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意识形态制度功能视角下的人力资本

当阶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

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意义时，阶级意识形

态就是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公共意识形态。这种共有的

意识形态通过两种方式使社会共同体内的大多数成员

接受和认同，一种方式是通过宣传教育使他们接受和

认同，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军队、监狱、法庭以及相应

的法律强制执行使他们接受和认同。因此统治阶级的

意志被提升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影响着作为人力

资本组成部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构建。

意识形态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具体关系是怎么样

的？我们可以借鉴阿尔都塞、哈耶克和帕森斯等学者的

理论对此问题加以分析。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主体

建构的过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主体的双

向互动关系，描述了建构性意识形态如何与物质存在

相伴投入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哈耶克的制度演进理论

中，“观念引导人的行为”为其重要的假设之一。哈耶

克认为，行为规则存在于社会的文化、道德伦理、习俗、

习惯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为社会中的每个人所模仿，

同时又在无形之中规范着人的行为选择。哈耶克提到

的“观念”，更多的是指约束性意识形态。在帕森斯的

“单元行动”模型中，“思想观念”与其他约束条件一起

共同影响着行动者对目标的选择和对实现目标的手段

的选择。这里帕森斯更明确地阐述了约束性意识形态

对个体的作用。

意识形态一方面存在于主体内部，不断积累形成，

称为建构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存在于主体外部，表现

为一种共有并接受的一定时空条件及团队组织内无差

异的意识形态，其激励并约束着主体意识形态的形成，

称为约束性意识形态。在以上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我们

可以根据建构性意识形态与约束性意识形态这两条线

索，将意识形态制度功能视角下人力资本意识形态形

成的基本过程用右上图表示。

1. 建构性意识形态的演进思路。

（1）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文化遗产。如诺思与凡勃伦的观点，信仰

体系导源于社会的文化认知模式，而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有助于减

少社会个体认知模式上的分歧。这里的“文化遗产”与帕森斯的“文

化”定义类似，都是指人场里的、共享的、常规的、有序的而且的确是

习得的符号体系。文化遗产一方面存在于班都拉所说的环境中，渗透

于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如同阿尔都塞所言，直接参与了意识形态

的构建。

（2）阶级意识形态是各利益集团谈判力量较量的结果。首先，就

像诺思所说，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由于不

同的地理分布形成各异的经验，逐渐结合形成各异的语言、习惯、禁

忌、神话和宗教，最终导致相异的意识形态，而先从与环境作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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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广东省人力资本形成

—基于意识形态的经验分析

吴小立渊博 士 冤

渊 广 东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广 州 510665冤

【摘要】本文基于意识形态制度功能的角度，以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迁为线索来探析广东省人力资本的形成机

理，解释了不同历史阶段广东省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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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组织的经历中体现出来的相异的意识形态渗入不同

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后，进而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冲突的另一个基础。马克思的“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也表明了意识对个体生产地位的

依赖，即职业专门化和劳动分工也是多元意识形态的重要来

源。其次，在各利益集团谈判力量的较量下，具有统治地位的

阶级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以使选民们确

信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

（3）人力资本的建构性意识形态在阶级意识的政治功能

影响下形成。在多元意识形态出现的状态下，统治阶级为了使

其委托者和代理者相信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降低服从成

本与阶级统治的交易费用，必须进行必要的投资。意识形态虽

然表现为系统的思想观念、学说体系，但它又必须以自我意识

的形式表现出来，统治阶级为此必须向阶级的成员、国民或公

民宣传和灌输意识形态，使阶级成员、国民或公民认同并予以

接受，其主要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教育投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和内容凝结在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以及生活方式之中，引导着主体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并由国

家支持和保障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主体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方式形成了作为人力资本组成部分的建构性意识形态，这

一方面反映在意识形态主体的技术活动中，另一方面反映在

意识形态主体的交易活动中。

2. 约束性意识形态的演进思路。

（1）因试错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对主体行为目标及

方式的约束。诺思认为，学习是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长期源

泉。他认为，通过个人和组织中活动家的学习，即一代又一代

的不断试错，使得交换得以更好地重新安排，制度变迁因而发

生了。而当个人的经验与其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

形态，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

合理解释。所以，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必然也是

在不断的试错中得以演化。而且如诺思所言，在个人改变其意

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过程。这个

不一致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观念引导人的行为”的假设

表明，通过反映在技术以及制度上的人力资本形成的意识形

态的结果对主体行为的修正，使得旧的意识形态被剥离，新的

意识形态产生。

（2）由外部竞争压力引发的对阶级性意识形态或多元意

识形态系统的修正。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变迁虽然取决于学

习，但竞争会促使个人产生学习的动力。无论是为了改变竞争

地位还是为了生存，竞争与学习一样决定着意识形态变迁的

速度，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来自外部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的竞

争压力。当主流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或其他意识形态系统的意

识形态在技术、制度上的结果所表现的效率较低时，阶级性意

识形态或多元意识形态系统就会面对修正的压力。其中，一种

情况是外部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的效率明显高于主流的阶级性

意识形态的效率，其修正方式是在保留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

基础上，将其覆盖范围缩小，在其外围逐渐形成一种以效率为

导向的边缘意识形态；另一种情况是外部利益集团意识形

态表现出一定的效率，但还不足以形成边缘意识形态，其影

响只能是对多元意识形态系统的修正。林毅夫指出，当意识形

态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增大时，统治阶级唯恐其权威性被动摇，

更倾向于维持旧的无效率的意识形态而不愿去创造新的意识

形态。

3. 具有时代特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相容构成意

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同，致使要素的相对价格也不同。而

相对价格的改变一方面会使主体改变对制度公平性的看法，

另一方面又会造成主体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这两者都会导

致主体在对文化遗产思想的冲击与反思中改变其意识形态，

由此引发与当前相对价格相适应的时代文化。

二、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制度功能视角下的人力资

本形成———以广东省为例

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与广东省人力资本形成。

近代史上，广东省是我国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之一，广东

人具有经商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东省是一个“七山一水

两分田”的地方，山区占全省的面积过半，山区人口也占全省

人口的一半。广东省基本保持“农村务农、城市务工”的传统格

局，是一个不甚重要的边远省份。在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

积粮，不称霸”的制度背景下，广东省如我国其他地区一样依

然处于以粮为本、单一作物种植的小农经济状态，并未摆脱小

农经济传统观念的束缚。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对外贸易严格垄

断和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体现

国家意志的制度理性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个人经济权力的忽视导致了平等、集

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时代思想冲击着儒家伦理与

商业文化。等级制度在“同志”与“公仆”的称呼中从表面上被

淡化，而“读书无用论”并没有对当时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刚

起步的工业带来多大影响。在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背景

下，“集体意识”通过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取代了多元意识

形态，集体中的个人是同质型人力资本。在广东，以“工农兵”

为代表的体力劳动者是广为宣扬的典范，而以“知识分子”为

代表的脑力劳动者则是异质型人力资本。因此，主体行为及目

标较少追求个性，最终形成了以“群众”区分、以“同志”相称

的表面上无差异的同质型人力资本，表现为平均主义的“平

等”理念与教条主义造成的身份、户籍、城乡、职业上的机械划

分与隔离，这表现在技术上则是人为设计的意识形态与生产

力水平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经济技术的停滞甚至倒退，而表现

在制度上则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具有公有制特性的人力资

本产权。

2. 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与广东省人力资本形成。

（1）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此时广东省人力资本开始从同质的“群众型”向异质的人力资

本转变。人类作为价值主体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在主体主动地

将个人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利益关系，

进而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此后的文化运动却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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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存在的和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利益集团。1978年以后，我国

下放了外贸决策权，创立了作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特区，国际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机会也大大增多。我国政府在广东省建

立了全国开放最早的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在引进国际

和国内科学技术、先进设备、科技信息、科技人才等方面起到

了“窗口”作用，同时也引发了利益集团之间更为激烈的意识

形态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具有时代特点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根

植于文化遗产的旧的集团价值会显示出异己的力量，转而反

对主体、驾驭主体，或者是集团价值主体受到利益关系的改

造，或者是利益关系受到集团价值主体的改造。在具有时代特

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对抗相容中，广东省多元意识形

态尤为典型。在外部竞争压力对多元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

态的修正中，广东人传统的商业精神凸显。广东人“尊理性、崇

探索、好实干”的思维，“个人首创”和“个性自由”的价值观，

“尊民权”与“重法治地”价值观的转换，充分表现在敢干、敢

闯、真抓实干，用足、用活、用好政策等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与重

构中。文化遗产与分工多样化对广东省人力资本意识形态的

影响表现为：1979年广东省把政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具

体化为“三个更加”，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

加放权；基层创造出许多新的做法与经验，如“一厂多制”、“养

鸡生蛋”、“放水养鱼”等搞活企业、培养财源的做法；基层的积

极性在增收分成、递增包干、定额补贴等不同的财政包干体制

下被调动起来。

意识形态投资的结果是具有集团价值的意识形态引导人

力资本主体的行为方式。广东省乡镇企业向多成分、多层次、

多形式的方向全面发展，以集体骨干企业为龙头的顺德模式、

以“五个轮子”（镇、乡、村、联户、个体企业）一起转的南海模

式、以“三来一补”带动乡镇企业发展的东莞模式等对全省各

地起到示范作用。大批昔日的农民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过去世代种田的农民洗脚上田搞“三来一补”，成千上万的农

民成了企业管理者，成了产业工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个

体老板、私营企业主、农民企业家、董事长、经理人等社会角色

反映了分工的多样化，也由此带来了多元意识形态。1983 ~

1993年，广东省每年引进境外技术人才和管理专家及其他人

才近4 000人，仅东莞市就有2 000人。而与墨守成规的小农意

识、随波逐流的群众意识不同，复苏的儒家伦理、商业精神、对

血缘和地缘的重视，结合市场经济的稀缺意识、竞争意识、契

约意识共同构成改革开放后人力资本形成的意识形态。伴随

着产业工人、个体老板、私营企业主、农民企业家、董事长、经

理人等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集团，广东省人力资本开始

由同质型向异质型转变。

（2）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为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广东省

人力资本已经呈现出复杂、多层次的异质型结构。邓小平的

“南巡”讲话及实践证明，广东地方政府自主实施的制度创新

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相契合，而且在地方政府实施制

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分享了垄断租金。因而，20世纪90年

代以后，面对国内外更为激烈的竞争及利益集团的压力，广东

省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此时，广东省已经逐步成为全国思

想较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法制意识、时效

意识、大市场意识、大经贸意识都已经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

意识水平，珠三角经济区的规划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完全

放开将由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取代。广东省的单个优势将由

群体优势取代。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更是为广东省带来了国际

先进技术，增强了广东人对市场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鼓励企

业和个人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意识创新。与此同时，技术型、

知识型的人力资源因产业的升级而聚集。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由政治地位造

成的身份差别被逐渐淡化，“创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

精神，“重商务实”的理性精神在这场“观念革命”中被推崇。由

此，广东省形成了由农民工、产业工人构成的同质型人力资

本，以及由各类专业人才、企业家、专业化的公务员、技术工

人、科技工作者形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异质型人力资本队

伍，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人力资本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企业家作为一个拥有生产资料、

率先富起来的新生社会群体，是企业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人力

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东的企业家成长模式离不

开文化遗产的影响。一方面，必须承认汕头和普宁的军埠模式

的民营经济就是以血缘关系、经验型技术、户及乡邻的示范带

动，以及有限的政策空档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

在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下，不同区域面对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压力，人们学会改变贴现率，从错误中对偏好、意识形态排序，

以使行为适应环境，于是产生了多集体所有制的顺德企业等

具有乡土社会关系特点的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广东省人力资本

的建构性意识形态在阶级意识的政治功能中构建，因此促进

广东省人力资本形成的意识形态投资的关键在于：淤在一

定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不应放弃与广东省区域现状相适应

的文化遗产，也不应否认时代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冲击，而应在

投资中将人力资本的初始联系转化成人力资本自我实现的资

源即扎根。同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意识形态的演化。于人力

资本形成的意识形态投资根植于阶级意识形态，政府在提供

相关正式制度的同时，还应进行意识形态的公共投资，营造有

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环境。盂除制定有关人才资源开发

战略、规划以及政策法规，确定人才开发体制之外，政府与民

间上下合力转变观念，兼容并蓄，在不断学习中引导与经济基

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变迁，决定人力资本形成的意识形态

的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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