强化原有的比较

优势[ 2 ] 。郭熙保等人也认为 ,落后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往往只能从事传统部门的生

产 ,这就很可能导致技术的锁定 ,进而陷入依附性发展的陷阱[3 ] 。因此 ,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际分

工的产业选择时就面临如下问题 : 是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产业继续从事专业化生

产 ,还是进入目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在将来有可能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开展

生产。

众所周知 ,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 ,那么若该

国其他部门技术水平提高的潜力未被完全发掘 ,则可能导致该国未能在具有潜在生产率增长相对

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 ,结果造成动态福利的损失 ,未能获取长远的利益。殷德生

在 Redding[4 ]和贾良定[5 ]的基础上 ,通过严格的数学推理 ,证明了按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

不一定能使贸易利益增加的结论 ①。一国按照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很有可能与其长

远利益相违背 ,因此 ,我们必须追求能体现长远比较利益的动态比较优势。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 ,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快动态比较优势提升也就成为我们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一、基于“干中学”的动态比较优势增进———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仍沿着李嘉图的模型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 ,但从动态角

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

的动态比较成本理论、赤松要与小岛清的“雁行”理论、美国学者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 [ 6 ] 以及巴

拉萨的阶梯比较优势理论。这些理论认识到要素比例和技术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客观存

在的 ,承认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发生动态演变和转移 ,从而将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向前推

进了一大步。然而 ,上述理论仍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到了 20 世纪 80 年 ,

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增长与国际分工的变

化 ,重点研究了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演进。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动态比较优势来

源和形成的探讨上 ,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源于“干中学”、源于创新以及源于内生个人专业化三

个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是制约其经济发展和高级比较优势形成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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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殷德生《报酬递增、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内贸易》,华东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37248 页。



因。历史上后发国家实现赶超 ,绝大多数都要经历引进、消化吸收再到实现自主创新的过程。

卢锋就指出 ,发展中国家要通过边干边学的技术积累 ,从简单的零部件装配活动逐渐进入较低

技术要求的零部件生产 ,最后上升到关键性零部件的生产 ,从掌握外围技术入手 ,逐渐掌握现代

产业的核心技术 ,并发展出本国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 7 ] 。因此 ,我国要追求体现长远比较利益

的动态比较优势 ,从“干中学”入手将是最为现实和有效的途径。关于“干中学”效应对动态比较

优势的形成与演进作用的阐述 , Krugman、L ucas、Young 等人曾有过相互继承和发展式的研究。

Krugman 对“干中学”效应下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机制进行了分析 ,认为部门专业化的模式一

旦确定就很难更改 ,这种专业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 ,而专业化过程

中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是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实现的 ,专业化于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以及过度紧

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损害长期的贸易福利[8 ] 。因此 ,一国在国际分工中应慎重选择具有潜在比较

优势的产业 ,并在“干中学”效应下使其不断增强 ,这一思路也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L ucas 从“干中学”影响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角度考虑了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干中学”效应的情

况 ,指出了不同产品的选择对动态比较优势演进的重要影响。L ucas 强调 ,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将

影响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而人力资本的积聚是通过“干中学”来实现的。考虑到专业化于不同的

产品生产将导致不同的人力资本增长 ,一旦一国选择了擅长生产的产品开展国际分工 ,就会通过

“干中学”效应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 ,进而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9 ] 。Young 对 L ucas 的模型进

行了扩展 ,将国家分成发达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 ,认为产品的复杂

程度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而“干中学”的外溢效应也随着产品复杂程度的上升而增加[1 ] 。

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于复杂产品的生产 ,“干中学”外溢效应就比专业化生产简单产品的不发达国

家要强。因此 ,不发达国家很难实现赶超 ,只有在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进步将原有产业转移到不发达

国家时 ,不发达国家的“干中学”效应才会上升。L ucas 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模型 ,强调相对于物质

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主导性 ,而“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

式[10 ] 。一国经济通过不断生产“质量阶梯”上更高层次的产品来获得更强的“干中学”效应 ,从而加

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国家间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率 ,就是源于人力资本从简单产品生产部

门向复杂产品生产部门转移速度和程度的差异。

沿着 Krugman 等人的思路 ,笔者认为 ,在“干中学”促进一国动态比较优势提升的过程中 ,人力

资本将起到积极作用。而在各类人力资本中 ,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总是处于

配置和控制其他资源的核心地位 ,所以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为关

键的主动性要素资源。在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竞争的今天 ,企业家这类异质型人力资本理

应被视为我国可以利用的重要比较优势。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较好利用将大大加快我国比较优势的

动态提升 ,进而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持续获取较多的比较利益。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在通过“干中学”实现动态比较优势提升的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

“干中学”效应的作用机理。

二、模型的描述和分析

(一) 模型描述

本文沿用了 Krugman 的简单南北贸易框架[11 ] ,并扩展了庄子银提出的南方模仿模型[12 ] 。本

模型属于连续时间模型 ,存在两个国家 ,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 N 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S ,

每个国家都有两个部门 ,一个产品生产部门和一个用于增加知识存量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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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N 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为方便分析 ,本文假设发达国家以一个外生不变的比率进行新

产品的创新。发展中国家 S 则通过“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 ,由于“干中学”是企业家为了实现利润

最大化而进行的生产活动 ,其间充满了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 ,“干中学”外溢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

家对先进适应性技术的识别能力以及对技术消化吸收并进行二次创新的决策和组织能力 ,因此 ,

“干中学”的过程就内生为企业家活动的过程。

假定所有个人具有无限生命和相同的偏好 ,代表性个人的跨时效用函数为 U =∫
∞

0

u( c) e-ρt dt ,

其中ρ为时间偏好率 , u ( c) 为个人瞬时效用 ,这里采取 CES 形式。假定发展中国家 S 所有产业都是

对称的 ,企业家均从事生产性活动和基于“干中学”的研发活动 ,设 e( t) 为 t时刻代表性产业中企业

家的比例 ,进而总人口中企业家的比例也为 e( t) 。再设每个人在每个时刻可提供的劳动为 h( t) (外

生的) ,他要么选择成为企业家 ,要么选择成为企业家的雇员 ,并在长期内可以改变自己的职业。雇

员为企业家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 ,企业家模仿和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相关产业中既有的知识存量 ,组

织雇员进行生产。因为 e( t) 为代表性产业中企业家的比例 ,并且令 e( t) ∈(0 ,1) ,则 1 - e( t) 就是代

表性产业中的雇员比例 , [1 - e( t) ] h( t) / e( t) 就是每个企业家雇佣的劳动投入。ah 为雇员在进行

“干中学”时花费在对先进技术进行模仿和消化吸收中的劳动份额 ,对应地 ,1 - ah 为花费在产品生

产中的劳动份额。同样 ,令 k 为每个企业家可以支配的资本存量 ,其中 ak 的份额用于“干中学”时对

先进技术进行模仿和消化吸收 ,1 - ak 的份额用于产品生产。考虑到模型分析的方便 ,本文仅令 ah

是动态和内生的 ,而 ak 是外生和一定的。此外 ,由于一个部门对一种思想或知识的使用不会影响其

在别的部门的使用 ,所以两个部门都使用全部的知识存量 A s ,设代表性企业家的生产函数具有柯

布—道格拉斯的形式 , 在 t 时刻生产的产品数量为 :

y ( t) = [ (1 - ak ) k ( t) ]
α

{ A s ( t) [1 - ah ( t) ][1 - e( t) ] h( t) / e( t) } 1 -α , (1)

其中 0 <α < 1 , A s ( t) 为 t 时刻的知识存量 , 是技术水平的表征。

根据 (1)式 ,人均资本的运动方程为 :

k ( t)
·

= y ( t) - c( t)

　　　　= [ (1 - ak ) k ( t) ]
α

{ A s ( t) [1 - ah ( t) ][1 - e( t) ] h( t) / e( t) } 1 -α - c( t) 。 (2)

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干中学”实现的技术进步 ,不仅依赖于投入的资本、劳动的数量、本产业

中既有的知识存量 ,而且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 A n 。而外溢的程度和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发展

中国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丰度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企业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本文对

发展中国家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方程采取一般化的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 :

A s ( t)
·

= B [ ak k ( t) ]
β

{ ah ( t) [1 - e( t) ] h( t) / e( t) }
γ

A s ( t)
θ

[ e( t) A n ( t) ]
φ

, (3)

其中 B > 0 是转移参数 ,β≥0 ,γ≥0 ①,参数θ反映了现有知识存量对研发成败的影响 ,由于过去的

研发可能会提供思想和工具 ,它们使将来的研发更为容易 ,因此我们令θ> 0 ②。ak k ( t) 和 ah ( t) [1 -

e( t) ] h( t) / e( t) 分别是企业家投入“干中学”模仿活动中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 , A s ( t) 是产业中已有

的知识积累 , [ e( t) A n ( t) ]
φ 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的外溢效应。如前所述 ,在给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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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并未假定知识的生产函数关于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不变 ,因为在知识生产中 ,完全复制现有的投入品会导致同样的

发现被进行两次而A
·
不变 ,因此研究和开发部门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性。

当然 ,由于最先得到的发现可能是最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存量越大 ,得到的发现就越难 ,因而θ也可能为负 ,但一般

仍认为现有知识存量对将来的研发会产生积极影响。



国家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情况下 ,外溢效应不仅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丰度

e( t) (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丰度越高 ,则引入先进技术的机会也越多) ,也取决于企业家人

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φ(0 <φ≤1时 ,表明企业家在“干中学”过程中对技术

的消化吸收程度并未超越引入的技术本身 ;φ > 1 时 ,表明企业家在“干中学”过程中在对技术消化

吸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二次创新 ,使新技术更适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

(二) 最优路径求解

对最优路径而言 , 代表性消费者和企业家的最大化问题是在 (2) 式、(3) 式以及 A s ( t) =

A n ( t) (对所有的 t) 的约束下 ,极大化方程 U =∫
∞

0

u( c) e-ρt dt 的目标函数 ,也就是选择 A s ( t) 、A n ( t) 、

k ( t) 、c( t) 、ah ( t) 的路径。

本文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来求解最优路径的问题 ,获得发展中国家产业内最优技术进步率 :

g0 =
A
·

s

A s
=

B ( ak k)βA
θ+φ- 1
s e

φ
a
γ- 1
h [ (1 - e) h/ e]

γ
[γ(1 - ah) + (θ+φ) ah ] - ρ

(θ+φ +β+σ) - 1
。 (4)

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 e在不同的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效率φ下对技术进步率 (同

时也是对经济增长率) 的影响。由于本模型是基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型 ,在知识生产中完全复制

现有的投入品会导致同样的发现被进行两次而A
·

不变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开发部门很可能存

在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情况 (本文只讨论这种情况) ,从而使得β+γ≤1 ,进而 0 <γ< 1。另外 ,本模

型也不失一般性地只考虑消费的边际效用为正的情形 ,即σ> 1 ,此时(θ+φ+β+σ) - 1 > 0。

在 0 <φ≤γ的情形下 ,随着 e的增加 , gA 递减 ,这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

长率负相关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产业中所占比例越高 ,技术进步越慢 ,经济也越不发达。在φ >γ的

情形下 ,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 在 e ∈(0 ,1 - γ/φ) 时 ,企业家人力资本 e对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

长率存在积极影响 ,随着 e的增加 , gA 表现为递增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产业中所占比例越高 ,技术进

步就越快 ,经济发展水平也更高 ;在 e ∈ (1 - γ/φ,1) 时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

率负相关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产业中所占比例越高 ,技术进步将变慢 ,经济发展也趋缓。上述分析结

果表明 : 当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干中学”过程中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效率φ低于产业内雇员对技

术进步的贡献率时 ,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在产业内的增加将产生“低效率的过度竞争”,大量技术识

别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足的企业家群体在产业内积聚 ,可能对用于技术模仿和二次创新的研发投入

产生较多“误配置”,进而对产业内技术进步形成消极影响 ;而当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干中学”过程

中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效率φ高于产业内雇员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时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技术

进步的作用将凸显出来 ,具有较高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能力的企业家群体数量的增长 ,将对产业内

雇员较低的研发效率产生“替代”效应 ,从而形成“高效率的良性竞争”;当然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产

业内的比例不能过高 ,否则同样会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三、“干中学”效应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我国高技术产业 ①中“干中学”效应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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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的分类方法 ,我国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五大类产业。



相关性进行检验。

(一) 数据准备

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高技术产业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干中学”效应的关

系。之所以选取高技术产业进行研究 ,是因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所要求的整体技术水平较高 ,而我国

高技术产业原有的技术基础又很薄弱 ,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较大 ,这就给企业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

“干中学”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由此产生的“干中学”效应可能也更为显著。“干中学”原本的含义是

生产经验积累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正如 Krugman 所

指出的 ,产业中过去积累的产量决定了当前的生产率[8 ] ,这意味着可以用产业中过去积累的产量来

表征“干中学”效应的大小。因此 ,本文选择1995 —2006年间取自然对数后的高技术产业的累积总

产值 (ln T GDP)作为衡量“干中学”效应大小的指标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以 1995 —2006

年间取自然对数后的大型和中型高技术企业的数量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度量 (ln E) ,企业数量

越多 ,该产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丰度也越高 ①。

(二) 实证检验

若变量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则无法使用 OL S 回归法 ,而需要采用协整和因果检验方法来考

察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若存在协整关系则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本文先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因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而对检验结果带来负

面影响 ,本文同时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中被广泛使用的 LL C(Levin , Lin &Chut)和 ADF2Fisher 方

法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

表 1 　对各时间序列数据的 LLC和 ADF2Fisher 单位根检验

ln T GDP Δln T GDP ln E Δln E

LLC 检验值 0. 326 78 - 24. 364 4 1. 308 60 - 6. 278 62

LLC 对应的 P值 0. 628 1 0. 000 0 0. 904 7 0. 000 0

LLC 检验结果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ADF 检验值 6. 914 47 51. 988 3 9. 774 26 32. 328 7

ADF 对应的 P值 0. 733 5 0. 000 0 0. 460 5 0. 000 4

ADF 检验结果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两种检验方法均显示 ,ln T GDP 与 ln E 的水平变量并不平稳 ,而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的 ,这

符合协整检验及 Granger 因果检验对变量平稳性的要求。

利用 E2G协整检验的方法 ,首先对 ln T GDP 与 ln E 进行 OL S 回归分析 ,在此之前先对模型采

用个体固定效应或个体随机效应进行 Hausman 检验 ,得到相应的 H 统计量的情况 ,如下页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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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大中型企业高技术产业的历年总产值、表征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的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的数量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版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3 —2007 年) , (北京)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003 —2007 年版。



表 2 　“干中学”效应与企业家人力资本模型的 Hausman 检验结果

H 统计量 Hausman 检验临界值[χ2
0. 05 (1) ] 结 　论

6. 556 3. 841 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2 可以发现 ,本文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①:

ln T GDP = - 4 . 229 + 2 . 116ln E。 (5)

　　　　　　　( - 2 . 303) 3 3 (6 . 747) 3 3 3

R2
adj = 0 . 617 , 　F = 20 . 044。

对方程 (5)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此处采用 ADF 检验)发现 ,数值为28. 610 9 ,低于

1 %的临界值 ,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表明 ,lnTGDP 与 ln E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 ,这一结果

也是分析 lnTGDP 与 ln E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的基础。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建立误

差修正模型 ( ECM) ,利用 lnTGDP 与 ln E系数的显著性来检验两者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为了得到需要的动态误差项 ,本文估计 ln T GDP 与 ln E 之间的长期模型形式 (6) ,得到估计的

残差。然后估计含有动态误差项的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参见 (7)式和 (8) 式 ,其中Δ

表示一阶差分 , k 是滞后长度 ,文中选择滞后长度为一阶 ②。

ln T GDP it =αi +βi ln Eit +εit , (6)

Δln T GDPit =θ1 j +λ1 iεit - 1 + ∑
k

θ11 ikΔln T GDPit - k + ∑
k

θ12 ikΔln Eit - k +μ1 it , (7)

Δln Eit =θ2 j +λ2 iεit - 1 + ∑
k

θ21 ikΔln T GDPit - k + ∑
k

θ22 ikΔln Eit - k +μ2 it 。 (8)

检验两变量的短期因果关系可以通过检验方程 (7) 中的 H0 ∶θ12 ik = 0 或者检验方程 (8) 中的

H0 ∶θ21 ik = 0 ;而对长期因果关系的检验可以通过检验残差项前的长期调整系数来完成 ,也就是检

验方程 (7) 中的 H0 ∶λ1 i = 0或是方程 (8) 中的 H0 ∶λ2 i = 0 ,并且这些检验都可以通过 F检验完成。

如果计算的 F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α下 F 分布的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从而认为变量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根据上述方法 ,我们得到如下 F统计量 (见表 3) ,并与相应的临界值作比较 ,从而作出接受还

是拒绝原假设的决定。

表 3 　“干中学”效应与企业家人力资本 Granger 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

F值 短期 长期

方程 (7) 0. 289 0 2. 030 5 3

方程 (8) 0. 635 9 0. 343 5

临界值 1. 77 1. 77

　　注 : 3 表示在 10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即 Granger 因果关系成立。

从表 3 可以知道 ,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短期内的因果关系是不

显著的 ,而在长时期内两者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这说明在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

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笔者认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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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统计软件为 Eviews 5. 0 , 回归方程下面括号中为系数 t 值 , 3 3 3 表示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 , 3 3 表示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

滞后长度 k 的选择是根据两个模型的估计值最优来判断的 ,也就是同时使两个模型的估计值达到最优时选择的一个最

大值。



于“干中学”效应体现为企业在研发和生产中不断获取更高技术和更丰富生产经验的过程 ,并非一

蹴而就的。因此 ,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的增长在较短时期内并不能迅速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和创

新能力 ;而在长期内 ,则通过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 ,最终提升本国该

产业的技术水平。

四、结　论

本研究是对基于“干中学”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拓展 ,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

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及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

键因素。本文继承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 ,运用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论

证了我国动态比较优势构建过程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干中学”外溢效应存在的关系 ,从而得出以

下几个重要结论 :

1. 企业家人力资本有助于企业“干中学”效率的提升 ,进而加快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

“干中学”指的是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与过去的活动措施 (如过去累积的产出或投资)之间存在着一种

正向联系。这种正向联系是通过学习过程中知识的外溢产生的。知识可分为编码化知识 ( know

what)和隐含经验类知识 (know how) ,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禀赋突出地表现为对生产活动中隐含

经验类知识的掌握。这些隐含经验类知识可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组织和管理企业 ,挖掘和发挥本

地区所拥有资源的比较优势 ,搜寻、引进与消化吸收本区域稀缺的资源 ,发现、把握与创造商机 ,对

来自全球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创造性的新组合 ,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企业基于一揽子要素优化

配置的“干中学”效率及经济增长效率。

2. 对行业的准入限制以及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会使企业家更多聚集在“干中学”效应较弱

的出口加工行业 ,不利于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目前 ,民营企业在部分产业上仍存在进入壁

垒 ,尤其是对电信、金融、城市基础设施等新兴服务业以及一些重化工行业均有管制性的准入条件。

另外 ,近年来大规模的外资引进虽然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但也对民营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

应 ,使得许多企业失去了“干中学”的机会。政府的管制、外资企业的“挤出”以及民营企业自身竞争

能力的不足 ,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中小企业扎堆在技术层次较低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根据统计测

算 ,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从 1981 年的 26. 35 亿美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9 860. 35 亿美元 ,加

工贸易占整个进出口的比重也从 1981 年的 5. 99 %上升到 2007 年的 45. 36 %[13 ]709 。如此高的比

例 ,伴随的是企业家大量集聚在加工行业 ,而这些加工行业的研发部门往往设在发达国家 ,这种

“干”与“学”的国别分离导致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无法接触最前沿的先进技术 ,也就无法通过“干中

学”实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从而造成企业家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局限。当前 ,面对人民币的持

续升值、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出口市场由于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需求缩减等严峻形势 ,应逐步放

松对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 ,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竞争 ,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更为广阔的

平台。

3. 企业家群体的文化素质仍然偏低 ,加快其知识结构的升级将是进一步提升“干中学”效率的

重要保障。以浙江为例 ,第一代创业者中 80 %出身农民 ;就文化教育程度而言 ,50 %小学 ,30 %初

中 ,10 %高中 ,大学几乎为零 ,还有少数为文盲[14 ] 。这些企业家具有较强的决策和执行能力 ,但对

现代知识和高新技术的接受和消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这一现状对浙江经济最大的制约在于 ,以低

价竞争为特征的企业发展策略长期存在 ,产业同质化严重 ,品牌意识淡薄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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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干中学”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效率大打折扣。因此 ,我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应注

重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以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 ,引进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品 ,摆脱在全

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和利益扭曲的不利局面 ,进而提升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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