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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东方早期的智慧集中的体现在关于人的学问上，天下之大能以“六艺”统摄，而六艺则完全以人为主
要的探讨对象，并反映着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许多今天被当作自然科学的领域，在早期无一例外的被
归入非主流的天文地理之列，乃至被归入所谓的“奇门异术”。西方也一样，尽管发达的“原子论”
思想昭示着东西方哲学视角的关键差异，但是“认识你自己”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关于人
的学问同样是西方早期的关键知识领域。在西方关于人的学问中，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最
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
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表述了他对教育的经济作用的认识。然而，在后来那“黑暗的”一
千年里，基督教的苦行和出世的主张长期反对关于人性的积极探讨，更压抑着关于人的经济价值和物
质财富的追求，只有到了新教改革之后，欧洲大陆上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才对勤劳和财富加以崇高
的赞美，才产生了培育资本主义的土壤。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早先那些关于人所接受的教育
和训练的经济价值的论点，被一大批意在复兴古代文明的群体热烈探讨。也只有在文艺复兴之后，基
督教关于人类的发展每况愈下以及劝导人们放弃对美好生活和物质财富的追求的主张，才逐步被相信
人类历史每况愈上和鼓励人们创造尽可能丰富的物质财富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所代替。这时，人们
的注意力才真正从神转移到人身上，从纯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伦理等角度对个体和群体的人的探
讨才得以热烈的开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开始步入自由发展的阶段，人
们开始探究商品的价值来源和本质，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当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
探索领域。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提出了当时较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尽管劳动价
值论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乃至相互尖锐对立的观点，但是前者关于人的经济价值等
方面的探讨为后者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学习与批判中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当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都曾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经济思想史中有关人力资本的观点和思想加以阐发。可以说，回顾
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思想渊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力资本概念、理论及其现实
意义。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 
思想 
（一）关于人的经济价值的计算方法的演进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也是近现代经济学中第一个明确地将人视为资产，并试图
估算其经济价值的人。配第在17世纪60～90年代期间，发表了《税赋论》、《献给英明人士》、《政
治算术》等一系列著作，分析了英国的财政、税制、货币等问题，以及增加国民财富的方法，阐述了
有关价值、利息、地租等问题的经济原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配第已经不同于更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开始将分析价值与财富的视角转向生产，并且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对于产品或财富
生产的关键作用，这相对于那种将价值决定于市场或流通环节的观点，无疑是一种突破。配第提出了
“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命题。配第不仅重视人口实力对一国经济实力的影响，另一方
面，他还热衷于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等工具来表述其论点，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致力于计算人口的经
济价值。配第的具体方法是，将人口或劳动力视为资产，由于一项资产（如土地）的价值可以表述为
其在若干使用年限内（如20年）所创造的收入的资本化，那么人口的经济价值也可以这样来计算。配
第大致估算英格兰的人口为600万，假定平均每人每年开支7英镑，并假定开支等于收入（即将收入分
配给各种各样的开支或者说用途，这样，开支就等于收入了），那么英格兰的年总收入就是4200万英
镑，再假定这其中有800万英镑来自地租，还有800万英镑来自动产收益，那么剩余的2600万英镑就由
英国全体国民当年的劳动所创造或者说提供。在假定资本化期限为20年的情况下，英格兰总人口的劳
动价值将等于2600*20=52,000万英镑。而每个人的平均价值则为这个总数除以人口总数，也就是80多
英镑。这个人均价值意义不大，配第也承认，每个人由于其所处行业不同，他们的经济价值也是有差
别的，如，海员的收入是土地耕作者的收入的3倍，那么海员的价值也就是农民的3倍。当然，年龄和
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实际预期劳动年限的影响并没有在配第的论述中有所体现，那么根据劳动价值推算
人的价值的逻辑路径，这个人均价值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局限性。不过，从人力资本思想发展的历史长
河来看，这仍不妨碍配第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科学系统地计算人的经济价值的学者。配第计算人
的经济价值的目的主要在于分析和说明英国的国家实力，以及由于战争、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带来的
经济损失和移民的经济后果等，这一思想的出现，是以当时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为背景的。配第计
算人的价值的缺陷则在于，他使用的是总收入，而没有对维持生活的费用进行扣除。 
（二）关于人力资本概念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探索 
配第等人是在计算人的经济价值方面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而在人力资本概念和
人力资本投资理念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亚当·斯密等学者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斯密是
第一个明确的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他曾指出，人们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其实并不大，人们
在壮年期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能力，并不是起因于天性，主要是后天通过分工而形成
的习惯、风俗以及教育的结果。不仅如此，斯密在谈到资本划分特别是固定资本的作用时，还明确地
把人们经过教育而获得的生产技能归入资本。在《国富论》一书中，他把一个社会全体居民或成员所
具有的有用的能力作为四种固定资本的第四种，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而且把工人的技能的
增强视为经济增长、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他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技能如
何影响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等问题。他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括四项，第四项就是“社会上一切人民
学到的有用才能”，因为“学习一种才能，需受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花去的
成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
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
是社会固定资本。”在论述工资差别的时候，斯密还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花费和补偿问题。他指出，导
致不同职业工资差别的因素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是业务学习的难易程度进而学习费用
的不同。“一种费去许多功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训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
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以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



少取得普通利润”。我们可以从斯密的论述对现代人力资本的贡献在于：第一，他认为人的能力差别
主要是后天形成的，而后天通过教育和生产实践提高的能力是固定在人自身的一种资本；第二，他实
际上指出这种后天提高人的能力的过程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既要付出成本，又会获得投资收益。
我们可以说，斯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原理。
斯密的这些杰出思想对后来人力资本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人力资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 
除了斯密，欧洲大陆上的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也以各种方式提到人力资本的概念。作为斯密的学
说在欧洲大陆的解释者和传播者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指出，由于人的技能的获得需要花费成本，同
时它又会增加工人的生产力，所以应当被视为资本。萨伊是著名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创始人，他曾认为
生产过程也就是创造效用的过程，它的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土地、资本。不过，这没有妨碍萨
伊认识到劳动能力的后天获得性质，从而具有资本的性质。他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
数次明确提出人们经过学习获得的能力或由此而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资本。他还写到：“人不是一
生下来就有足够的身长和足够的力气来搞甚至最简单的劳动。他要到大约十五岁至二十岁才取得这种
能力，因此可以把他看作一项资本，这项资本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积形成。”这表明萨伊已经
有了比较明确的人力资本概念。他进一步指出，当任何职业（不管是高级职业或低级职业）所需要的
技巧，只有通过长时间和很高代价的培训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些
费用总和便构成累积资本。所以，劳动者的收入就不仅包括工资，而且还包括在训练时所垫支的资本
的利息。因此，所有需要长期教育和才能的工作即需要普通高等教育的工作，比不需要这么多教育的
工作有更高的报酬。教育是资本，它应当产生和劳动的一般报酬没有关系的利息。从这些我们可以看
出，萨伊不仅意识到人们为获得技能而在以往支出的资本成本，随后将要得到回报，即利息，所以劳
动者报酬中不仅包括一般工资收入，而且应当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关于这种收益的大小，萨伊
认为它应当高于通常金融资本的利息率，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人的生命终结，其所蕴涵的资
本也就不复存在了。应当说，萨伊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实际上比斯密的更
为深刻和清晰明了。他把人力资本投资视为所有行业的人们增进技能的一种普遍现象，并认为人们的
总收入因此将分为两部分：归于原始人力的工资和归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利息。这显示了萨伊在资
本概念运用于人力因素上面做得更富有成效。所以，虽然生产三要素论后来在经济学中的广泛流行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但是萨伊在19世纪初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贡
献是不容抹杀的。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思想 
评述 
现在看来，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
因此，只有当一般的资本概念被用于人本身时，才能产生科学的人力资本概念。只有关于人力资本的
理论与方法被系统地应用于人力要素时，才能形成科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经
济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曾建立起了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一般资本理论。但是由于没有
系统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人力分析，故而没有形成人力资本理论。当然，当时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
到今天这种将成本和收益的经济核算推向极致的理念，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人力资本分析方面的重
要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过，三百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人开始，劳动价值论
曾经把人置于主体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创，然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却把人当作了要素人，
失去了人的主体地位，不能不说是出现了偏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非
主流开始挑战主流经济学，而人本主义经济学也出现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纠正。回过头来，我
们看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正是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吸收，尤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
发展，才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人始终处于主体人的地位，亦反
映出该理论体系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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