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KI

!

%LI

""""""""""""""""""""""""""""""""""""""""""""""""

/01

!

!"#!$"%&

"

'

#()*+#,-

'

..#/"!&#"!#""%

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

---来自
/"!2

年广东制造业企业
Y

员工匹配调查的经

验证据

李
!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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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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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构建人力资本质量模型#对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的因果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发现!人力资本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

效应#并且对不同企业分组回归#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对外资$非出口

和非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强#而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不显著%为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重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优化人力资

本质量在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源配置%

关键词!人力资本质量&全要素生产率&匹配数据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减速*的关键发展期%随着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

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渐趋消失%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劳动力要素投入

结构已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实现均衡$稳健$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的内在要求
'胡

鞍钢等#

/"!1

!

7/377

&程虹#

/"!$

!

!3!/

(

%

新增长理论家普遍认为#劳动力生产要素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随着劳动力在健康$

教育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质量提升#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增强

创新能力$优化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匹配性#从而避免宏观经济由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

投入扩张而引致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使长期经济增长获得内生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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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视角#许多文献运用跨国宏观经济面板数据分别从健康

状况$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角度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质量差异对于人均
456

$人均工资

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绩效指标的影响%近年来#考虑到健康$教育和技能等人力资

本分项指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交互作用和匹配效应#部分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进一步

引申出人力资本质量'

X-C;)F

I

+@;KV-;K+@

A

(的理论定义和测算方法#基于投入要素质量

'

R)

I

-@V-;K+@

A

(的视角#对人力资本质量从劳动力的体能状况$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综合

性地进行指标构建%在此基础上#部分文献运用丹麦$挪威等国的企业
Y

员工匹配数据

'

WSSB;@;

(#对人力资本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N̂ 6

(的微观实证关系进行了细致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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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质量对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因素#这种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对于

出口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更大&而外资与内

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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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与丹麦$挪威等北欧小型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较大差别%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技术模仿阶

段$投资驱动阶段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阶段转型的关键期&对于现阶段中国企业#其人力资本质量$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也与技术模仿阶段$投资驱动阶段的历史状况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当前的人力资本

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1 考虑中国较强的
5̂R

技术扩散效应
'徐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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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工贸易出口企业占比较大
'戴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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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不高
'李向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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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特征性事实#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怎样的差别1 研究上述

问题对中国经济如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劳动要素投入结构而加快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

较强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但是#由于数据限制#国内文献对于上述问题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相比尚有一定差距%首先#样本信

息时效性不强制约了学者对当前中国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异质性状况的真实判断%现有文献对

于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异质性的研究多运用
/""2

年)家庭动态与财富代际流动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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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车伟$薛欣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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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营企业竞争力调查*

'吴延兵$刘霞辉#

/""0

!

!2&73!20"

(

$

/""7

年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

FXR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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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陈维涛等#

/"!$

!

%1302

(

等调查数据#上述

研究样本时效性弱%由于经济变量的)渐近独立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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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基于多年前

调查样本的研究结论已难以追踪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最新变化%其次#样本指标多元性不足%

现有调查数据多仅包括劳动力教育程度$学历水平等少数指标#较少涉及平均工作时长$教育年限$工龄

等全面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状况的指标%因此#现有文献主要选择教育程度作为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代

理变量
'何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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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全面反映我国企业劳动力在体能状况$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人

力资本质量状况%第三#由于企业
Y

员工匹配样本的缺乏#现有文献就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系数难以从企业层面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多采用行业面板数据回归$省级面板数据回归等

方式进行间接的经验判断
'袁开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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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研究结论的精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借鉴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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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力资本质量的理论定义和测算方法#

#对于企业人力资本质量从体能状况'劳动强度($文化知识水

平'教育程度(和技术经验'技术熟练程度(等三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笔者基于分组

回归方式#进一步采用
P\[

回归$工具变量法'

Re

(等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

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对合理的工具变量的搜寻#笔者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人力资本质量

与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能够对不同企业类型下二者的关系做出更准确的因果

性推断%

二$模型构建

笔者旨在测算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人力

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关系%

'一(人力资本质量的测算方法

参照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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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设定方式#采用企业员工平均受教育年

限表示的文化知识水平$企业员工平均从业年限表示的技术熟练程度$平均周工作时长表示的劳动强度

等三个维度#测算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该测算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综合衡量劳动者体能'劳动强度($

文化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对劳动者工作及创新能力的影响%

首先将人力资本质量'

V

(变量引入扩展后的
F35

生产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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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近独立性#即指经济变量的历史信息与现实状况的相关性将随着时间跨度的延长而趋近于
"

%因此#研究结论的现实政策价值

将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信息的时效性%

部分国内文献采用上述方法对省级人力资本质量的时间序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参见王立军等$胡耀岭$马文秀!

+中国劳动质量与投入测算!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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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好惯性视角的四维测算方法,#载+中国人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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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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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然而#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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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5

$

0

和
O

分别表示产出$生产技术$员工人数和资本存量#

#

$

!

分别为劳动投入和资本产

出弹性%根据现有文献的思路#本文在实际测算过程中分别采用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企业员工人数和

中间投入作为
[

$

0

和
O

的代理变量%人力资本质量
:

的设定形式如下!

:

V

2+

$

!

L

Y$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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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表示劳动强度'企业员工相对于每周
$"

小时的工作时长(&

L

表示工龄代表的劳动熟练程

度'企业员工的平均工作年限($

T

表示教育形式的一般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上述变量均根据本次调查各受访企业随机抽取的员工样本取算术平均值%

$

!

和
$

/

分别为劳动熟练程

度$人力资本水平系数%将'

/

(式代入'

!

(式并对等号两边取自然对数值#最终可获得'

1

(式!

K)

'

[

20

(

V

K)5

Y

!

K)

'

O

20

(

Y#$

!

L

Y#$

/

T

#

#Y

!

V

!

'

1

(

!!

通过对'

1

(式进行回归检验#本文可求出
$

!

和
$

/

参数估计值#并将两者代入'

/

(式完成人力资本质

量'

V

(的数值测算%

'二(全要素生产率'

P2M

(的测算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

N̂ 6

(是剔除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对决策单元产出增长贡献后的残余#它不仅包

含了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包含了许多没有体现在生产函数中但对产出增长有实质性贡献的

因素#如企业规模的优化$管理效率的改善等%考虑到本次调查的企业数据基本为
/"!1Y/"!$

两年度

的短面板信息#采用参数估计方法难以规避遗漏变量$样本选择性偏差'

[>K>(@+=+@

A

;)BM@@?+J-@+E)L+

3

;.

(等关键技术性问题#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则由于样本历史信息的缺乏#会产生难以获得一致性估计$

损失期初调查样本等问题%笔者借鉴陆雪琴$文雁兵
'陆雪琴$文雁兵#

/"!1

!

!%31"

(

的研究思路#采用修正的

时间序列
5SM

方法中
W;KC

`

-+.@

指数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N̂ 6

(指数作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代理变量#并选取工业总产值'

G

?E..

3

=;K->

($中间投入'

+)@>?C>B+;@>

3

G

EEB

(和年末员工人数'

K;JE?

(计

算样本企业
/"!1Y/"!$

年度的
N̂ 6

指标%

考虑到企业工业总产值在填报过程中容易存在统计定义不清晰$计算口径不一致的质量问题#本文

采用)工业总产值
f

主营业务收入
m

期末存货
3

期初存货*的会计准则进行数据清理#主营业务收入$期

末存货和期初存货指标本次调查也进行了搜集%对于主营业务收入$期末存货存在缺失的部分企业样

本#工业总产值则采用销售收入与期初存货的差额作为近似替代%

'三(计量模型

基于此次调查数据的短面板性质#笔者对人力资本质量'

V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N̂ 6

(实证关系的

检验首先采用加入行业$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
P\[

模型进行测算%采用分组回归方式#本文对外资

与内资$出口与非出口$高科技与非高科技等不同企业类型的人力资本质量'

V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

N̂ 6

(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研究上述影响是否在微观实证关系中呈现出较强的企业异质性%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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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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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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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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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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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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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根据稳态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般设定要求#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均

取自然对数值%其中#被解释变量
K)DSH

%

X

68

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
:

%

X

68

为人力资本质量%

3

3

6

%

X

68

为企业
Ob5

强度#根据企业研发支出除以企业年销售收入总额进行计算%

;&I)3

%

X

68

$

48&8+

3

48&M+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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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3+%

(

'

3

48&M+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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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企业年末职工人数$国有和集体股权占比$外资股权占比#前者

控制企业规模#后两个变量则控制了企业的市场化程度%

U

Z

%8

为一系列企业所有性质的控制变量#分别

包括是否为国有企业'

.@;@>

3

E,)>B

($是否为外资企业'

DE?>+

G

)

3

E,)>B

($是否为出口企业'

>Q

I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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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A

($是否为加工贸易企业'

+C

I

?E=

3

>Q

I

E?@

($是否为高科技企业'

:+

G

:@>(:

3

B-CC

A

(#上述变量均为
"Y

!

二维虚拟变量%考虑到多重共线性'

W-K@+

3

FEKK+)>;?+@

A

(#对于不同企业分组的回归而言#

U

Z

%8

的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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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组合稍有差异%参照现有经济增长文献的通常做法#

U

Z

68

涵盖了一系列地区控制变量#包括政

府支出规模'

G

E=>?)C>)@

3

G

B

I

($市场化程度'

C;?*>@

($城市化水平'

-?J;)

($经济开放度'

@?;B>

3

G

B

I

($教

育经费占政府支出比重'

>B->Q

(和社会保障开支占政府支出比重'

.E(+;K>Q

(等
'钞小静$沈坤荣#

/"!$

!

1"3

$/

(

%上述地区控制变量均整理自+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下文表
!

给

出了上述地区控制变量的具体计算方法%

C

X

$

C

6

和
C

8

分别为行业$地区与时期的固定效应#其中
C

X

基

于一维制造业行业代码'

4L

"

$72$3/"!!

(对行业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C

6

控制了本次调查涉及的全部
!0

个县级调查单元的地区固定效应%

表
#

!

地区控制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G

E=>?)C>)@

"

G

B

I

政府支出规模 政府支出占
456

比重

C;?*>@

市场化程度 地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

-?J;)

城市化水平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456

比重

@?;B>

"

G

B

I

经济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占
456

比重

>B->Q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E(+;K>Q

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开支占政府支出比重

!!

现有文献指出#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
'

R?;??;H;J;K>@#;K

#

/"!"

!

%103

%$0

&

L;

GG

>?>@#;K

#

/"!$

!

!3&!

(

#即有可能出现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联立

性偏误'

[+C-K@;)>+@

A

L+;.

(问题"

%如果仅采用
P\[

回归#则很难完整有效的将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测度出来%为此#笔者在
P\[

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

Re

(

的估计策略%根据现有文献
'

LK;(*J-?)b ]>-C;?*

#

!00/

!

!$/!3!$1&

(

的做法#笔者采用衡量企业员工父辈人

力资本状况的相关指标作为人力资本质量的工具变量%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可获性#本文选择企业受

访员工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5;B

($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WEC

(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

归#运用上述两个工具变量的自然对数值'

K)5;B

$

K)WEC

(作为解释变量对
K)V

进行回归#获得
K)V

的

估计值并将其代入第二阶段回归方程'

$

(式对被解释变量
K)

A

进行实证检验%在稳健性回归条件下#如

果工具变量'

K)5;B

和
K)WEC

(满足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经验法则'

@:>O-K>EDN:-CJ

(和过度识别检验

X;).>)T

统计量的原假设要求#同时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
K)V

对于被解释变量
K)

A

存在统计显著性的

实证影响#笔者则可推断!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的理论假定#同时人力资本质量'

K)V

(对于全

要素生产率具有因果效应%

此外#由于本次调查对于员工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并无直接统计#仅调查了两者的受教育程

度#包括小学
T

!8

$初中
T

/8

$高中'包括中专(

T

18

$大专
T

$8

$大学
T

28

$硕士
T

&8

和博士
T

78

等
7

类%

根据我国现有学制年限#并借鉴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
'陈钊等#

/""$

!

/231!

(

#本文将父母'

6;?>)@

(的受教育

年限定义为!

H&3+'8

%/"8

V

'

&T

!8

#

0T

/8

#

!/T

18

#

!2T

$8

#

!&T

28

#

!0T

&8

#

//T

78

(

%

C

%/"

'

2

(

!!

其中#

C

%/"

为一个
7l!

维的向量%对于第
+

个受访企业第
C

个接受调查的员工而言#如果其父亲

'或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为第
:

类'

"

V

!

#

/

#55#

7

(#则
C

%/"

在第
:

行记为
!

#其余行记为
"

%

三$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为对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

V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N̂ 6

(及其分解指标的差异性影响进行实

证研究#本文作者所在的武汉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其他三家专业机构#开

.

&7

.

"

第四节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将对'

$

(式全部解释变量进行
X;-.C;)

检验#即考察全部解释变量是否均满足)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

生*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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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一手企业调查%本次调查最初启动于
/"!/

年#经过
/

年的问卷设

计$试调查以及沟通协调#并通过
/"!$

年
!"

月
Y/"!2

年
2

月的先后
2

次实地仿真调查及总结试错经

验#最终于
/"!2

年
2Y%

月份完成实地调查工作%问卷调查由
1""

余名调查员'含辅助人员(通过)直接

入户$现场填报*的方式完成#企业问卷覆盖企业基本情况$销售$生产$技术创新与企业转型$质量竞争

力$人力资源状况等
&

大维度的
!72

项指标&与之匹配的劳动力调查问卷则囊括个人基本信息$当前工

作状况$保险与福利$工作历史和个人性格特征等
2

大维度的
/&/

个问项#有效搜集受访企业在
/"!1Y

/"!$

年度的相关指标%调查指标的及时性和全面性#有效弥补了现有企业
3

员工数据在样本信息时效

性和指标多元性上的缺陷%并且#从企业
Y

员工匹配性来看#本次调查是迄今除丹麦$挪威两国外#全世

界范围内关于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首个企业
Y

员工匹配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选择我国制造业规模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广东省作为调查区域"

#从而保

证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样本异质性与代表性%与现有企业
Y

员工数据相比#本次调查采用了严格的随

机分层抽样方式#即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广东省
/!

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
!1

个地级市#并从
!1

个地级

市下辖的区'县(中#最终等距抽选出
!0

个区'县(作为最终调查单元%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调

查对企业进行按就业人数加权的随机抽样%抽样的总体是广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的
1"#"0

万家制造业

企业#发放企业问卷
%7$

份#员工问卷
21""

份#回收有效企业问卷
27"

份#员工问卷
$70$

份#共计
21&$

份问卷%对于员工的抽样#是根据企业提供的全体员工名单#首先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分类#

然后分别在每一类中进行随机数抽样#中高层管理人员占
1"8

#一线员工占
7"8

%基于严格的随机分

层抽样方式#本次调查企业与员工的概率分布特征和企业与劳动力总体的真实分布较为一致%

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剔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销售收入$存货市值$中间投入$员工人

数$研发支出和企业股权$注册类型等指标存在缺失值的部分企业样本#并对全部财务数据根据会计准

则进行清理%对于员工问卷#本文则相应剔除工作时长$工龄和教育年限存在缺失值或有逻辑错误的部

分样本%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
$&7

家企业$完整覆盖
/"!1Y/"!$

两年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指标$人力资本质量状况的短面板数据#共计
01$

份有效样本%本文遵循数据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方法

对全部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上述数据总体的
F?E)J;(:

系数为
"g%72

#表明本次调查数据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二(描述性统计

表
/

给出了不同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N̂ 6

(和人力资本质量'

V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不

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N̂ 6

(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与内资企业$非出口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出口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N̂ 6

(更高#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N̂ 6

(则比非出口企业要低

/g!

个百分点%高科技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N̂ 6

(要优于非高科技企业%我们对于本次调查样本企业

N̂ 6

的测算结果与现实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其次#人力资本质量'

V

(在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异质性%高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显著优于其他类型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其人力资本质量

要高出
%0#/28

%出口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也要优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但比非出口企业要低
!"#08

%

此外#本次调查的外资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略低于内资企业#该统计结果则与经验判断存在一定差异%

最后#在不引入其他控制变量情况下#本部分测算了人力资本质量'

V

(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N̂ 6

(的弹性系数%图
!

$

图
7

给出了不同类型企业两者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结果发现#对于外资

企业而言#

N̂ 6

的人力资本质量弹性'

"#!%00

(要大于内资企业'

"#!7"1

(&出口企业
N̂ 6

的人力资本质

量弹性'

"#!2%2

(要大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

"#"772

(#但要小于非出口企业'

"#1/&"

(&高科技企业
N̂ 6

.

77

.

"

#

根据
/"!2

年各省统计公报计算#

/"!$

年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
!"#&&8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
/2#"!8

$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

!&#$8

#均处在所有省份的第一位%并且#通过将广东珠三角地区$粤西地区和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各省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广东省内的区域经济异质性是十分显著的%

/"!$

年珠三角地区人均
456

为
!"#"1

万元#与上海'

0#72

($江苏'

%#/"

(和

浙江'

7#1"

(等经济发达省份相近&粤西地区人均
456

为
1#&&

万元#与中部省份河南'

1#7!

($安徽'

1#$2

(相似&粤东地区人均

456

为
/#01

万元#仅略高于西部云南'

/#&1

($贵州'

/#71

(等省份%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并没有列出员工体能状况'

[

($技能水平'

W

(和受教育程度'

X

(等人力资本质量分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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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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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本质量弹性'

"#!$0$

(要小于非高科技企业'

"#/"7%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可能存在较明显的企业异质性%

表
$

!

不同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全要素生产率'

N̂ 6

( 人力资本质量'

V

(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外资企业
$1$ "#$&1$ "#!%"$ $1$ $11#%0 222#""

内资企业
2"" "#$&"! "#!&$" 2"" $%0#02 72!#!7

出口企业
&/$ "#$&1/ "#!&%0 &/$ $$2#7$ 2&%#"1

加工贸易出口企业
/7/ "#$172 "#!&$% /7/ $/7#2/ 2!0#/7

非出口企业
1!" "#$2%2 "#!77& 1!" 2""#$2 %1/#/&

高科技企业
/2% "#21&/ "#!&&% /2% 7"$#/0 !"11#&1

非高科技企业
&7& "#$11/ "#!&2" &7& 17/#!2 $//#2"

样本总体
01$ "#$&%1 "#!&00 01$ $&!#0/ &21#"0

!!

注!运用
.@;@;!$#"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质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图
#

!

外资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图
$

!

内资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图
I

!

出口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图
J

!

加工贸易出口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图
.

!

非出口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图
!

!

高科技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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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非高科技企业
V

对
N̂ 6

的弹性系数

四$实证检验

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不同类型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或存在一

定的异质性%那么#在大样本的稳健性估计条件下#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的企业异

质性现象是否仍然存在1 并且#这种异质性的实证关系是否可以通过因果效应统计推断的检验1 为此#

本部分基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分组#分别采用加入行业$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
P\[

回归和工具变量法

'

Re

(等计量模型#对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的企业异质性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一(

0WA

估计结果

表
1

给出了外资与内资$出口与非出口$高科技与非高科技等企业分组的
P\[

回归结果#估计模型

为'

$

(式%

P\[

估计结果表明#基于本次
/"!2

广东制造业企业
Y

员工匹配调查数据#人力资本质量对

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而言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N̂ 6

的人力资本质量弹性基本位于
"#"%

$

"#11

的统

计区间内%这说明#对样本企业而言#在其他要素投入$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力

资本质量每提高
!

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平均提高
%8

$

118

%通过对不同企业分组条件下解释

变量
K)

`

对于被解释变量
K)N̂ 6

$

K)NF

和
K)SF

的影响系数的对比分析#我们进一步可获得如下发现!

表
I

!

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0WA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外资 内资 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非出口 高科技 非高科技

K)

`

"#!%00

%%%

'

"#"1$7

(

"#!7"1

%%%

'

"#"112

(

"#!2%2

%%%

'

"#"/27

(

"#"772

'

"#"$77

(

"#1/&"

%%%

'

"#"2"0

(

"#!$0$

%%%

'

"#"1%!

(

"#/"7%

%%%

'

"#"112

(

K)?

"

B

Y"#"&0"

%%%

'

"#"!7!

(

Y"#"%72

%%%

'

"#"!!%

(

Y"#"70"

%%%

'

"#"!1/

(

Y"#!!07

%%%

'

"#"!71

(

Y"#"%1!

%%%

'

"#"!$!

(

Y"#"%!/

%%%

'

"#"/"0

(

Y"#"0%1

%%%

'

"#"!1!

(

K)K;JE?

"#""20

'

"#"/$2

(

Y"#"21$

%%%

'

"#"!0/

(

Y"#""&0

'

"#"!&%

(

Y"#"!$&

'

"#"//&

(

Y"#"&1/

%%%

'

"#"/17

(

Y"#"2/&

%%

'

"#"/2"

(

Y"#"12!

%

'

"#"!%1

(

.@;@>

"

.@;*>

"#"/%7

'

"#/!"$

(

Y"#"712

'

"#"01!

(

Y"#""/7

'

"#"0/!

(

"#"701

'

"#!/2$

(

Y"#$&/2

%%

'

"#!0$%

(

Y"#!!""

'

"#!7&!

(

Y"#!&2%

%%

'

"#"7&1

(

DE?>+

G

)

"

.@;*>

"#"$7"

'

"#"%7$

(

"#$$$7

%%%

'

"#!1$/

(

"#"170

'

"#"&27

(

"#!/$/

'

"#"02$

(

Y"#1""!

'

"#/!17

(

"#!$$2

'

"#"02!

(

Y"#!$&"

'

"#!"%0

(

.@;@>

"

E,)>B Y

"#"&/7

'

"#"20%

(

"#"10/

'

"#"27/

(

Y"#!/"/

'

"#"02/

(

"#!%!/

'

"#!22!

(

"#"%$/

'

"#!!"$

(

"#!$%1

%

'

"#"%27

(

DE?>+

G

)

"

E,)>B Y Y

"#""%/

'

"#"20"

(

Y"#"217

'

"#"0"/

(

"#1170

%

'

"#!%$!

(

Y"#"771

'

"#"%&/

(

"#//!7

%%

'

"#"0""

(

>Q

I

E?@

"

B-CC

A

Y"#!/&$

'

"#"0$2

(

"#!177

%%%

'

"#"$%&

(

Y Y Y

"#"&$"

'

"#"7"$

(

"#"2%!

'

"#"&!/

(

+C

I

?E=

"

>Q

I

E?@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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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根据
.@;@;!$#"

计算结果进行整理%

/#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1#

%%%表示
!8

水平显著#

%%表示
28

水平显著#

%表示
!"8

水平显著%

第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要普遍大于内资企业%

P\[

估计结果表明#对

于外资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N̂ 6

(的影响系数要大于内资企业#两者的差距为

"#"!0&

%这表明#在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等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人力资本质量每提升
!

倍#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比内资企业要高出
!#0&

个百分点%

第二#人力资本质量对于非出口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出口企业%

P\[

估计结果表明#对于

非出口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N̂ 6

(的影响系数要大于出口企业#两者的差距为

"#!&72

%这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于以内需市场导向为主的非出口

企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作用更为显著%人力资本质量每提升
!

倍#对内需导向的非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

改善程度整体而言要比外需导向的出口企业高出
!&#7&8

%此外#表
1

回归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加

工贸易出口企业绩效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人力资本质量对非高科技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科技企业%

P\[

估计结果表明#人力

资本质量的影响系数对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大于高科技企业#两者的差距为
"#"2%

%对非高科技企业#在

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人力资本质量每提高
!

倍对经营绩效的改善程度整体而言要比高科技企业高出

2#%8

%根据本次基于完全随机抽样的企业样本#非高科技企业是我国现有企业的主体#数量占全部有

效样本企业的
&!#/8

#工业总产值占
7$#%8

$工业增加值占
&0#/8

%因此#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能通过

更快地提升非高科技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中国宏观经济整体绩效起到更积极的影响%

'二(工具变量法'

1&

(估计结果

现有文献认为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
'

R?;??;H;J;K>@#;K

#

/"!"

!

%103%$0

&

L;

GG

>?>@#;K

&

/"!$

!

!3&!

(

#即有可能因为无法有效剥离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的潜在关系#而造成
P\[

参数估计值存在有偏性%在此#我们对基于全部
$&7

家企业$

01$

个观测样本的
P\[

回归结果进行了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的
X;-.C;)

检验%实证结果表明#

X;-.C;)

统计量为
"#"$7%

#即在
28

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

P\[

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参考现有文献
'

LK;(*J-?)b ]>-C;?*

#

!00/

!

!$/!3!$1&

(

的做法#以接受调查企业

受访员工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5;B

($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WEC

(作为人力资本质量'

V

(的

工具变量%根据稳态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般设定要求#所有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均取自然对数

值%我们代入工具变量'

K)5;B

$

K)WEC

(进行对于内生变量
K)V

的第一阶段回归#获得
K)V

的估计值并

将其代入第二阶段回归方程'

$

(式对被解释变量
K)

A

进行实证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中#计量

模型的
^

统计量均显著大于
!"

#即满足拒绝弱工具变量假定的)经验法则*'

@:>O-K>EDN:-CJ

(要求%

这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

K)5;B

$

K)WEC

(与内生解释变量'

K)V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表
$

报告

了采用工具变量法'

Re

(测算的人力资本质量'

K)V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

K)N̂ 6

(的全部第二阶段回归结

.

"%

.

"

#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没有报告基于全部企业样本
P\[

回归的实证结果以及
X;-.C;)

检验的完整统计表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向本文第一作者邮件索取%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的正文部分略去了第一阶段的实证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本文第一作者邮件索取%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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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等!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果%其中#除对于部分回归结果外#稳健性回归条件下的
X;).>)T

统计量的
I

值均大于
"#!

#即在
!"8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拒绝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基本满足计量模

型设定要求%

通过
Re

估计结果#我们发现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人力资本质量'

K)

`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基于本次调查企业样本#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为正

的因果效应%此外#通过不同企业分组的对比#我们发现工具变量法'

Re

(的估计结果与前文
P\[

的估

计结果基本一致%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程度的异质性现象确实存在%对于外资企业$非出口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程

度更大%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则基本不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表
J

!

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1&

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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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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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进行整理%

/#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1#

%%%表示
!8

水平显著#

%%表示
28

水平显著#

%表示
!"8

水平显著%

五$结
!

论

通过选择样本信息时段较近$问项指标较为多元的
/"!2

年)广东制造业企业
Y

员工匹配调查*作为

研究样本#笔者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

V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实证

关系%与现有国内文献多采用受教育年限'

X

(作为企业人力资本代理变量不同的是#本文借鉴了国外

研究对于丹麦$挪威等国企业
Y

员工匹配数据的使用方式#构建了完整涵盖员工体能状况'

[

($技能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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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和受教育程度'

X

(的人力资本质量指标%因此#笔者对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的

企业异质性研究#是在多维度$综合性的质量层面进行的实证考察#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内文献对于人

力资本微观机理的认知#也为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来自大型发展

中经济体的比较结果%

笔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促进

作用%笔者分别采用控制行业$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
P\[

估计方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

/[\[

(的工

具变量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分组回归结

果表明#对于外资$内资$出口$非出口$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等大多数类型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

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Re

(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上述实证关系符

合因果效应的统计推断要求%这说明#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尤其是广大制造业企业而言#提高人力资本质

量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既有利于企业技术条件从现有最优生产前沿边界向外扩张#也

有利于企业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第二#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具有较强的企业异质性%笔者对计量模型'

$

(式

的
P\[

回归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在外资企业$

非出口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更强#上述企业分组与相对应企业分组在二者弹性系数上的差距基本处于

"#"/

$

"#!7

的统计区间内%这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企业之间

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主要面向国内需求市场的非出口企业和占据中国制造业企业总数
&"8

以上$

工业总产值
7"8

以上$工业增加值近
7"8

的非高科技企业而言#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于改善企业绩效$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大的帮助%此外#本文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由于高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效率偏

低#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内资企业绩效的促进

作用也显著低于外资企业%因此#为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应重视人力资本质量在高科技企业$内资企

业的有效利用%

第三#人力资本质量在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性配置应进一步优化%经济转型升级的整体目标在于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技术模仿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阶段转变#而微观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普遍提高则是宏观经济转型升级成功的重要基础%对于不同类型企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改

善空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

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对于接受国际市场订单外包$仅从事简单来料加工和贴牌生产的加工贸易

出口企业而言#其自身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本次基于完全

随机抽样的企业样本#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数量仍占全部有效样本企业的近
1"8

$工业总产值占
/%#

/8

$工业增加值占
/1#/8

%应允许这一部分类型企业加快退出#或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其尽快转

型为面向国内需求市场$具有自主营销渠道和品牌议价能力的制造业企业%这样#人力资本质量的结构

性配置将更为优化#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体层面进一步提高%

注!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质量院等机构开展的)中国企业###雇员匹配调查*'

F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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