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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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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q~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观察十年来教育改革和调整为城市竞争 

力带来的影响。从所选样本城市来看，基础教育资源稀缺的现象普遍存在，这说明不仅是 

农村或偏远地区基础教育有待发展，较为富裕的城市同样需要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大投 

入。就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另一方面，能 

够在高教改革与城市竞争力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城市屈指可数，这在客观上挫伤了城市 

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长期投入的积极性。职业教育被认为是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的重要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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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毋庸置疑。长期以 

来，学者们对教育作用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舒尔茨和丹尼森最早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作 了研究。舒尔茨指出，教育对经济社 

会的作用是通过学校教育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来实现的。[I]在此基础上 ，本文展开对教育与城 

市竞争力的关联性研究。在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 

关联方面，由于城市教育既对本城市外的其他城 

市具有外部性，同时又享受其他城市教育对其的 

辐射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区域教育 与本地城市竞 

争力的关系时常常出现偏差，而本文的目的就在 

于解决这一问题，去除教育外部性的影响，分析和 

计量城市教育对本地竞争力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 

自Michael E．Po~er始 ，竞争力被认为是与劳 

动生产率相关的概念，因此，城市竞争力可以用城 

市劳动生产率表示。科尔曼指出，由于区域教育 

在教学风格、教学习惯 、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差异， 

学生的技能将在区域问存在差异性[2]。Dirk和 

Krishna也认为，政府由于区域政策而形成对教育 

投入的差异也构成了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L3j在 

教育影响方式上，West认为，由于教育存量对新 

生产方式的采用上具有重要作用，而教育增量则 

对生产方式的自我革新上具有重要作用l 4l，从而 

对城市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I5]。同 

时，不同教育结构对人力资源结构的影响是不同 

的[ ，进而形成对城市竞争力的差异化影响。就 

普通基础教育而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对城市 

竞争力的影响不同[7l，但是总体来看普通基础教 

育应该保证存量和新增人口具有成为合格劳动力 

潜力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学习能力[8]。对普 

通高等教育来说，当期的教育存量对经济社会产 

生积极作用时[ ，高校本身在设备 、师资、氛围、 

品牌等方面的改进是形成区域间高等教育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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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10]。与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以直接 

满足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为目标，这使其对市 

场需求更为敏感 ，同时由于存在统计歧视[-ll，雇 

佣者对职业学校学生的看法不仅来自于学校的品 

牌[1 2l，更重要的是职业学校能否根据市场反应及 

时修改教育方法 ，从而提高劳动力技fiN131，或者 

改变雇佣者对其学生的评价。 

现有文献从教育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人手研 

究区域教育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为本 

文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即通过研究存量和增 

量区分出区域教育与本地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并 

建立一个可以计量的衡量方法。 

二、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模型 

南于教育产品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其 

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往往与其他经济物品以及纯 

公共产品不同，一方面教育产品要满足社会对教 

育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要为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贡献，即社会对教育产品效率有要求。但是 

根据社会分工下的公共产品理论[14]，作为公共产 

品的教育并不具备效率属性，政府在提供教育产 

品时难以按照效率准则安排产品生产。因此，当 

教育产品提供给以效率为标准的市场部门时，教 

育产品必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在社会分工 

的原则下，无论市场对教育的需求是否被政府限 

制或者能够由市场 自身提供，其中必然存在部分 

需求需要政府继续提供或修正公共产品来满足， 

所以教育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必然分为两个部 

分。其一是长期政府投资形成的教育产出的影 

响，其二是教育在每个财政年度由于社会需求变 

化而进行的教育投入增加或修正，而第二部分的 

作用是提高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的效率。 

就城市来看，教育的外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外地教育对本地的外部性，其二是本地教 

育对外地的外部性。由于城市竞争力仍然以市场 

为核心，所以不妨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察。就 

市场而言，企业并不关心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教育 

产晶或者由谁来提供该产品，而是关心市场上有 

哪些教育产品可供选择[1 5l，所以进行选址的企业 

将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城市教育进行评价， 

而城市为了获得投资或增加就业，则不得不改进 

本地教育。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已经在本地持续 

经营的企业 ，其对城市教育的不满将通过使用外 

来人力资源的方式解决，但是由此将增加成本，从 

而使其存在向政府进行要求的意愿。两种情况 

下，政府都不得不将教育投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 

持续提供教育产品，其二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政 

府不得不从有限的教育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来改 

变教育部门提供产品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不考虑本地需求，政府的教育改进至少在 目标 

上是提高公共产品产出效率的，但是在考虑到本 

地需求时，政府的这种改进可能并不符合本地长 

期形成的教育部门发展惯性，其形成的一个可能 

结果将是本地教育在适应本地需求上得以改进， 

但是损害了整体公共产品的产出效率。 

此外，对于教育产业的影响，尽管由于市场化 

的教育产品对教育本身存在正外部性[1 6l，但是由 

于该类生产的逐利性将侵害了教育部门产品的公 

共性[1 7l，并导致总体教育产品提供上的低效率， 

教育产业是否具有正面影响并不确定，所以在这 

里将不予讨论。教育部门的货币收支形成的经济 

效益，这里也将其作为转移支付考察而不予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数 

学讨论如下，并将据此引出计量模型。 

假设城市生产函数： 

Y=A 

假设不考虑技术进步，教育投入的结果是劳 

动效率的提升或基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因此教 

育投入会在上期劳动力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增量△ 

，则第二期生产函数变为： 

】，= ( 十△L) (1) 

这个公式的意义在于，在理想状况下，教育部 

门为社会提供的合格劳动力是在不断增加的。 

假设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变化 ，教育部门每 

年都要保证教育产品的增加，就城市而言，这个增 

量将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 自然增量，记为以 ，其 

中a为人口增长率；其二，教育改进形成的公共产 

品增量，记为 ，其中0<1；其三是教育改进要占 

用资源，且其结果可能作用于外地，所以城市政府 

将在教育增量中专列出一项用于本地需求，从而 

形成在总教育投入的减项，并最终形成劳动力产 

出的减项，记为 ( <1)。生产函数变为： 

Y=AK~[(1+a+O一 ) )] (2) 

一 3O 一  



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的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在不考虑科技进步以及人口稳定增长的情况 

下，按照每期增量的时间顺序对公式2进行修正： 

y =AK"[(1+a+ 一 )L。)] (2’) 

由于存在劳动力和雇佣者之间的信息交换时 

间，同时从就业开始，还存在用人单位内部的磨合 

周期 ，所以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往往在第二 

年。为了获得劳动力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公式 

(2’)中需要对 。求导，得： 

+y1 OLo 

⋯

fl
口 一 

(
儿

dO

。

一

dL

d~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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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2L-一 >0，政府改进教 

育公共品的行为才是有意义的，对于 和 ，对 L求 

导并带人后得： 

0

⋯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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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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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4)可以确定计量模型的数据选取。 

城市竞争力(劳动生产率)： 

OLI 

城市人力资源存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OLo Y2 

城市教育部门改进形成的人力资源增量变化 

率对城市竞争力影响： 

y2 ( 一 ) 

外部性余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v  !旦= !， 
1+a+ 一“ at 

该数值表示城市教育对城市城市竞争力影响 

的减少项。 

(二)计量检验 

1．数据选取 

自1998年高校改革开始，我国教育体制发生 

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 

由于大量中等专业学校转为职业技术院校及高等 

院校，而原有技工学校则合并至职业技术院校，这 

不仅为计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与城市竞争 

力的关联带来困难，更使得数据在2000年前后缺 

乏足够的连贯性 ，从而进一步增加 了计量的难 

题。为避免这种难题并尽量增加样本容量，只能 

选取从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观察 

十年来教育改革和调整为城市竞争力带来的影 

响。在教育投入数据的选取上，基于各城市统计 

年鉴的可得数据包括投人和产出两个方面，其中 

财政投入可以看做对当期教育产出直接作用的投 

入，而学校数、教师数及学生数则可以看做教育基 

础设施所带来的教育产出。在构建教育指标时， 

以当期财政投入、各类学校数，及其教师和学生数 

以及增量为基础，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组合指标， 

并以全部副省级城市及部分长三角、珠三角城市 

为样本。 

2．计量分析结果 

在计算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时，我们对 

教育数据和竞争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据此 

得出关联指数，在关联指数计算中，采用回归分析 

法，由于只需了解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度，所 

以关联系数大于0．5即认为其存在关联并取值。 

(1)综合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综合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分析 ，可以总 

结如下。第一，教育存量的影响上，超过j分之二 

的城市为负值或没有建立关联，说明本地提供的 

教育产品供给不足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第 

二，在政府改进的影响上要稍好于存量影响，说明 

部分城市在增加教育产品供给、增强本地教育对 

本地城市竞争力的影响上具有明显效果。第 ， 

由于教育结构的调整仍然在继续，本地教育与本 

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仍处于摸索阶段 ，所 

以仍有城市外部性余量为正。第四，在总体上作 

为传统教育强市的大连、青岛、西安等均未建立关 

联，并有大量城市存在没有建立关联的情况，其原 

因可能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样本空间较小以至难 

以建立关联；其二是教育产品的生成较为复杂，计 

量模型难以反映；其三则是在教育改革中，本地教 

育与本地竞争力之间的关联也在重新建立，以至 

于计量模型难以反映。(见表1) 

(2)基础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经基础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分析，得出结 

论如下。第一，一些相对发展滞后的城市的存量 

一 31 —  



表 1 综合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表2 基础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存量关联指数 变化率关联指数 外部性余量 

深圳 一0．54 -0．054 O．157 

宁波 -0．038 0．067 0．141 

厦门 -0．51l 0．1l7 -0_31 

广州 0．383 0．745 -0．355 

济南 0．703 —0．51 0．466 

沈阳 4．539 0．608 —1．539 

绍兴 -0．262 —0．368 0．398 

嘉兴 0．333 -0．068 -0．026 

珠海 0．022 0．009 -0．015 

哈尔滨 2．329 N，A -0．295 

温州 -0．234 0．174 N／A 

台州 -7．226 N／A N，A 

成都 0．07 N／A N／A 

长存 N／A 0．60l -0．866 

武汉 N／A ()．8l7 一1．287 

I幸』京 N／A ／A -0．354 

无锡 N／A -0．277 0．68 

合肥 N，A —1．147 N，A 

杭州 N／A -7．359 N／A 

大连 N／A N}A N／A 

青岛 N／A N／A N／A 

西安 ／A N／A N／A 

：州 N，A N／A N，A 

南通 N，A N／A N／A 

：表中N／A表小未建赢关联，下I司。 

影响较为突m，其原因可以解释为城市经济处于 

起步阶段时，基础教育的作用较为显著，而未建立 

关联的城市，除了综合分析中的原因，另一个原则 

则是随着城市 业化层次的提升，基础教育的短 

期作用已经很难计量，而更为清晰的计量需要更 

大的样本空间。第二，从变化率影响看，近年来各 

个城市在基础教育上逐步理顺了制度关系，基础 

教育产品呈现更为多样化的趋势，从而形成较为 

良好的发展趋势。第三，从外部性余量影响看，基 

础教育能够形成对外辐射多是地区中心城市，这 
一 点在分析中可以得到反映。南于近十年来所选 

城市更积极地进行基础教育的普及及公平化建 

设，所以接受外部性的城市并不多。(见表2) 

(3)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经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分析，得出结 

沦如下。第一，从存量影响看，绝大部分城市存在 

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现象。第二，从变化率影响 

j：看，高等教育的改进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力更 

为显著。第 ，从外部性余量来看，由于城市对高 

存量关联指数 变化率关联指数 外部性余量 

深圳 -0．256 -0_3O1 0．345 

宁波 O．132 O．09 0．167 

杭州 21．104 4．507 -49．139 

武汉 -0．084 一O．17 0．374 

合肥 2．677 3．327 -2．493 

温州 O．197 0．264 -0．365 

无锡 0．34 O．213 一】．506 

嘉兴 -0．106 -0．24l O．176 

台卅l 5．337 1．8l7 -4．019 

苏州 0．573 0．485 N}A 

绍兴 1．358 -0．564 N，A 

珠海 -0．076 0．046 N／A 

厦门 N，A 1．267 一1．83 

广州 N，A N／A 一1．233 

成都 N／A 0．074 一O．1O6 

长春 N，A I．957 -3．384 

沈阳 N／A -0．9l1 1．367 

西安 N／A 1．945 -2．905 

哈尔滨 N／A -0．754 N／A 

青岛 N A 1．086 N／A 

l辋尿 N／A N／A N／A 

南通 N／A N，A N／A 

济南 N，A N／A N，A 

大连 N／A N／A N／A 

等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大部城市形成对外部资 

源的强大吸引力。(见表3) 

(4)职业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职业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分析 ，结论如 

下。第一 ，存量影响上，职业教育的作用正在显 

现，在建立关联的城市中大部分为正。对于未建 

立关联的城市，除了综合教育分析中列出的原因 

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城市经济结构 日趋复 

杂的现在 ，城市的职业教育难以切实发挥作用。 

第二，在变化率影响上，同样有较多城市未建立关 

联或关联为负，其中原因的一个可能解释是，目前 

各城市职业教育改革仍由政府主导，而职业教育 

最为贴近市场需求，这种政府主导的产品提供模 

式是否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值得深思。第j，同样 

的问题也体现在外部性余量的影响上，与其他教 

育关联分析不同，职业教育在外部性余量分析中 

大部分城市呈现正值，再次说明城市职业教育与 

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的可能。(见表4) 

3．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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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表4 职业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联指数 

存量关联指数 变化率关联指数 外部性余量 

杭州 -6．871 l66．123 -37．715 

长春 -0．485 40．484 -7．526 

南通 一1．4ll 40．727 —21．289 

无锡 一0．414 -8．508 6．727 

武汉 0．1l9 N，A 4．765 

南京 -0．O98 N，A -3．732 

合肥 0．5l2 N，A 14．108 

珠海 O．Ol2 N，A 0．072 

苏州 -0．2l -5．891 N／A 

台州 一0．803 1．495 NfA 

嘉兴 0．053 N／A N／A 

深圳 -033 N／A N，A 

宁波 -0．297 N，A N，A 

厦门 -0．252 N／A N，A 

广‘州 0．184 N／A N／A 

青岛 N／A 7．256 -2．298 

绍兴 N，A -7．612 2．958 

济南 N／A N／A 一4．132 

沈阳 N／A 12．885 -7．o09 

西安 N，A 20．133 -4．533 

温州 N／A —1．256 N，A 

成都 N／A -0．854 N／A 

I 哈尔滨 N，A N，A N，A 

I 大连 N／A N，A N／A 

总体来看 ，本文建立的教育与城市竞争力关 

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情况，但是一 

些明显具备关联的城市，模型并没有予以体现。 

这种情况从总体上看 ，首先在于样本空间的容量 

不足，其次在于对教育的刻画上仍然没有反映教 

育结构的复杂性，最后，模型本身也需要进一步修 

正，这为下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由于数据的可 

得性问题，直接利用统计数据扩大样本空问容量 

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下一步研究将集中在进一步 

细化教育指标，以及进一步修正关联模型上。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所选样本城市来看，基础教育资源稀缺的 

现象普遍存在，这说明不仅是农村或偏远地区基 

础教育有待发展 ，较为富裕的城市同样需要在基 

础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一些城市尽管本地基础教育资源并不充裕，但 

是仍然显示出外部性效应。这种现象不可避免， 

因为经济发达城市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丰富，必然 

存量关联指数 变化率关联指数 外部性余量 

大连 -0．038 0．36l -0．236 

广卅l 0．259 0．646 一O．495 

南通 3．066 1．667 -2．333 

无锡 0．886 0．49l 0．891 

绍兴 一1．775 —1．018 1．2l8 

台卅l 一5．176 -2．677 2 79l 

长春 3．046 N／A -0．54l 

济南 1．595 N／A 1．792 

珠海 0．226 N／A 一0．09l 

武汉 O．168 0．459 N／A 

嘉兴 -0．47l -0．275 N／A 

哈尔滨 5．183 N，A N／A 

厦门 -2．077 N／A N／A 

南京 N／A -0．246 0．6 

成都 N，A -0．276 0．12l 

深圳 N，A N，A -0．281 

温州 N，A 一0．155 0．174 

苏州 N，A N／A 1．134 

宁波 N／A Nf凡 0．86 

青岛 N／A N／A N，A 

沈阳 N，A N，A N，A 

杭州 N／A N，A N／A 

西安 N，A N／A N／A 

合肥 N，A N／A N／A 

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而仅通过户籍等措施约束外 

来人口既有失公平，也很难真正实现目标 ，而较为 

有效的措施则是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从 

而真正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 

就高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 

关系越来越密切，但能够在高教改革与城市竞争 

力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城市屈指可数，这在客观 

上挫伤了城市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长期投入的积 

极性。由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是鼓励高校与地方经济的横向联合，其二是 

高校应该更适合集中发展和统筹投入。 

职业教育被认为是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的重 

要工具，在本研究中这一论断也得到证明，但问题 

是现有职业教育是否能够被社会认同。从本研究 

来看，如果获得社会认同则增量贡献应该显著，但 

是结果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国城市的职业教育 

需要的不是量的扩张，而是需要通过改善职业教 

育质的方面以获得社会认同。在实现路径上，除 

了进一步提高产学关系之外，不妨引导社会办学， 

通过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引发产品多样化，进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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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竞争以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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