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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可分为关于自然的技术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制度知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知

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忽视了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制度知识分布状况决定了技术知识作用于经

济增长的可能性及充分性，应将全部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

力资本优化的结果，人力资本不仅体现为技术知识，而且体现为制度知识，即人力资本的第二特征。 着力提

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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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是各国（地区）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

经济学着力解决的问题。 纵观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从重农主义强调土地的作用到重商主义强调市场

的作用，到古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综合强调各类生

产要素（当然包括土地）和发挥市场效率等的作用，
都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
越来越多地把各类相关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越

来越客观、准确地描述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各因

素所起的作用和其存在的原因，推动了经济学的发

展，进而提高了人们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 但是，
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

视：人之所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掌

控经济活动的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区别于

其他物种而具有智能生命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

人类可以通过知识积累提高其“掌控经济活动”的

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推进经济增长的根本，但是这

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 本文拟

通过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探讨人类知识，
尤其是制度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及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知识不论怎样区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两类，前者

是人类探知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知识，而后者是关

于人类自我组织的知识，可分别称之为“技术知识”
和“制度知识”。 如果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中涉及

知识的作用，大体都是指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 不论是李嘉图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传统

经济增长，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最终都

只是把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局限于技术知识的

作用。 直至当前，人们在研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时，大都是指技术知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如往往将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的典型代表。 这种

认识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增长分析中的新古

典主义倾向，而且在于人们注重于从定量上确定知

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技术知识更容易量化。
但是，从现实经济增长来看，人类的制度知识

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有效性（张尚

毅，１９９８ａ），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和

成果。 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在经济分

析中不考虑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制度视为经

济分析的外生因素；而李嘉图的传统增长理论虽然

涉及制度因素，但是并没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这方面

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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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可以看到这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增长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变，从重农主义到重商

主义等无不如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哈罗德

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技术等经济变量

不发生改变，从资本和储蓄的相互关系引出经济增

长模型，从而推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以此

提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继

承者，哈罗德等人在其模型中沿袭了新古典主义传

统，将经济增长直接与储蓄转化为资本联系起来，
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量，但这只是

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因素。 随着新古典

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产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

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方法，
引入劳动、技术等变量，从而使经济增长不仅和资

本，而且和劳动、 技术的变化联系起来 （索洛，
１９８８）。 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用定量方法分析

出技术对经济的具体贡献①，索洛在这方面作出了

杰出贡献，他通过设立和技术有关的规模变量，分
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②。 新古典主义

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经济变量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制度等经济变量依然被排除在

经济增长分析之外。
引入技术变量，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

引入经济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可以从

定量的角度论述知识、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的贡

献度。 如丹尼森曾估算出美国在 １９４８—１９７３ 年的

经济增长有 ２８％左右归因于知识的进展（索洛 等，
１９９１） ２５６。 这些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论述，引
起了人们对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视，一些学者

也逐渐将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从而使知识

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由外生变量内生化。 然而，真正

将知识明确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是保罗·罗默。
罗默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从技术分解

出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与索洛不同的是，罗
默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使经济分析能预测经济的

长期趋势，而且可以将经济的短期变化预测出来，

从而能更准确地测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新

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

力的增长，进而提高了人们对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

用的认识（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被人们发现并重

视，得益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于经济学的

发展。 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向我们展示

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一致，而
经济理论又往往超越经济实践，给经济实践以指

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关于经济增长

的知识的进展。 目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将各

种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但是对于知识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
忽略了制度知识的作用，也没有较为普遍地指明各

类知识（特别是制度知识）分别在经济增长中所起

的作用。 因此，其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实际上是

技术知识）在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较强，而在另一

些经济态中的作用相对较弱；更无法回答为什么技

术主导的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而不发

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 因此，要将知识真正引入经

济增长分析中，不能仅从技术知识方面着手，还要

将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纳入其中。 由于新古典义

传统理论在技术知识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下
文着重分析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经济增长的知识基础

当我们依赖于自然资源推进经济增长时，自然

会得出增长存在极限的结论（米都斯，１９９７）；而新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极限进行了否定，提出由知识

所决定的增长递增效益。 今天，在现实经济中出现

的更多地依靠技术知识而相对较少地依靠其他资

源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如罗默所说的那样，从
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化

以及运用这些技术性知识推进经济增长。 但是，由
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传统，虽
然指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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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和大多数经济理论一样，通过将实际经济数据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各个变量的具体效应，是在数理上有说服

力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它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拉法格，１９５７）。 经

济学也正因为充分运用了数学成果，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经济增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所掌控。
索洛采用美国 １９０９—１９４０ 年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估算出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约占 ５１％左右；而对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年美国非农部门的估算，这个比例提高至 ８７．５％，并且在这 ４０ 年中后半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前半部分的 ５．８３
倍（索洛 等，１９９１） １１。 这些实证数据不仅验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越来越大。



不能用人类全部知识的进展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正

因为如此，无法解答我们前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奥地利学派学者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将

人类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指出“均衡仅仅以

人们在试图执行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

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克，１９８９），从而将

知识完全融入整个经济分析中，这种无区别地将人

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人类自身的知识融入经济分

析，与国际经合组织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基本认

识是一致的。 用人类全部知识解释经济增长所要

说明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均衡并非如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假设的是具有同质性经济主体的均衡，而是具

有异质性经济主体（拥有不同量和质的关于自然和

自身的知识）的均衡，这就必须解决异质性经济主

体相互耦合的问题，必须明确具有不同知识的经济

主体之间为什么存在相互冲突，怎样才能相互耦

合，进而达到均衡，保持一个经济态的稳定与发展

（张尚毅，１９９８ｂ）。 从制度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比

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不但具

有不同的个性知识，而且具有作为耦合基础的共性

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我们所称的知识传统；知识传

统决定了一个经济态可能具有的经济制度优化水

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态可能接受或者拥有的

技术知识水平，进而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

水平①。 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框架为经济

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诺思，１９８９）。 总之，
具有不同知识水平（包括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

经济主体决定了经济均衡状态的不同，从而使经济

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态的人群中关于制度知

识的分布程度相对较低时，是不可能产生出更有效

率的经济制度的。 因此，具有足够多的不断优化的

制度知识的人群就成为一个经济态不断进化的基

础。 这仅仅是从经济态自组织内部看问题，如果考

虑到经济增长不仅是自组织内部进化的结果，而且

还可以通过获得外部性知识来实现，那么，具有先

进的制度知识，或者更通俗地讲具有前沿性制度知

识的人群分布状况，将决定一个经济态进化的可能

性，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状况。 因此，人类经济发展

与进步的历史，从实质上看就是人类各种经济制度

进步的历史，各类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可能

达到的增长程度。 因此，经济增长（包括我们今天

所说的知识经济）事实上都是人类技术知识和制度

知识共同进步的结果。
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普遍发展的结果，人类关

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逐步深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

长随之加快的过程。 不同阶段的知识构成了经济

发展的相应阶段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和

自身不同的认知阶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身前沿的知识，这是一个经济

态乃至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要条件。 社会经

济发展虽然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如果

没有社会前沿性知识的普遍发展，那么，这个经济

态将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

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定发展以后，停留在不发达陷

阱的原因。 然而，这仍然无法回答这些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的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这个问题。 关于这点罗默也没有给

出答案，他虽然指出了技术知识的增长递增效益，
但是没有指出一个经济态为什么要运用前沿性技

术推进经济增长。 诺思对此作出了解答，他认为一

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关键原

因，在于没有制订或实施诱致这些前沿性知识运用

于经济的经济制度，“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

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 （诺思，１９９９２）。 对

此，汪丁丁（２００１）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

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原因在于人类关于

制度的知识不断丰富，在探索过程中，人类代代相

传、不断积累的关于制度的知识构成知识传统，而
在知识传统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引发了技术知识的

不断进步。 因此，人类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

全面地运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自身的知识，从
而实现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主导，进而使知识成

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这个基础既得益于人类关于

自身知识的进展———实现经济制度的演进，同时也

得益于人类关于自然知识的进展———实现生产技

术的进步，进而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以知识

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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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看到。 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在于不知道当时西方世界技术知

识的发达程度，也引进过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反之，一些国家（如日本）在近

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比我们更多地了解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 决定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在于我们关于制度知识的缺乏，或者

说拥有先进制度知识的人很少，不足以自我产生或接受新的经济制度。



三、制度知识：人力资本第二特征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作用，我们可以视为知

识的经济化。 知识依托于人类自身，知识所表明的

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经济

学家在研究知识对经济的作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

要论及人力资本。 从相互关系上来说，人力资本和

知识是相互依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经济以及经济

学发展史中看到。 费雪在 １９０６ 年发表的《资本的

性质与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
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１９３５ 年美国经济

学家沃尔什发表了《人力资本观》，明确地指出了人

力资本和个人知识的相互性，也进一步强调了受教

育的经济意义；其后，舒尔茨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

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通过对成人和儿童进行教

育、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等本身就是资本积累。 从舒

尔茨等人的基本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和物质资本

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从本质

上来说就是知识的经济化。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

运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优化的结果，这和我们在

现实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人力资

本在全部资本中比例越高，知识经济化程度也越高。
有关研究表明，一国人力资源占世界的比重与其国民

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如美国人力资

源占世界比重居前，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居世界前

列（李仲生，２００６）。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决定与现

代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也是现代

人类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

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布状况，从
而也就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状态①。

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我们可以

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一特征；制度知识是不能通过

实验的方法获得的经验性知识，我们可以视其为人

力资本的第二特征。 可以说，人类经过长期积累的

制度知识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

人群数量和分布状况与制度创新之间服从概率分

布。 而从概率的角度看，人群制度知识的分布将依

大数定律收敛于某一期望值，这个期望值代表制度

的优化程度。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受

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这

些地区有较多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 另外，从
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

的不同成效来看，一个地区能够吸收和消化的技术

水平取决于其制度优化程度，也就是说其现实技术

知识的先进程度决定于制度知识。 正如诺思所指

出的那样：“尽管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成就，发达国

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诺思，
２０１３），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人群的

制度知识分布状况不能支持先进技术的高效应用，
更不能促成新的技术创新。 因此，不论是从内部产

生技术知识，还是从外部引入技术知识，技术知识

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都将取决于制度知识的分

布状况，具有较先进制度知识的地区最终将成为发

达地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着力培养人力资本，
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

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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