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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主体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得到解放的先行官。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体现

了这一体制改革的成功，然而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依然处于欠发达的状况，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总体步伐。当前许多研究认为，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是制约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

原因，也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潜在因素。本文基于历史社会结构演进的逻辑推演，发现民族地区人力资

本投资结构参有非经济利益驱动因素，如果以有效的劳动市场和民族文化激励为导向，民族地区人力资
本投资结构会更趋向合理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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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market subjects, and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ern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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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eflects the success of this system reform. However,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ethnic re-
gions of China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overall pac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 body of papers has proved, the current investmen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in ethnic regions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restricting their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potential factor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social structure evolution 
logic,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in ethnic regions is driven by 
non-economic interests, and if guided by correct market and ethnic culture incentives, the in-
vestmen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in ethnic regions will be more rationalized and the endogen-
ous impet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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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作为社会一切行为的主体说明人能够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随着人的

各种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认知能力，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起着主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无论对社会环境的变革还是自然环境的改变都具有不可否定的影响。二战之后的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复苏的如此之快？正是因为战后的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力资本是被公认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的内生动能。改革开放之久中国政府花费在教育上实体上的投资逐年增长，这促进了人力

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也使得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然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依然比较落后，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未能得到有效发展。强化民族地区人

力资本紧扣新时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选择。 
资本的概念最初是源于经济学，一般是指被生产出来不具有消费性质而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及用于再

生产的事物，比如厂房、机器设备。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上述这些简单的事物但是就其广泛的作用机制

来说是能够服务于与未来并能够在未来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外延概念，在现如今的社会经

济发展中显示关键型资本。广义上，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的不断增长使得个人的生产力能

力得以提高并同时促进个体和和社会的总的财富的形成。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组成，对人的能力的

投资会使国民经济增长[1] [2]。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之一，虽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投资，但是教育所

带来的最终回报是不胜枚举的。在美国社会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要比实体资本的回报率更胜一筹。

然而，教育的投资回报并不是没有其它影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均影响教育的

收益率。不仅仅是教育和实践上的投资，健康，营养以及人口流动等投资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也是被认

为改善工人的生产力的重要的指标体系[3]，早期的研究者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经济利益同时也会有

非经济利益呈现，比如，竞选投票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家庭的计划选择更具理性意识以及对于经典音乐

和文学著作的更高的赏识，这就延伸了对人力资本的更深的理解。现阶段对人力资本理解不仅包括经济

利益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被看作为一种提高生产的方法也可以是人类发展的目

标[4]。经济增长只有实现人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才能是被看作有效的，发展是通过人们有机会实现自身的

发展，以人的自由的实现看待发展而不是聚焦于经济数量指标。根据劳动力供给需求理论，通过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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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模型推演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助推高质量就业，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5]。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当前国家所有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有很大关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行为有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

度放慢，因此，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是区域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6]。民族地区和内地发展地区的收入差

异和民族地区内部的城乡居民差异都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表现，基于实证分析，人力资

本积累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异。 
纵观国内外文献，其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集中于研究人力资本的概念性拓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的研

究，具体分为以下五类。一、针对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后期回报；二、人力资本发展的目的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公平；三、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质量的关系；四、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五、人

力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目前少有研究能够建立促进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适用机制。

其次，结合民族地区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来研究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进而对追求人力资本的非经

济利益目标的研究更是少有。因此本文的中心思想定位于藏族传统人文历史背景下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

投资结构的源头探索以及为适应现代化人力资本结构，研究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创新机制。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人力资本 

资本的概念最初是源于西方经济学，一般是指被生产出来不具有消费性质而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及用

于再生产的事物。资本可能并不仅限于上述这些简单的事物但是就其广泛的作用机制来说是能够服务于

与未来并能够在未来创造价值。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外延概念，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示关键型

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要追溯到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指出“通过教育、学习和培训获得

的才能是需要成本支出的，而这种成本支出实际上是对人的投资，这些才能既是个人的财富，也是社会

的财富。”广义上，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的不断增长使得个人的生产力能力得以提高并同

时促进个体和和社会的总的财富的形成。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组成，对人的能力的投资会使国民经

济增长。 

2.2.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指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形成上的投资，是通过在人的教育、医疗、健康、培训、

劳动迁移能力上的投资积累，人的各种能力实现分化和专业化，从而使个人的生产力和社会总财富得以

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合理化会使该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兴起，面

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被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度放慢。另外，对于民族

地区，宗教文化也可以是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不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追逐的是一种非经济利益的人

力投资。 

3. 藏族社会人力资本结构 

3.1. 历史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藏民族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宗教文化，在近代史上有过其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所谓政教合一是指政权和教权统一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在格鲁政权统治下，最高的统治者是格鲁派的转

世活佛。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政府官员分为僧官和俗官共同管理西藏内务[7]。僧俗两官的遴选都要求

有基本的书法、编译和藏式计算能力，俗官一般是世袭的世俗贵族，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

而这些教育就包含书法练习、语言编译和计算能力。书法的练习是因为在府内要求需要有良好的书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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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才以政治书信的来往；语言编译能力的要求是政府和外界交流所需，等同于现在的国际翻译；具有计

算能力的人才被应聘为财务部门。如此看来，近代西藏政府职员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按照政府的职位

需要来决定的。近代西藏的民间组织包括农民、牧民、商人、小贩和其他手艺人，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

组织，农民通过耕种来维持生计，牧民则通过养殖牲畜来维持生计。两者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就是会耕农

和放牧，兽医的角色并不是牧民自己充当着，而一般是在寺院学过医学的僧人。商人和小贩一般都充当

着两个区不同 域间的投机人，他们可能会有传统的商业头脑，通过买卖牲畜的副产品和农业经济作物维

持生计。另外，如果这些商人和小贩在不同的民族间的产品交换中充当中间人，那么他们必定还要学会

其他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掌握可能是以后他们可持续投机的优势。手艺人和因自身所从事的事业类型

不同，具备不同的手艺和技术，这些手艺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所需衍生出来的，因此，手艺都具鲜明的民

族特色。民间组织的特点是该主体都没有受过任何上层教育和现代的这种学校教育。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藏民族最具特殊性的是宗教因素。由于宗教有它自成体系的教学，藏族人出家

为僧的历史已有 1300 年久。近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条件下，格鲁三大寺院组织有权管理西藏的政务。

因此，在近代西藏，寺院组织为独立的组织区别于民间组织。出家为僧的藏人可以被理解为非经济利益

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出家为僧就意味着放弃世俗条件，为了自己和众生而修法悟道，僧人在寺内学习

的医学便是民众患病医治的主要依托。传统的藏族家庭一般每个家庭中都会有一位出家为僧，其目的就

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非获得经济利益。 

3.2.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演化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民主制度替代了西藏的旧有制度，庄园经济和地方领主世袭制度也随之消亡，

藏族社会组织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的政府内部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地方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

族人士没有如此能力胜任政府职务，此后国家大力实施少数民族骨干培训计划，目的就是能够充当管理

本民族事务的公务人才。另外，西藏的民主改革以来，中央大力支持西藏的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的投资，而民族双语现代教育的普及是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出现大量的本土具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的根本原因[8]。藏族社会制度的转型导致了藏族社会组织关系的变化，组织关系的变化使得藏族社会的

结构得以重新调整。因此，现代社会的藏族群体结构呈现六种组织分化，分别是农牧民、公务员、事业

人员、寺院和尚和服务人员。农牧民组织依然是提供其他五种劳动人口的来源，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农牧

民群体人口日益增张，这就形成了农村和牧区的富余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推广使得这些

剩余劳动力有了转移之所，这在农区社会更是能够体现，农区由于除了耕作收割季节，其余时间段基本

是处于闲暇状态，家庭人口过多，生产收入不变，劳动力过剩，因此会选择转移到其他行业。高级中学

和职业学校的建立更是发生这种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一些有远见的家庭会从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接

受教育，目的是以后能不在从事农业牧业，而是在成为公务员或者事业人员。这种劳动力转移投资的底

层逻辑是比较利益[9]。近年来，藏族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有了明确的新的方向，那便是家庭选择投资孩

子的教育和健康，这种比较利益同时也削弱了藏族孩子从小出家为僧的宗教动机。这种蜂拥而至的教育

投资需求，使得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不足，且教育质量也受到全新的挑战。 

4.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机制 

4.1. 市场嵌入社会文化模式 

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受益与西方工业改革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都是文明的体现，是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最先盛行的，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资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市场经济制度

和文化当属西方的文化，是适应西方工业文明的经济制度。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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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上的一部份，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与社会文化而存在，而是从属于政治、

宗教和社会关系[10]。 

4.2. 民族文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市场三者相互作用机制 

现代藏族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转变更多的是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恰好

也适用于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转变机制，市场的比较利益牵动着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转变。然而这种

结构抓变的进程相当缓慢且效率低下，市场而是需要嵌入在民族社会文化各体系下才能可持续的形式推

动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图 1 表示这种相互机制。 
 

 
Figure 1.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ethnic areas 
图 1.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开发机制图 
 

藏族社会由于其历史社会文化制度，社会阶层的固化，自然而然经济结构也呈现几乎不变的情形，

由此，民族文化可以是经济停滞不前的阻力。实然，经济发展也必须要依托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文化

的发展是教育的结果，依此，现代文化发展就需现代教育。自从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文化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转变，首先是农牧民团体受到了教育和培训，逐渐参与到社会管理和治理中，这是实现人的自

由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其次是民族自身的文化变迁使得藏族社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多样化抉

择和追求个人幸福权。这种文化变迁能够激励现代人力资本的发展。再次是由于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影

响，藏族社会也不断地在调整自身内部结构，以更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劳动市场吸引藏族

现代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投资更具合理化配置。根据社会不同的劳动市场

需求，人力资本的供给侧结构根据市场结构优化升级，这样市场经济制度文就易于嵌入民族社会文化中，

同时文化又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壮大。 

5.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发展能力不

足又具体体现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和投资结构的固化，从市场嵌入社会文化的视角

以及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民族文化激励和市场导向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适用手段，文化激励

和市场导向的机制可以运用在以下三点。 

5.1. 提升民族地区现代文化教育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人才差异最主要表现在地方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现代教育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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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度是造成人力资本短缺、积累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公共部门应在民族自身优秀文化发展受到保

护的情况下，加强民族地区现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5.2. 扶持民族地区本土种子企业发展 

地方种子企业是地方自发的企业，极具有地方特色，是地方依托地方市场需求而出现，如果加以外

界的轻微扶持和培育地方种子企业很有可能会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铸就地方劳动市场的供给，

吸引地方人口转移就业，更多的地方特色企业和延伸的产业链使得社会劳动迁移变成可能，从而也发展

了地方人力资本。因此，公共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激励地方种子企业的安全发展，提供政策环境保障。 

5.3. 持续民族地区开放共享格局 

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自身文化的内部发展，其二是外来文化的传播。在全

球产业链价值背景下，民族地区也应该改变封闭的状态，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创造全球市场价值。充

分促进社会文化交流，持续缩减知识差异和能力差异。可选择的战略有加强民族地区交通、互联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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