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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力资本构成中，人们总忽略其中文化因素所引起的重要作用，或者将这一重要因素置于社会学研 

究范畴造成人力资本的经济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本文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为对象，重点从文化维度分析了中国 

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文化因素在人力资本构成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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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知识经济是经济形态上的一 

场整体性的历史巨变。从经济生活的现实来看，人类的现代化 

进程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时代已是 

明日黄花，我们正步人一个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 

个时代，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社会和文化特质上呈现出日益多 

样化的色彩，但是，在全球范围的开放市场上，国际间经济社会 

发展的竞赛却越来越订：聚于一个单一的轴心——人力资本。也 

就是说，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将主要取决于其民众的知识技能和 

现代性素质。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知 

识经济的主旋律。 

人力资本是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发现， 

它是在传统资本理论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同质性 

假设而提出来的。近40年的发展不仅孕育了舒尔茨、贝克尔等 
一 批经济学大师，而且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已 

日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舒尔茨认为，人们在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花费是 

对于一种以人为载体的特殊资本，即人力资本。在经济学家看 

来，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现代经济社会 

生活将越来越倚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人力资本的发现， 

表明了资本的异质，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人 

力资本本身又是异质的，对此，人们的思考尚少。这里所说的异 

质，并不是指从投资形成或投资收益率的差异上对人力资本所 

作的区分(在涉及人力资本的普通教科书中也不乏这种区分)， 

而是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眼界，主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 

对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人力资本的社会特质与文化特质的揭 

示。这种揭示最终证明了文化因素在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中所 

占据的重要地位。我们从中得知，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资本，而 

且也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力资本应该 

理解为一种“人文资本”。⋯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文化 

因素作一分析。 

一

、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 

中国民营企业家是随市场化改革不断成长起来的。通常而 

言，民营企业具有作为市场主体所需要的一切权利，这正是本文 

以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 

本的形成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经济体制而言。众所周知，如果 

没有制度的变革，就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就没有民营企业家 

及其人力资本。制度对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决定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容，二是 

它决定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质量。在体制转轨阶段的中国， 

制度首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在有限的经营范围内积 

累形成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在一个 

限制竞争和创新的体制下，民营企业家似乎并不需要较高质量 

的人力资本就能做到在经营过程中游刃有余。民营企业家只要 

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与各级政府机构沟通上，以获得政府的支持 

或默许，就能取得成功。这样，人力资本的内涵将更多的是运营 

政府的能力，而非真正的市场经营能力。 

(二)市场竞争程度 

市场竞争程度主要也是在决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涵上起 

重要作用。如果竞争激烈，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上，其 

人力资本的交易性较强；如果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家则将精力放 

在生产上，其人力资本生产性较强，而交易性不足。 

(三)产品的复杂程度 

产品的复杂程度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 

面，产品复杂程度低，生产经营容易，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要求也 

低，不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而产品复杂程度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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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过程相对复杂，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要求较高．从而有利 

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产品复杂程度低的话，产 

品本身形成的进入门坎也低，有时候反而导致该行业的过度进 

入，造成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反而会加快。相 

反，产品复杂程度高的话，产品本身形成了进入壁垒，容易形成 

一 定程度的垄断或竞争不足，企业家的市场压力较小，其人力资 

本的形成速度反而放慢。 

(四)社会网络 

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需要社会网络的强有力的支持。社会 

网络包括制度网络、经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等。尤其是人际关 

系网络对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但 

决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存量，还直接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 

成速度。 

(五)人力资本投资 

主要指企业家为取得人力资本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具体包 

括民营企业家为提高自身能力而支付的教育费用、培训费用、咨 

询费用等。 

(六)文化背景因素 

如果说人力资本投资是以往经济学家们最感兴趣的分析内 

容的话，企业家的文化背景分析则是被集体忽略的一个方面。 

民营企业家个人的文化素养不仅仅决定了其人力资本的初始存 

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决定着其人力资本的发展潜力并影响其 

发展方向。 

二、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模型 

焦斌龙博士在他的《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一书中构建了中 

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一般模型，在此基础上，稍加改 

造，以上述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六个因素为变 

量，可以构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一般模型。 

设Y表示其人力资本总量，f表示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函 

数。由于制度对民营企业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管制程度上，因 

此，用 0表示管制程度，且0≤e≤1。0=0表示对民营企业不但 

完全没有限制，而且为其成长提供各种制度保障和激励；0=1表 

示完全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市场竞争程度用z表示。它分两 

种情况：竞争不激烈，即卖方市场，用z 表示；市场竞争激烈，即 

买方市场，用 表示， >z1。产品复杂程度用e表示．分为三个 

等级，el表示最低；e2表示中等复杂；e3表示最复杂。社会网络 

用 l表示，l=L时表示最有利于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社 

会网络状态。人力资本投资用 x表示。C表示文化因素。 

Y=f(e，z，e，l，x，C) (1) 

式(1)满足以下条件： 

Y=f(0)=a(a为常数，表示一个人在成为企业家之前的人 

力资本总量) 

且 ： 

其中e对Y的关系比较复杂，它涉及到z的情况。在 elz 

情况下，Y的形成比较慢；在 e2z2情况下，Y的增长比较快；在 

e3z1情况下，Y增长一般；在e3z2情况下，Y的增长最快。 

如果考虑到 0的重要性，那么 z、e、l、x、C都可以包含在 0的 

函数中，即0= (z，e，l，x，c)。当日=1时，Z、e、l、x、c对 Y的影响 

几乎为零，因为此时国家对民营企业的管制最严，甚至不允许民 

营企业的存在。这时，式(1)可以改写为： 

88 

Y=f(0) (2) 

令c：cn(q 为常数)，对式(1)求导，取极值可得： 

MaxY=f(0、 2、e3、l⋯X qI) (3) 

即只有当0=o时，z=Z2，e=e3，l=L时．Y的增长才随 x的 

增大而增大。式(3)表明，MaxY是关于X的函数．也就是说．Y 

并不存在极值0。 

三、对文化因素的进一步解释 

前面所分析的模型中，尽管出现了文化因素这一变量(c)， 

但分析过程中并没有提到，这并非说明这一因素可以忽略，而是 

因为它太重要，在函数式中对 Y的关系过于复杂，因此有必要 

作专门解释。 

文化背景或说文化传统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影响有其二重 

性，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历程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种影响。 

学术界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形成大体上经 

过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 1979年～1984年。这时的企业家是在体制 

外形成的，有一批农村“能人”和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是在体制 

外的，相对来说，文化素质较差，没有多少传统包袱。这种文化 

背景在当时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很容易产生对体制的离心力。 

加之当时改革伊始，赚钱机会多，这些人敢于冒险，充分发挥了 

自身人力资本的存量，很快富了起来，成为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 

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他们文化素质低、眼光 

狭隘的局限性越来越暴露出来，毕竟经商同治国一样，不能全靠 

铁马弓刀。经过大浪淘沙，很多“暴发户”已经销声匿迹。他们 

开始沾了“没文化”的光，最终又吃了“没文化”的亏，文化在这里 

不折不扣地表演了两重特性。 

第二次浪潮是 1985年～1992年。这时的企业家是体制内 

转到体制外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 

市，所以有一批机关工作人员、科技人员、高校教师“下海”，创办 

企业，成为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这批人有知识、敢创新，文 

化素质较高，表现出良好的人力资本特性，不乏成功人士。 

第三次浪潮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这批企 

业家是在体制内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的。这是当前民营企业 

家中的精英，不管是在全球化压力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 

识，还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顽强打造企业品牌的坚韧毅力，都 

显示了这批企业家身上的深厚文化素养和良好的中国传统精 

神。这种文化背景无疑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种加速剂和膨化 

剂。在前面所构建的人力资本形成函数中文化因素变量(C)，与 

人力资本总量(Y)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如果以文化为维度来考虑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历程的 

话，应该是从文化缺失到文化回归再到文化张扬的过程。有人 

说21世纪是打文化牌的世纪，甚至有人说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的世纪。对后一说，本人不敢苟同，但就文化因素对企业、对企 

业家、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 点，本人是 

赞同的，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参考文献 】 

[1]杨柳新．人力资本与中国现代化[M]．济南：lh东大学出版社，2003． 

[2]厉以宁．北京大学演讲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X 校对：Q)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