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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ץ为研究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

之间的关系ץ对该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ץ总结梳理现有文献中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ץ着

重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在各国人力资本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Ϫ研究认为ץ国际贸易与人力

资本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机制ץ国际贸易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分布ץ人力资本也会反

作用于贸易的要素含量与进出口决策״国际贸易对于不同地区ϩ不同部门ϩ不同企业以及不同个体

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化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不仅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ץ还会通过影响劳动

需求弹性ϩ劳动收入份额以及技能劳动力移民等途径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由于资本和技能的互补

性ץ资本品进口会通过提升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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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１］。随

着中国即将面临人口负增长拐点，过去支撑中国发

展的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在此背景下，如何积

累人力资本、提升人才红利成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

较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也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在众多阐述人力资本

积累问题的理论中，国际贸易是其中一个较为特别

的机制。一方面，长期以来，国际贸易都被认为是

影响技能需求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２］；另一

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注意到人力资

本结构与国际贸易效率，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吸收

前沿技术的效率密切相关［３］，譬如当欠发达国家从

发达国家引入生产效率更高的前沿技术时，相对低

技能的工人可能无法与之匹配。那么，国际贸易与

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

其背后有哪些特别的机制和现象？上述问题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索，本文试图对相关

研究进行总结。

本文将重点围绕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的

交互机制，对这一领域经典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

进行综述，并力图通过对其中各种层面可能存在的

异质性特征进行系统梳理，为理解国际贸易与人力

资本积累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全局性的视角。此

外，为有助于后续学者的研究，本文还将对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最新进展———资本品进口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分别进行重点介绍。

一、经典文献回顾

关于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早期研究可以追

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自 ＬＵＣＡＳ构建两部门内

生增长模型［１］以来，学术界开始在分析开放经济下

的增长问题时纳入人力资本变量，发现了国际贸易

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潜在关系，并从此开启了一支新

的文献领域。

（一）理论基础
基于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ｅｔａｌ．

构建了创新与增长的两要素模型［４］，最早发现国际

贸易促进了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

之间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知识溢出提升了技术水平

和技能需求，促进了一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

研发部门的生产率。此外，该模型还指出，由于发

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知

识存量，原理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得要高于发达

国家。ＳＴＯＫＥＹ则在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外部

性的模型里，发现当北国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每种

产品的劳动力投入等比例减少时，此时由于北国工

资增加的幅度大于劳动力投入减少的幅度，两国的

贸易规模和福利都将增加［５］。此后不久，ＬＵＣＡＳ将

两部门增长模型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６］，强调国际

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积

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只有当经济体足够外

向时，劳动力才会通过“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不断向前沿产品生产转移，从而实现相应人力资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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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进一步，ＹＥＡＰＬＥ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

了开放经济中企业的技术选择问题，认为企业通过

内生地选择不同的技术、雇佣不同的工人而产生异

质性，而采用更好技术、雇佣更多技能劳动力的企

业会更倾向于开展出口业务。反之，可变贸易成本

的降低会促进企业在差异化产品领域采用更好的

技术，高技能劳动力流向高技术部门，低技能劳动

力流向传统技术部门，同时技能溢价逐渐扩大［７］。

通过将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研究，极大

地丰富了这支文献的理论内涵。

上述经典文献概括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研

究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

建模揭示了其中的复杂交互机制。ＫＡＮＥＫ在两部

门内生增长模型和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模型的基础

上，构建了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设定下的两部

门动态贸易模型［８］，并假设生产由资本和人力资本

两种要素共同决定，从而发现在人力资本的作用

下，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该国的专业化分工相

关。也有学者通过将教育纳入多部门一般均衡贸

易模型，发现了教育水平和国际贸易会共同促进工

人消化吸收技术前沿的能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并指出国际贸易促进了工人的流动和高生产率部

门的专业化生产［９］。此外，还有一些理论研究试图

厘清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 ＧＡＬＯＲｅｔａｌ．发现

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会直接影响 教 育 投 资 的 增

长［１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ＦＡＮ等学者均发现国际

贸易增加了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不平等，

从而通过技能溢价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１１１２］；ＣＡ

ＳＥＬＬＩｅｔａｌ．则指出缺乏人力资本是企业吸收发达

国家前沿技术的主要障碍等［１３］。这些理论揭示了

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双向影响的关系，

此后有大量文献通过嵌入异质性，或者围绕贸易自

由化、资本 －技能互补性等话题，分析了在更具体

情形中两者之间的交互机制。

（二）实证发现
由于理论研究的预测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

于模型假设，为此，很多学者从现实出发对国际贸

易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交互机制及因果关系进行了

实证检验。大量研究支持了国际贸易能够提升人

力资本水平的预测，发现贸易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

能够提升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１４１５］。ＧＡＬＯＲｅｔａｌ．

进一步发现了国际贸易对于各国人力资本具有差

异性的影响，并且该影响是决定收入分配和人口增

长的重要因素［１０］。还有文献研究了贸易类型对于

人力资本的影响，例如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利用１０２

个国家４５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生的出口结构变

化冲击对教育水平的影响，指出人力资本低技能产

品的出口长期增加会挤压平均受教育水平，但是高

技能产品出口的增加则可以提高入学率［１６］；ＬＩ也发

现了高技能出口每增加１／４，１９—２２岁年龄段的大

学生比例就会增加１．１％，相应地，低技能出口每增

加 １／４就 会 导 致 该 年 龄 段 的 大 学 生 比 例 减 少

２．１％［１７］。这些研究为如何从国际贸易层面推动人

力资本积累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和政策指导。

实证研究同样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于国际贸

易的影响。ＦＩＥＬＥＲｅｔａｌ．利用哥伦比亚数据，发现

企业的进出口决策与雇佣技能工人紧密联系［１８］；

ＦＡＮ发现了户口改革导致的人力资本流动对国际

贸易的影响［１２］；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则发现相对于仅服

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出口企业不仅有更大的规模

和更高的效率，技能和资本也会更加密集，并且支

付的工资高于非出口企业［１９］。很多学者还进一步

指出人力资本对于各国贸易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

例如ＢＡＲＲＯｅｔａｌ．通过对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５年期间全

世界１２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

力资本在国际技术转移的过程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２０］；ＣＡＳＥＬＬＩｅｔａｌ．使用从 １９７０到 １９９０年间大

量国家的计算机设备进口数据，发现了人力资本水

平以及相对于ＯＥＣＤ国家的制造业贸易开放度是决

定计算机设备进口的关键因素［２１］。上述现象印证

了理论模型关于人力资本反作用于国际贸易的机

制，即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有

效地吸收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并进而影响贸易主

体的决策［１５，２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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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技能密集型出口对于入学率具有普遍且显著的

正向影响［１６］。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宏观经济中决

定人力资本增长的因素，也指明了哪些部门的贸易

增长有利于长期人力资本的形成。

（三）企业异质性
企业通过内生地采用不同种类的技术，雇佣不

同类型的工人而产生异质性［７］，相对于仅面向国内

市场的企业，出口企业会选择更好的技术，雇佣能

力更强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密集度和工资水

平，而这一差异是影响企业评估贸易收益和进行出

口决策的内生驱动力［１９］。此外，国际贸易对人力资

本的影响也存在着行业内、企业间的异质性。ＩＴＯ

ｅｔａｌ．发现日本净出口贸易结构中的资本品和非生

产性劳动力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行业内”转移，说

明企业异质性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力［２６］。ＢＵＳＴＯＳ

在研究巴西关税削减背景下阿根廷企业的选择行

为时发现国际贸易对企业间劳动力构成产生了巨

大影响，平均关税减少 ２３％ ，会使得中等规模以下

的企业技术员工占比减少 ８％，中等规模以上的企

业技术工人占比增加６％，而对于规模在前１／４的

企业，贸易冲击对技术工人的影响尤为显著［２７］。伴

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国家和行业

层面转向了企业和产品层面，上述纳入异质性企业

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解释贸易和人力资本的

供需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个体异质性
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往往存在异质性，相应

地，国际贸易对于不同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存在

差异化的影响，并且有大量研究发现贸易会导致具

有不同人力资本的个体之间的不平等扩大［１２］。例

如，彭国华应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发现国际贸易

对人力资本的不同构成部分具有不同影响，即对高

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有积极作用，而对仅受过基

础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有抑制作用［２８］。ＭＣＣＡＩＧ

ｅｔａｌ．在研究出口扩张如何影响越南幼儿和青少年

的移民、入学、工作和医疗保健使用时发现，１５—１８

岁的青少年和１９—２９岁的年轻人是受到冲击最明

显的队列，７—１４岁儿童在不跟随父母移民的情形

下，入学率不会受到明显影响［２９］。而 ＤＥＮＧｅｔａｌ．

则基于基于收入风险这一机制，分析了国际贸易与

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利用１９７６—２０１２年德国

的工人数据研究发现，在工人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

入职的队列（ｃｏｈｏｒｔｓ），以及具有不同的行业和职业

特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风险存

在显著异质性，对于拥有更多行业经验的工人来

说，进口暴露带来的收入风险要低于人力资本较低

的个体［３０］。基于对队列或者个体的异质性分析，文

献揭示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主要集中在

高中及以上教育层面或者职业经验层面。

三、贸易自由化与人力
资本积累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领域最被广泛研究的

政策冲击，相应地，大量学者也围绕贸易自由化与

人力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探索。大部分研究认为，

由于贸易自由化普遍降低了贸易成本，技能劳动力

和非技能劳动力都将从中获益，但是相比较而言，

技能劳动力受益更多，技能溢价也随之增加［３１］。也

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例如 ＪＡＵＭＯＴＴＥ

ｅｔａｌ．认为贸易自由化减少了技能溢价，有利于缓解

收入不平等现象［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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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以技能密集型部门为主的发达国家，并加

剧了各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初始差异［１６］。但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有

学者指出，只要经济体里一般技能人力资本存量和

特定技能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不过于显著，贸易自

由化就可以推动处于贫困陷阱中的经济体向持续

教育和更高产出转型［９］；而ＬＯＮＧｅｔａｌ．则发现国际

贸易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导致其对

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减少，其高技能劳动者相对报酬

趋于降低，不利于其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３４］。

由于国别异质性的存在，从总量层面关于贸易

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结果并不够稳健，很

多学者开始利用各国的微观数据对贸易自由化影

响人力资本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譬如，ＦＩＥＬＥＲ

ｅｔａｌ．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估计了１９９１

年的贸易自由化冲击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现贸易

自由化导致该国制造企业的平均 技 能 密 集 度 从

１２％提升到１６％［１８］。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的研究追溯到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该研究利用前工业化时期的

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发现了１９世纪普鲁士有关

移除贸易限制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冲击显著强化了

基础教育对工业化的推进作用［２２］。而与上述发现

相反，ＡＴＫＩＮ则指出墨西哥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期间重

大贸易改革带来的出口扩张，主要创造了低技能的

工作岗位并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导致

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提高，更多１６岁儿童辍学进

入就业市场［３５］。

学者们尤为关注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越南、印

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形

成过程。譬如，ＭＣＣＡＩＧｅｔａｌ．研究了美国 －越南双

边贸易协定（ＢＴＡ）引发的关税下降和出口扩张如

何影响越南青少年的移民、入学等问题，以及如何

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劳动力供给作用于越南儿童

的受教育情况，该研究指出贸易自由化对于不同出

生队列具有异质性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非移民

的入学率提升、移民的入学率下降；而对于７—１４岁

的儿童，非移民的入学率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随父

母一起移民的儿童入学率则会有所下降。此外，该

研究还发现了ＢＴＡ大幅增加了学校教育支出，从而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２９］。ＫＩＳＫＡＴＯＳｅｔａｌ．则发现印

度尼西亚进口关税的下降明显缓解了童工问题，这

一效应在教育洼地、农村以及贸易自由化暴露程度

高的地区尤为明显，并且主要受中间品关税下降影

响［３６］。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在对印度不同时期的

贸易自由化影响进行研究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通 过 分 析 印 度 １９６８—１９８１年 期 间

４０００多个农村家庭的样本，发现了贸易自由化带来

的经济结构转型会通过影响教育回报进而影响人

力资本投资［３７］；而 ＥＤＭＯＮＤＳｅｔａｌ．在对印度１９９１

年关税改革的研究中发现，虽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印

度整体的教育水平明显上升、童工数量也急剧减

少，但是对该关税改革暴露程度最高的地区并没有

出现与全国层面相一致的趋势，这一现象可能与地

区的贫困水平和受教育成本相关［３８］。

中国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近２０年来中国贸易

总量的大幅增长，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不断提

升，针对这一现象，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试图找出其

背后的联系。余淼杰等、梁中华等发现，贸易自由

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降

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提高了劳动需求

弹性。而由于中国制造业以非技术工人为主，如果

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过大，则可能扩大技能溢价、

损害非技术工人的利益［３９４０］。许和连等在新增长

理论框架下，发现了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

力资本积累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效应在

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４１］。ＬＩ则直接分析了贸

易自由化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构建嵌

入内生技能形成的贸易模型以及由不同区域的出

口结构决定的冲击暴露指标，研究分析了中国贸易

壁垒下降导致的出口扩展如何影响入学率，相应的

实证分析表明高技能出口冲击同时提高了高中入

学率和大学入学率，而低技能出口冲击则同时抑制

了高中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１７］。上述研究虽然初

步揭示了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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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机制上相对间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

研究进展均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国外。

四、最新研究：资本品进口对
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资本品进口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关注的重

点问题，因此，在讨论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的关

系之余，国内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资本品进口对人

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的文献，这部分文献的数量较

少，但是从资本－技能的互补性（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出发，相关研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逻辑

链条和作用机制，有效地补充了学术界从贸易结构

出发研究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的视角。

所谓资本－技能互补性，是指相对于非技能劳

动力，技能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更强的互补

效应。自该机制提出以来，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都

证实了资本品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这一互补关系。

ＦＡＮ，ＰＡＲＲＯ，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在贸易模型里纷纷

加入了资本－劳动或者资本 －技能互补性［１２，３１，４２］，

其中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认为诸如计算机和工业机械

等资本设备由于嵌入了技能偏向型技术，是对熟练

劳动力的补充。在 ＣＡＳＥＬＬＩ关于技能化技术革命

的模型中，技能化和非技能化革命会分别引发资本

在高效学习和低效学习工人之间的重新分配，该研

究进一步实证记录了自１９７５年以来资本 －劳动力

比率的行业间分散情况，发现行业资本密集度与劳

动力的技能构成密切相关［４３］。ＫＲＵＳＥＬＬｅｔａｌ．指

出，资本技能互补性能够解释自１９８０年以来美国大

部分的技能溢价［４４］。许和连等通过在生产函数中

加入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交叉变量，发现了人

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入共同对产出和经济增

长产生作用，并且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的

利用率也会提高［４１］。ＩＴＯｅｔａｌ．通过对净出口贸易

结构的分析，发现日本在受到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

的贸易冲击后，净出口贸易结构中的资本品和非生

产性劳动力同步增长，但是生产性劳动力则大幅下

滑，从侧面说明了资本品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关

系［２６］。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机器换人”现象时，

也发现了资本品尤其是自动化机械在替代非技能

劳动力的同时，也补充了技能劳动力［４５］。还有少数

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譬如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ｅｔａｌ．认

为，物质资本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量之间的联系并不

显著，甚至可能为负［４６］，但是这些研究同样发现了

物质资本的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有着正的显著

关系，因而也基本上支持了资本 －技能互补性的

存在。

基于上述物质资本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

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一国应当选择最适宜该国禀赋

结构的技术［１３］，因此资本品往往是在资本和技能劳

动力都更加密集的发达国家研发生产，而本身以传

统技术为主的欠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则可以

通过进口资本品，带来技能密集型技术的变化并提

升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１２，３１，４２］，这一机制是大多数

资本品进口文献里研究人力资本问题的基本逻辑。

例如，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较早地发现了计算机的使用能

够提升对工作技能的需求，一方面，计算机会替代

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计算机和非常规

性的、对于认知技能有一定要求的工作形成互补，

并指出计算机化能够解释美国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８年期

间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量的 ６０％［４７］。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ｅｔａｌ．量化了国际贸易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性提高了

资本品进口国对技能的相对需求，并因此增加了技

能溢价的程度［４２］。ＰＡＲＲＯ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资本

技能互补性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指出技术变革降

低了资本品的相对进口，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较

低的成本进口资本货物并从中提升技能溢价［３１］。

此外，ＲＡＶＥＨｅｔａｌ．进一步指出了资本品进口通过

资本－技能互补影响人力资本的上述机制仅限于

研发密集型的资本设备，而进口创新含量较少的资

本设备则会降低技能溢价，对该类资本品的进口仅

仅补充了非技能劳动力［４８］。

接下来，本文关于资本品进口影响中国人力资

本积累的最新研究进行简要介绍。同其他文献一

致，ＬＩ研究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资本品与技能劳动力

之间的互补效应，其研究逻辑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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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对外国技术尤其是嵌入在资

本品中技术的吸收而非国内创新，并且资本品中嵌

入的技术往往是技能互补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

通过进口资本品提升劳动者技能。通过构建不同

地区的资本品进口暴露（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指

标，该研究发现了资本品进口的提升促进了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１０年期间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地区人均资本

品进口每提升１００美元，相应的大学生比例将提高

２％。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某个地区大学生比例

的增加可能有３方面的主要来源：其中技能获得是

最重要的机制，技能劳动力迁入增加和迁出减少的

影响相对较小。特别地，这篇论文研究了资本品进

口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效应，短期内进口资本品

会提升技能溢价，推动１９８６年以后的出生队列入学

率增加。但是随着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技能

供应增加，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４９］。

值得一提的是，与总量贸易类似，少数学者也

发现了人力资本供给对于资本品进口的反向作用

机制，譬如前文提到的 ＣＡＳＥＬＬＩｅｔａｌ．关于１９７０年

到１９９０年间各国计算机设备进口的研究中，就指出

了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相对于ＯＥＣＤ国家的制造业贸

易开放度是决定计算机设备进口的关键因素［２１］，但

是相关文献数量极为有限，仅在视角上提供了一个

可能的交互机制。而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少有学者

特别是国内学者对相关现象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关于资本品进口与人力资本研究的相关文献仍然

相对匮乏。

五、结语

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均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

要因素，针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关心的

重要问题。对此，本文对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研究

进行了综述，回顾了这部分文献的经典理论和实证

研究。为了厘清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之间复杂的

因果关系和交互机制，本文还进一步从地区异质

性、部门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等维度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本文还重点

对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

问题进行了系统回顾，并阐述了资本品进口对人力

资本积累的影响这一最新进展。

对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由于人力资本在吸收

和模仿前沿技术中的重要作用，国际贸易与人力资

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潜在关系。一方面，国际贸易

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

需求，从而引致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人

力资本供给直接决定了吸收和模仿前沿技术的能

力，进而反作用于国际贸易的效率。然而上述关系

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体之间

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对于人力资本

的影响在发达地区、高技能部门更为积极，对大型

企业和高等教育人群的作用也更为显著。此外，贸

易自由化带来的出口扩张和进口冲击都会对人力

资本积累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

受到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影响，并不完全普遍。

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这一重要机制，资本品进口

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文献在总量层面上

证实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

但是有关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却并不稳健，例如，有

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得 要 高 于 发 达 国

家［４］，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只有发达国家才能通过国

际贸易直接影响教育投资的增长［１０］。除此之外，现

有文献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譬如现

有研究大多数关注国际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即

期或者短期效应，而鲜少有研究关注国际贸易尤其

是贸易自由化对于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在贸易自由化冲击下，各国资本品进口与人力资本

积累存在哪些特征，存在何种异质性？除了资本 －

技能互补性以外，资本品进口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

还有哪些交互机制？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更加深刻

地理解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从而指导现实

的贸易政策制定和经济增长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在目前的文献中还较为空白，是为后续学者可以

施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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