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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教育学与经济学
两分法的形成与归一

王云多，　董　勋，　李丽娜，　李晶莹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随着知识日益重要，要求更加明确分析人力资本的生产和使用。通过探析人力资
本生产和使用研究中教育学和经济学两分法的形成过程，进一步从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中教
育学和经济学的联系出发，提出在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问题上两分法归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述经济学在这一传统教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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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学与经济学有关人力资本生
产和使用两分法的形成

随着知识变得日益重要，教育问题成为社会
关注的热点，要求更加明确分析人力资本的生产
和使用，针对如何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质量，
如何通过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和挣得能力成为

问题的关键。教育是一个能够用于分析经济增长
或评价人力资源开发等公共政策的重要量纲。通
过学习可以实现个人技能、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和
自我选择能力的提高。但是，在人力资本生产和
使用问题上，教育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研究领域有
着不同的理论观点。

在１９６０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舒尔茨
（１９６１）使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对人的投资（人力资
本生产和使用）问题，明确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
育、健康改善和迁移［１］。人力资本投资可增加知
识和技能，进而增加就业机会。与人力资本理论
不同，按照教育学的理论，存在许多获得这些知识
和技能的方法，这些知识和技能分为三部分：基本
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复合技能［２］。基本技能包
括基本教育（读、写等）能力。职业资格技能涉及

知识应用，专业技能的工作导向开发，小组作业技
术。复合技能包括有效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分享的
能力，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协作和协调的
能力，解决冲突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也包括人
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技能。传统的教育理论认
为，这些能力都可通过教育获得，未从经济学角度
考虑教育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二、教育学与经济学有关人力资本生
产和使用两分法归一的必要性

（一）经济角度提高人的能力离不开教育

基本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复合技能的积累
对人的能力有不同的影响。

首先，基本技能既能增加个人的选择能力，也
能增加个人的认知能力。受过基本教育使个人能
够较容易的实现自尊和得到社会认同，使个人易
于参加团体活动或获得医疗卫生和安全保障等方

面重要信息的机会。这能增加个人的选择能力，
也增加个人对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控制能力。此
外，能够从方法上处理理论和应用学科的原理，促
进自主学习，获得创造性思维和特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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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职业资格技能不仅提高职业导向技能，
而且能够将基本技能应用于操作任务实践，增加
得到一份令人满意工作的可能性，实现经济上自
给自足。因此，职业资格技能影响经济状况、预期
寿命和社会技能。可是，在试着通过工作导向学
习过程扩大能力外延时，必须考虑一些因素。主
要有两点因素：一方面，职业资格技能必须满足个
人的实际职业技能和社会经济制度特征。在当前
经济制度中，职业资格技能必须被转化为专业知
识。这一转化可能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
外在作用下形成，尤其制度环境和公共政策在培
育生产性和工作导向性教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职业资格技能需要有良好的基础。缺
少基本技能将使理论和基本概念很难转换成实际

可操作原理。与此类似，随着信息时代、知识共享
时代的来临，需要有能沟通信息资源的职业，需要
有处理知识的职业，需要有参加正规和非正规知
识网络的职业。在这方面，能够通过使用复合实
用技能中相互沟通的能力帮助技能做得更好。

再次，复合技能涉及个人特征（即谈判和处理
关系的能力）。这些特征应与更多生活技能和机
会相一致。能够顺应和把握这些变化，接受新思
想、新方法或思考问题的方式，将在全球化市场中
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时代灵活性、可塑性对
于个人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认同是必要的。
不具备信息时代应有的这些能力，将不能充分利
用和甚至浪费专业化技能，难以实现知识或信息
资源共享，可能导致人生设计出现重大失误。因
此，应增强人力资本复合技能，以提高个人的能力
和机会。

教育可提高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
可用于劳动力市场生产性活动。离开学校后，可
通过职业实践和额外培训获得知识和技能。并非
所有学习方法都能用于生产知识和技能，学校可
通过不同方式组织教学，教学方法的影响可能存
在潜在不同。

（二）教育过程也离不开经济思维

在人们充分了解如何学习以及劳动力市场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有关课堂上如何组织
教学和工作中如何学习等问题的思考与经济分析

密切相关。贝克尔（１９６６）揭示当人们选择具有最
高回报的投资时，人力资本———由其产生的收入
测量———仅依赖于学习过程中的投入，或者由货

币值测量或者由花在教育上的时间测量［３］。尽管
一方面既是教育经济学又是劳动经济学，另一方
面是教育学，在研究教育和培训问题上，他们各自
有着独立的研究领域。最优投资行为的假定在教
育学和经济学之间创建了一个两分法，在两分法
中，教育学家正寻求教育人的最好方法，为了研究
教育的边际投资是否和边际收益相等，经济学家
仅考虑额外增加一年教育的收益或增加教育预算

的收益。有关教育的私人和社会回报的知识，提
供了回答最优教育投资应该为多少，政府应分担
多少等这些问题的充分信息。

为了估计由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等学习过
程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常使用明瑟收入函
数方法［４］。明瑟收入函数将工资收入同通过学习
过程获取的人力资本联系起来，被表达为在一个
特殊学习环境中所用年限的线性函数，知识和技
能的逐渐贬值可通过人力资本折旧得以说明［５］。
为了回答教育投资是否足够多，以及政府应该给
予多少教育补贴。经验工作更强调教育收益率的
精确测量，承认人们之间在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差
别。这些差别既影响教育投资的最优数量，也影
响教育投资的最优回报，构建一个测量教育收益
率的内生决定模型，要求构建合适的统计方法。

三、教育学与经济学有关人力资本生
产和使用两分法归一的可行性

教育学和经济学有关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两

分法归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这是由于
重要的经济问题不仅包括教育投入究竟应该多

少，而且包括：（１）哪些技能应集中考虑劳动力市
场的复杂性；（２）人们获取这些技能的最好方式是
什么？（３）如何安排、设计针对学生、家长和教师
的正确激励机制，以实现学习成绩最优化。基于
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取消经济学和教育学两分
法，用经济学分析学习过程，明确人们工作中使用
技能的方式。

国内学者很少提及人力资本的生产和使用问

题。国外一些学者有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提及到
这一特殊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明确分析了人力资
本的生产和使用。

一个最重要的有关在学校应学到的经济问题

是指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类型。贝克尔区分
了两类人力资本：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和普通人
力资本［６］。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仅适用于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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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普通人力资本能转移到其他企业。在一个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仅考虑提供企业特
定技能的培训，雇员支付任何形式的普通培训。
假定人们获得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获得最高

回报，不需要知道这些技能的本质，仅需要知道他
们的交易性。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的需要不同
且不断变化。因此，任何人不可能拥有劳动力市
场不同技能需求的确切信息。Ｓａｔ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区
分了技能的多层次性，证实技能需求这些年来已
经改变［７］。Ｍｕｒｎａｎｅ等（１９９５）提出了认知技能
日益重要［８］。Ｇｏｕｌｄ（２００２）指出普通技能日益重
要［９］。Ａｕｔｈｏｒ等（２００３）揭示劳动力市场的计算
机使用改变了技能需求［１０］。

除了技能价值的改变，在课程安排上也存在
固有的均衡。在这方面，学术和职业技能间的不
同受到关注，Ｂｉｓｈｏｐ（１９９５）强调多数生产性工作
直接源于社会能力（如好的工作习惯和人际交往
能力）和认知技能（不仅包括读、写和计算能力，还
包括工作中形成的认知能力）。他进一步阐明读、
写和计算能力有助于个人了解职业特有和工作特

有的技能［１１］。Ｈｅｉｊｋｅ等（２００３）通过对高等教育
毕业生的研究得出，如果在他们的研究领域内找
到工作，在教育中获得的职业技能使人直接具有
生产力，而普通技能对于适应非所学领域的工作
和获取职业内更新的技能很重要［１２］。因此，在学
校学习各类技能的重要性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不

确定性，人们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演变为教育和
经济问题间的差别。

其次，人们能在学校学习，也能在工作中学
习。这也导致有关课程体系的经济问题。一个有
趣的例子涉及到有关工作中计算机的日益重

要［１３］。对这一变化的回应是课堂上更加重视计
算机操作技能。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ａｎｄＴｅｒｗｅｅｌ（２００４）并
未发现计算机操作技能和工资间存在明显联

系［１４］。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计算机操作技能
易在工作中取得，在学校学习这些计算机操作技
能，仅能代表在离开学校后更容易将其和生产性
劳动紧密联系起来。学校课程设置的决定不仅依
赖于技能的价值和生产技能的成本，而且依赖于
今后获得这些技能的机会。这将教育学和经济学
做了整合。用这种方法设置课程，不仅能使人们
同时学习几种技能，而且也能将工作中学习和生
产性活动紧密结合，这些链接生产的形式可能使
课程分析复杂化。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是人们获取技能的最

佳方式是什么，或者假设时间和可用预算已知，教
师和学生如何最优化这些资源，以尽可能多地学
习，或者假定政策不仅能影响这些投入，而且能影
响这些投入的使用方式。在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回
报研究中，教育过程通常仍被看作一个黑箱，可是
一些特殊的问题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Ｌａｒｙ（１９９９）、Ｒｉｃｅ（１９９９）、Ｄｏｂｂｅｌｓｔｅ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关注了班级人数和上课时间效应［１５１７］。

Ａｎ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Ｌａｖｙ（２００２）研究了信息通信技术对
学生成绩的影响［１８］。打开这个黑箱事实上意味
着研究教育生产函数［１９２０］。参照教育生产函
数［２１２２］，将学生的教育水平描述为他们个人特征
和能力的函数，这一贡献来自他们家庭、学校的办
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这些教育介入的理论
研究揭示在班级内部经济考虑在解释投入对成绩

的影响时起着重要作用，教师的行为可能依赖于
环境，教育可能更是以教师为中心或更以学生为
中心，学习环境可能或多或少激发学生。就学生
而言，获得一个专业学位不仅受已有教学方法影
响，也受其他制度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有关可用预
算水平的规则、可实现的最终学历、考试方法、学
生选择、可用的教学方法和学校自主化程度等制
度因素制约专业学位的获得。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１）
揭示在英国读写素养课的引入大大提高了成

绩［２３］，读写素养课在没有增加可用预算约束的情
况下改变了教学方式和方法，提供了实践教学行
为远非最优的证据，结果表明教学方法效率的经
济分析非常有用。

就如何安排、设计针对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正
确激励机制，以实现学习成绩最优化问题。Ｈａ
ｎｕｓｈ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在教育的同伴效应研究中指
出经济机制起着重要作用［２４］。有大量证据证实
学生学习成绩受他们同伴影响，学生成绩依赖于
对其他人行为的研究（不仅仅是他们的个性特性
和社会背景），这会导致个人最优行为和群体最优
行为之间的差异，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被分析。

即使个人拥有有关教育水平的所有决定因素

的信息，然而仍难以估计他们对学生的影响。例
如生产函数没有考虑决策者的投入，而决策者可
能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利益，而这些兴趣、利益可
能不和他们学生的兴趣、利益一致。如果个人没
有注意这些兴趣、利益，可能会影响课程设置和教
师工资，可能在学校和教师中引发无意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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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影响某些群体或学生的最优学习结果。
这些例子揭示了许多有关人们使用技能方式

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做了详细的
描述。可是，传统上这些是教育学研究的领域。
通过考察人们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思考、学习和使
用技能，表明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作出了贡献。

四、结语

尽管教育学和经济学已经集中研究了教育和

学习，但是传统上仍存在一个两分法，在两分法中
教育学家关注如何改善学习方法问题，而经济学
家关注既定生产过程的效率，强调人力资本最优
投资数量。随着知识日益重要，随着劳动力市场
的日益不确定，以及人们获取技能的方式更加复
杂，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生产车间，需要经济学去更

详细调查人力资本的生产和使用。在市场经济社
会，教育离不开经济学，学校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用
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和人力资本理
论等来组织教学，使学生意识到学习的经济收益，
才能提高学生的成绩和能力。企业员工在生产车
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无论是普通技能还是特殊
技能，这些技能的获得和使用也离不开经济学，只
有用经济学方法组织生产，才能产生最佳的个人
和社会收益。这既有利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教育
的发展，因为经济快速发展，既为教育发展注入资
金，也能实现教育的经济功能。许多问题看上去
像是教育问题，实际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应取消
教育学和经济学两分法，将其合二为一，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

参考文献：

［１］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１，５１（１）：１１７．
［２］王云多．能力、人力资本与教育［Ｊ］．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２００９（３）：１２９１３３．
［３］ＢｅｃｋｅｒＧ．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６，７６（２）：６３５６３８．
［４］ＭｉｎｃｅｒＪ．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
［５］Ｒｏｓｅ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１９７５，２４
（３）：１９９２３２．

［６］Ｂｅｃｋｅｒ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６２，７０
（５）：９４９．

［７］Ｓａｔｔｉｎｇ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３１（２）：

９１１９１３．
［８］ＭｕｒｎａｎｅＲＪ．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ｗａｇ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５，７７（１）：２５１２６６．
［９］ＧｏｕｌｄＥＤ．Ｒｉｓｉｎｇｗａｇ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０５１４７．
［１０］ＡｕｔｏｒＤ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１８（４）：１２７９１３３３．

［１１］ＢｉｓｈｏｐＪＨ．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ｒｉｓｋｙｏｕｔｈ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１９９５，２３
（６）：３４４２．

［１２］ＨｅｉｊｋｅＨ．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ｊｏｂ：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ｉｃ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Ｊ］．Ｌａｂｏｕ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０（２）：２１５２２９．
［１３］ＧｒｅｅｎＦ．ａｎｄＤ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Ａ．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ｋｉｌｌｓ［Ｊ］．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４，５６（３）：３７１４０６．
［１４］ＢｏｒｇｈａｎｓＬ，ＴｅｒＷｅｅｌＢ．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ｎｅｗ

ｂａｓｉｃｓ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ｔｈ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Ｊ］．Ｌａｂｏｕ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

１１（１）：８５９８．
［１５］ＡｎｇｒｉｓｔＪ，ＬａｖｙＶ．ＵｓｉｎｇＭａｉｍｏｎｉｄｅｓ’ｒｕｌｅｔｏ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ｓｉｚｅｏｎ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１４（３）：

５３３５７５．
［１６］ＲｉｃｅＪ．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ｓｉｚｅ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２１（４）：２１５２３０．
［１７］Ｄｏｂｂｅｌｓｔｅｅｎ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ｓｉｚｅ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ｒｅｃｌａｓｓ

ｓ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２００２，６４（２）：１７３８．
［１８］ＡｎｇｒｉｓｔＪ，ＬａｖｙＶ．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ｕｐｉ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１１２（４）：７３５７６５．

（下转第１５页）

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６卷　



协调机制研究［Ｄ］．江苏：南京大学，２０１１．
［９］刘静卜，李朝明．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

研究［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１，２８（８）：８３８７．
［１０］丁红红．基于博弈论的供应链管理中的企业合作问

题的研究［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３）：２０２４．
［１１］仇明全．企业合作关系、供应链效应和企业绩效间关

系实证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０７．
［１２］李铮．组织间关系协调的合作利益模型实证研究

［Ｄ］．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０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Ｍ

ＸＵＮａ１，ＷＡＮＧＲｕｉ２，ＷＡＮＧＨｕ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ｅｎｈｕａＧｒｏｕｐ，Ｂａｏｔｏｕ０１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ｈｏｗ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ｏｒｄｓｓｉｘ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ｕｓ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
（责任编辑　田丽红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４页）
［１９］Ｃａｒｄ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Ｄｏｅｓｓｃｈｏｏ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ｔｔｅｒ？Ｒｅ

ｔｕｒｎｓ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２，１００（２）：１４０．
［２０］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１４（２）：４９７５３２．
［２１］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ｈｏｏ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６，２４（３）：１１４１１１７７．

［２２］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Ｊ］．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１９
（３）：１４１１６４．

［２３］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Ｂ．Ｐｅ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ｒｏｏｍｍａｔｅ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１６（５）：６８１７０４．

［２４］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Ｄｏｅｓｐｅ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３，１８（２）：５２７５４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ｏｆ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ＡＮＧＹｕｎｄｕｏ，ＤＯＮＧＸｕｎ，ＬＩＬｉｎａ，ＬＩＪｉｎｇ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ｅ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ｉｓｅｔｈ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ｙ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ｈｏｗｉｔ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ｉ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ｗ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ｕ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ｃａｎ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ａｒｅａ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ｏｌｅ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ｗ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ｓｉｘ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责任编辑　王丽红）

５１　第３期　　　　　　　　徐　娜等：企业间协调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教育学与经济学两分法的形成与归一
作者： 王云多， 董勋， 李丽娜， 李晶莹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刊名：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012(3)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tdxyxb-s201203003.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tdxyxb-s201203003.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4%ba%91%e5%a4%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a3%e5%8b%8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4%b8%bd%e5%a8%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99%b6%e8%8e%b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91%e9%be%99%e6%b1%9f%e5%a4%a7%e5%ad%a6+%e7%bb%8f%e6%b5%8e%e4%b8%8e%e5%b7%a5%e5%95%86%e7%ae%a1%e7%90%86%e5%ad%a6%e9%99%a2%2c%e9%bb%91%e9%be%99%e6%b1%9f+%e5%93%88%e5%b0%94%e6%bb%a8+150080%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ztdxyxb-s.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ztdxyxb-s.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tdxyxb-s201203003.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