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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或发展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从

经济增长理论演变过程来看，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无形资

产）投资将导致人均产出累积性增长（Hayami & Ruttan，

1998）。这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

论，更加关注知识外溢、研究与开发、创新、内生技术进步和人

力资本等无形资产（无形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规模效益递增问

题，试图揭示无形资产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贡献。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驱动因素探析

1986年，罗默的论文掀起了新形势下关注“内生”经济增

长理论的热潮，该理论通过经济增长中的外部性解释经济长

期增长的持续性。外部性思想肇始于阿罗（Arrow，1962）“干中

学”（learning by doing）和“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

over）。卢卡斯（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进行内生化处理。

1援 以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作为经济驱动因素，实现内生化

经济增长。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当做物质资本和技术

投资的副产品，把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

素。阿罗（1962）认为知识与生产率的增益来自于投资和生

产，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相应的增加，

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阿罗的边干边学概念只适应于单

个产业或产业过程，不适应于整个经济；加之外部性竞争存在

非均衡性、动态最优过程中社会最优与目标函数的有限性等

问题，因而谢辛斯基（1967）对阿罗模型进行了简化和扩展。之

后罗默（1986）再对阿罗模型进行扩展，建立罗默模型。罗默模

型得出均衡增长既不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也不依赖于人口

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罗默（1986）认为，私人边际产品与社

会边际产品的比例如公式（1）所示：

= （1）

式中：D1f（k，Nk）代表私人边际产品；D2f（k，Nk）代表社

会上所有其他私人边际产品；酌代表整个经济的全部知识存量

弹性；淄代表修补知识存量弹性。

由于竞争均衡导致私人投资知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罗

默（1990）随后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

2. 以产品创新作为经济驱动因素，实现内生化经济增

长。罗默（1990）认为技术变化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激励，而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解释了产出的绝大部分。技术进步来

源于有意识的行动，这种有意识的行动是对市场刺激作出反

应的人们所采取的。罗默（1990）建立了具有创新水平的内生

化经济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如公式（2）所示：

g= （2）

式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啄代表效用函数中跨期替代弹

性的倒数；籽代表时间折现率；撰= ，琢、茁分别

代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该结论说明经济增长率

与 H 相关，即存在规模效应（经济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成正

比）；而这一结论成了后来学者实证检验的焦点。

Grossman和 Helpman（1991）认为，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

同种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产品质量的提高源于专门的技术研

发，和罗默（1990）不考虑新知识产生以后对于原有知识的负

外部性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优质产品的出现会使旧产品不断

淘汰，这是一个过程。但他们忽视了厂商从事有成本的模仿活

动的刺激，以行业领先者不从事研究创新为假设前提，与事实

不符。阿格奥和豪伊特（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1992）

在 Segerstrom，Anant和 Dinonpoulos（1991）的研究基础上，解

释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假说，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内

生增长模型（AH模型）。AH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线性的而

是存在起伏的过程，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双刃剑。新知识对于

知识的生产既有正的外部性，同时新知识对原有知识的替代

降低了收益，具有负的外部性。

3援 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驱动因素，实现内生化经济

增长。Lucas（1988），Becker，Murphy 和 Tamura（1990），Tamura

（1991），Lucas（1993），Goodfriend和 Mcderott（1995）等强调人

内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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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20世纪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知识外

溢、研究与开发、创新等无形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规模效益递增问题。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产

品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等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认为这些无形资产已经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 无形资产经营 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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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们为人力资本的产生和积

累设立“生产函数”来内生化人力资本的存量变动，解释经济

增长。卢卡斯（1988）引入 Schultz和 Becker的人力资本概念，

借鉴罗默（1986）的处理技术，修改宇泽的技术方程，建立人力

资本外部效应为核心的“两时期模型”、“两商品模型”，得到最

优均衡经济增长率如公式（3）所示：

g'=滓-1 啄- （3）

式中：g'代表最优经济增长率；滓代表跨时替代弹性的倒

数；籽代表时间偏好率；姿、茁、酌分别代表人口增长率、整个经济

中资本总存量的产出弹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该模型避免了“没有人口增长就没有经济增长的不愉快

的结果”；但是，没有考虑两部门内生增长的动态性质，

Mulligan 和 Sala-i-Martin、谢丹阳（1991）对其进行修正；

Mankiw，Romer and Weil（1992）建立一个标准的四变量最终

产品总量生产函数，得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人力资本增长速

度函数如公式（4）所示：

h（t）=Sh·y（t）-（n+g+啄）·h（t） （4）

式中：h（t）代表人力资本增长速度；Sh代表总收入中投资

与人力资本的份额；yt代表单位人均产出；ht代表单位人均人

力资本额；n、g、啄分别代表劳动生产力增长率、技术革新增长

率、折旧率。

4援 以技术模仿、扩散作为经济驱动因素，实现内生化经

济增长。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知识是完全外在于经济体系

增长过程的，不存在扩散过程。其实，知识是弥漫在空中的公

共产品（Alfred Marshall，1890），是以企业间不付费用方式转

移而扩散的。技术（知识）扩散是在不确定和有限信息的条件

下进行的。一般表现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研发的

溢出效应等（Griliches，1991）。而研发溢出效应是经济增长所

关注的重点。由于对逻辑斯蒂方程的不满，巴罗和Sala-i-

Martin（1995）引入了国际技术扩散模型，Shekhar Aiyar 和

Cal-Johan Dalgaard（2002）建立一个知识不完全代际转移模

型，来说明知识在扩散过程中的失真问题。虽然，约翰森（L.

Johansen，1959）、索洛（Solow，R.，1960）、费尔普斯（Phelps，

1962）、马修斯（Matthews，1964）、布雷斯（Bliss，1968）以及巴尔

德汉（Bardhan，1973）等都提出了技术传导模型，但是令人遗

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由于知识扩散模型片面强调知识在国际

上的扩散，因而收效甚微。事实上，知识在产业内部（企业间）、

产业间、抑或在新知识生产部门间的扩散更为重要，更具现实

意义（左大培，杨春学，2007）。

5援 以创新、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实现

内生化经济增长。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912，1939，

1942）将经济增长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格局的突破，其突破

力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经济发展只是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内

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而并非外部强加于它的一种推动力量。经

济主体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

性因素。沿着这个思路，赛格斯特罗姆（Paul S.Segerstorm，

1990）、阿格亨和豪伊特（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1992）

分别建立了具有破坏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

Sala-i-Martin（1997）认为截面数据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琼斯（Jones，1995a，b，1997）运用时间序列来检验规模效应。

Gang Gong，Alfred Greiner and Willi Semmler（2004）也利用时

间序列，引入非线性知识生产函数（A/A=滋H酌
AA准-1-啄A），以此

修改罗默（1990）模型，验证了修改后的模型并不存在规模效

应。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短期影响人均劳动生产

力增长率而非长期。虽然长期增长率不受影响，但是会影响变

量水平的稳定性（Turnovsky，2000）。

Narayana R援Kocherlakota 和 Kei-Mu Yi（1997）认为，政

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有影响，而对外生经

济增长模型没有影响。Aghion 和 Howitt（1998）指出，Jones

（1995）的结论忽略了技术复杂性程度的提高，忽视了社会总

产品数的增多，因而对其模型进行了改进。Dajin Li（2002）发

现从长远来看不能拒绝 AK模型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外部

效应。Dinopoulos &Thompson（2000）研究发现，改进的罗默模

型（1990）表明长期经济增长与实物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Accinelli and Brida（2007）引入二维动力系统（a two dimensional

dynamics system），扩展了拉姆齐 Ramsey（1928）经典模型。

Timothy Kam and Yi-Chia Wang（2008）扩展了 Glomn and

Ravilumar（1994）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

的公共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我国学者贺俊、陈华平、毕功兵（2006）认为，垂直型和水

平型模型虽然能将技术创新内生化，但忽略了人力资本积累

对净增长的作用，应该把这两个因素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模型

之中。他们借鉴卢卡斯的思想增加一个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构

建新模型，得出均衡增长率如公式（5）所示：

g= （5）

式中：滓代表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籽代表时间贴现率；啄2

代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率。

该模型说明经济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部门生产率成正

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

张延港、戎晓霞、王峰（2008）在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

引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克

服了琼斯（Jones，1995）曾经指出的技术进步为常数这一假设

的缺陷。他们认为在平衡路径上，产出、技术的增长都与人力

资本的最大积累率有关，而非简单的仅由人口增长率决定。另

外，经济平衡增长率与技术水平的外部性无关。

针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经常忽视转型问题，

（Kremer，1993；Jones，1995ab；Todo and Miyamoto，2002；Ha

and Howitt，2007；Madeson，2008）；Ha and Howitt（2007）以及

Madeson（2008）通过协整分析来区分琼斯（1995ab）模型和熊

彼特模型。Norman Sedgly and Bruce Elmsile（2010）利用 Eicher

and Turnovsky（1999）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内生增长杂

交模型，验证第一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及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支持这一创新模型。

［ ］
（1-茁）（籽-姿）

1-茁+酌

啄2-籽

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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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库管理制度下，高校资金执行规范的国库集中支

付管理，即通过零余额账户，区分专项资金和非专项资金、政

府采购资金和非政府采购资金，采用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的

方式办理支付业务，与国库的关系是一种“先支付后清算”的

关系。这种管理方式大大减少了高校资金的沉淀，加速了高校

资金的周转，也提高了高校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但从国库

集中支付对资金运作的特殊要求来看，目前高校资金管理方

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待解决。

一、高校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资金挤占问题。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后，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中的资金用款计划指标及采购指标批复数便构成了高校

虚拟的国库资金，高校基本账户的资金余额构成了高校的自

有资金。在实际支付资金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识别标准来

区分资金的隶属期，因而往往造成自有资金挤占国库资金的

问题。以高校教学可结转项目经费为例：高校教学可结转项目

建设一般要经历立项期、初验期、终验期三个阶段，其配套经

费也大致按这三个阶段分别划拨，一旦教学可结转项目跨越

国库集中支付前后的不同时段，则该项目经费的构成就既有

自有资金又有国库资金，按理应当正确区分二者的界限，分别

不同的渠道办理资金支付。然而，受传统项目管理模式“一个

项目一本经费卡”的影响，业务经办人员和会计人员均无从区

分某笔资金的隶属期，因此往往采用统一的资金渠道———国

库资金办理资金支付，使本应由自有资金承担的部分转化为

国库承担，出现资金挤占问题。

2. 资金信息问题。高校资金信息按其分属于不同的系统

分为支付信息和会计信息，支付信息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综

合反映，会计信息在会计核算系统综合反映。原则上，支付信

息与会计信息应该保持一致，然而实际上受多种因素影响，二

者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影响因素有：

（1）支付系统的“经济科目”与核算系统的“会计科目”不

现代国库管理制度下高校资金内部控制设计

周训娥

渊浙江财经学院 杭州 310018冤

【摘要】现代国库管理制度下对高校资金的运作有着特殊的管理要求，但在实际中高校资金运作管理还存在不少缺

陷，需要进行改进。因此本文提出，高校必须建立健全适应现代管理要求的国库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高校资金合理使

用，提高高校资金的运作效率。

【关键词】高校资金 国库管理 内部控制

三、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文献，挖掘经济增长的

驱动因素。笔者由此发现，无形资产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

表现在：淤以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作为经济驱动因素；于以产品

创新作为经济驱动因素；盂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驱动因

素；榆以技术模仿、扩散作为经济驱动因素；虞以创新、企业家

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

要更加关注无形资产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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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与扩散路径研究要要要基于国家经济安全视角冶渊编号院

71072166冤尧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野企业知识

资产价值贡献测度研究冶渊编号院08JJD820177冤与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课题野企业无形资产价值贡献问题研究

要要要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冶渊编号院2010B0901冤的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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