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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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

之间的关系，对该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总结梳理现有文献中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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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国际贸易与人力

资本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机制，国际贸易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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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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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通过影响劳动

需求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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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品进口会通过提升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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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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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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质性分析

现有的经典文献搭建了分析国际贸易与人力

资本问题的逻辑框架，揭示了国际贸易影响人力资

本需求以及人力资本供给反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双

向机制同时存在，但是上述宏观或总量层面的研究

在解释具体现象尤其是微观行为时具有局限性，因

此，后续研究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地区、部门、企业乃

至出生队列等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并形成了多

篇重要的文献。

（一）地区异质性
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世

界前沿技术的吸收和模仿［２３］，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力资本是这一过程中吸收和模仿的主要实行者，因

此人力资本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作用可能

不尽相同。很多学者从这一机制出发，在国际层面

对贸易与人力资本的供需关系进行异质性分析。

ＸＵ在调查了 １９６６年至 １９６４年间美国跨国企业

（ＭＮＥｓ）在４０个国家的技术扩散后发现，只有发展

中国家的生产率得到了明显提升，大多数最不发达

国家则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过低而无法从国际技术

转移中受益［１５］。ＧＡＬＯＲｅｔａｌ．认为，发达国家的贸

易利得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投资和人均收入的增长，

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大部分的贸易利得会作用于人

口增长［１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则进一步指出，欠发

达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在研发之初是为了

适配当地丰富的技能劳动力［１１］。因此，欠发达国家

技能劳动力的匮乏供给和这些先进技术之间会产

生错配，从而导致了与经合成员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差异。

除去国别异质性，国内学者还研究了中国各地

区之间的差异。譬如有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带来的

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国别内部的地区异质性，贸

易所增加的具有相似技能工人之间的地区间不平

等大约占７５％［１２］。而与前文提及的 ＸＵ［１５］的研究

类似，魏下海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由于集中了大量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前沿技术具有较强的吸

收和模仿能力，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具有显著的即期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

累水平由于尚未达到技术模仿的“门槛水平”，人力

资本的影响更弱且更迟缓［２４］。李坤望等在考虑劳

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下，利用２００７年中国居民家庭

收入调查数据（ＣＨＩＰ）分析了对外贸易对城乡劳动

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指出贸易不利于城乡劳动

者尤其是低技能的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能

够促进农村劳动者，尤其是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村劳

动者进行职业培训［２５］。对于城镇劳动者而言，只有

出口加工贸易有利于城镇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而

一般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其相反。基于地区异质性

分析，这些研究从人力资本供给影响贸易效率，或

者国际贸易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出发，进一步厘清了

其中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二）部门异质性
不同生产部门的禀赋结构不同，对于人力资本

需求和供给冲击的反应也不相同。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

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方法，通过外生地控制人力资

本的供给，检验了教育在特定时期对特定部门国际

技术扩散的作用，发现了人力资本对于不同产业升

级的不同作用［２２］。更多研究则发现部门异质性在

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问题中主要体现在贸易成本

的变化会推动高技能劳动力流向高新技术部门，而

低技能劳动力会集中于传统部门［７］。例如，ＬＩ开发

了嵌入内生技能形成的贸易模型，并利用不同地区

的初始行业构成以及不同行业的技能强度差异构

建了各地区的出口暴露指标，进而分析了出口对入

学率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了受教育程度与高技能部

门的出口需求冲击正相关，而与低技能部门的出口

需求冲击负相关［１７］。ＩＴＯｅｔａｌ．通过分析１９８０年到

２０００年间日本净出口贸易结构（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ｎｅｔ－ｅｘｐｏｒｔｓ）的变化发现，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出口

可能导致相应行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

行业内要素密集度的相对变化［２６］。类似地，ＢＬＡＮ

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的研究同样发现在全球 １０２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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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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很多学者指出由于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

对技能的要求有所偏差［１３］，并且发展中国家可以通

过国际贸易利用发达国家已经积累的大量知识资

本以及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贸易自由化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不

尽相同。通过在两部门Ｈ－Ｏ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

入了能够将非技能劳动力转化为技能劳动力的教

育部门，ＦＡＬＶＥＹｅｔａｌ．发现贸易自由化推动了技能

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达国家的相对技能工资，促使

其劳动者尤其是年轻、高技能的劳动者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３３］；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通过对 １０２个国家

的实证检验，也证实了技能密集型出口增长有利于

提供入学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因此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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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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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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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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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ｓ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１０６：１６５１８３．

［１７］ ＬＩＢＪ．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１４：３４６３６１．

［１８］ ＦＩＥＬＥＲＡＣ，ＥＳＬＡＶＡＭ，ＸＵＤＹ．Ｔｒａ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１０８：

１０９１４６．

［１９］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Ｂ，ＪＥＮＳＥＮＪＢ，ＲＥＤＤＩＮＧＳＪ，ｅｔａｌ．

Ｆｉｒｍ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７，２１（３）：１０５１３０．

［２０］ ＢＡＲＲＯＲＪ，ＬＥＥＪ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９４．

［２１］ ＣＡＳＥＬＬＩＦ，ＣＯＬＥＭＡＮＷ Ｊ．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９１（２）：３２８３５．

［２２］ ＢＥＣＫＥＲＳＯ，ＨＯＲＮＵＮＧＥ，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Ｌ．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ｔｃｈｕｐｉｎ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９２１２６．

［２３］ 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

济增长［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５（１０）：５３７４．

［２４］ 魏下海．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

率———基于分位数回归法的经验研究［Ｊ］．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７）：６１７２．

［２５］ 李坤望，陈维涛，王永进．对外贸易、劳动力市场分割

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４（３）：５６７９．

［２６］ ＩＴＯＫ，ＫＹＯＪＩ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ｎｅｗｔｒａｄ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１

０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１０２０９／ｗ１０２０９．ｐｄｆ．

［２７］ ＢＵＳＴＯＳＰ．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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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ＥＲＣＯＳＵＲｏ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ｉａｎｆｉｒｍ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

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４０．

［２８］ 彭国华．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构成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７（２）：５２５９．

［２９］ ＭＣＣＡＩＧＢ，ＮＧＵＹＥＮＭ，ＫＡＥＳＴＮＥＲＲ．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Ｖｉｅｔｎａｍ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ｂｅｒ．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２９８３０／ｗ２９８

３０．ｐｄｆ．

［３０］ ＤＥＮＧＬＣ，ＫＲＩＳＨＮＡＰ，ＳＥＮＳＥＳＭＺ，ｅ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ｈｕ

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ｒｉｓｋ［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２０２２０９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ｗ２９６１２／ｗ２９６１２．ｐｄｆ．

［３１］ ＰＡＲＲ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ｌｌ

ｐｒｅｍｉｕｍｉｎ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ｒａｄ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２）：７２１１７．

［３２］ ＪＡＵＭＯＴＴＥＦ，ＬＡＬＬＳ，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Ｃ．Ｒｉｓｉｎｇｉｎ

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Ｍ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６１（２）：

２７１３０９．

［３３］ ＦＡＬＶＥＹＲ，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Ｄ，ＳＩＬＶＡＪ．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３０２３９．

［３４］ ＬＯＮＧＶＮ，ＲＩＥＺＭＡＮＲ，ＳＯＵＢＥＲＹＡＮＡ．Ｔｒａｄｅ，ｗａｇｅ

ｇａｐ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Ｒｅ

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５（１）：７５９２．

［３５］ ＡＴＫＩＮＤ．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ｋｉｌ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１０６（８）：２０４６２０８５．

［３６］ ＫＩＳＫＡＴＯＳＫ，ＳＰＡＲＲＯＷＲ．Ｃｈｉｌｄ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ｌｉｂ

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１，４６（４）：７２２７４９．

［３７］ ＦＯＳＴＥＲＡ，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Ｍ．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６，

８６（４）：９３１９５３．

［３８］ ＥＤＭＯＮＤＳＥＶ，ＰＡＶＣＮＩＫＮ，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Ｐ．Ｔｒａｄｅ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ｔａｒｉｆｆｒｅｆｏｒｍ［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

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２（４）：４２７５．

［３９］ 余淼杰，梁中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

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Ｊ］．管

理世界，２０１４（７）：２２３１．

［４０］ 梁中华，余淼杰．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需求弹性：基

于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Ｊ］．南方经济，２０１４

（１０）：１１２．

［４１］ 许和连，亓朋，祝树金．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

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Ｊ］．

世界经济，２００６（１２）：３１０．

［４２］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Ａ，ＣＲＡＶＩＮＯＪ，ＶＯＧＥＬＪ．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ｋｉｌｌ

ｂｉａｓ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ｃ

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２）：３２７１．

［４３］ ＣＡＳＥＬＬＩ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８９（１）：７８１０２．

［４４］ ＫＲＵＳＥＬＬＰ，ＯＨＡＮＩＡＮＬＥ，ＲＩＯＳＲＵＬＬＪＶ，ｅ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ｍａｃｒ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００，６８（５）：

１０２９１０５４．

［４５］ ＬＥＷＩＳ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ｍｉｘ，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Ｊ］．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１０２９１０６９．

［４６］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Ｊ，ＳＰＩＥＧＥＬＭ．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４，

３４（２）：１４３１７４．

［４７］ ＡＵＴＯＲＤＨ，ＬＥＶＹＦ，ＭＵＲＮＡＮＥＲＪ．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ｃｏｎ

ｔ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１８

（４）：１２７９１３３３．

［４８］ ＲＡＶＥＨＯ，ＲＥＳＨＥＦ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ｐｒｅｍｉｕｍ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７０６）［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ｐａ

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２２５８００９．

［４９］ ＬＩＬ．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０６）

［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ｒｃｔｒ２２４．ｄｅ／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２０／ＤＰ１８９．

（责任编辑：杨海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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