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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本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不平衡经济发展条件下的 

增长极理论可以有效集聚人力资本。文章以西部地区为例，阐述了经济增长极对人力资本集聚 

的作用机制，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现状，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确定了西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促进西部 

地区经济增长极以带动人力资本集聚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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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就。步人新世纪，西部地区 的经济更是取得了较 

快的增长速度，部分省市的 GDP总量甚至超越了东部省 
市。据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西部经济在未来会逐步缩 
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最后形成东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 
展的局面，即达到经济理论上的“经济趋同”。然而，对 
近几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虽然西 

部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并未有所减小，反而出现了差距变大的局面，渐渐形成了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趋异”。许多经济学者对此现象的 
出现展开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 
聚水平的差距是导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 

要原因之一  ̈。因此，深入研究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集 
聚机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本集聚的 

一 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是选择具有强劲经济扩散力的幅 
射源即增长极，通过经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来带动西部 
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进而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全局平衡推进的，大量的 
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发展培育适合自身的增长极以带动 
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在现实中 
是可行的。 

综述 一、经济增长极带动人力资本集聚作用机制理论 

经济增长极从狭义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 

是纯经济意义的增长极，主要指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 
势和较大关联度的产业增长极；二是指地理或空问意 
义的的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它既具有 

前二种增长极的长处，又能够克服其弊端。本文从经 
济增长极的三种类型论述经济增长极带动人力资本集 
聚的作用机理。 

产业增长极能够促进企业或产业的发展，为吸引 
和引进人力资本提供了可能性。增长极是在不平衡发 
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 
效应”。产业增长极一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或者竞 
争优势，一方面产业增长极具有可以带动企业的发展， 

利用本身的极化效应，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进入(当然 

也包括人力资本要素)，而这些要素的流入可以促进企 
业或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就业 ，从 而加快区域 的人力 

资本的集聚；另一方面产业增长极还具有扩散效应，产 
业增长极可以促进相关联产业的发展，相关联产业的 

发展也为人力资本的集聚提供了可能性。产业增长极 
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方面促进了本产业 
或相关联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就业，吸引和加速人力 

资本的集聚。 
城市增长极是在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它的 出 

现会使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最大限度的集聚。城市增长 

极一般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城市增长 
极内的第二产业一般都很发达，拥有大量的产业园区 

和高新开发区，这就带动了高新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集 
聚；同时，城市增长极的出现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城市增长极的出现会增加娱乐业、餐饮业和文化产业 

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因 
此，城市增长极中发达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人力 
资本的集聚提供了比一般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大 

量的人力资本集聚到城市增长极中时，会形成增长极 
城市良好的教育条件、文明的生活方式、完善的交通没 
施。因此，城市增长极就像一个吸引人力资本的巨大 
“磁场”，每年都会吸引区域外大量人力资本的流人，吸 
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中。可见，城市增长极在吸引 
人力资本集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潜在增长极是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的有机混 

合体，它集合了前两个增长极的优点，又有效克服了两 
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在实践中，产业增长极和城 

市增长极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并且是密不可分的，产业 
增长极的出现会促进城市增长极的发展，而城市增长 
极的出现也会带动产业增长极发展，两者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产业增长极在集聚周围的生产要素流人的同 

时，会加剧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削弱扩散效应的作用， 

但城市增长极和产业增长极的同时存在，可以有效地 

通过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来克服不均衡发展的问题。 

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人力资 

本的的集聚。 

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现状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已经十二年了。在这期 

间，西部地区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人们的 

期待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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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集聚了一定量的人力资本，但无论与经济发 
展所需的人力资本量相比，还是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 

量相比较 ，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所谓的人力资本集聚是指人力资本为了某一目的 

而在空间上集聚在某一 区域。人力资本的集聚一般呈 

现出一定的历史性 、地域性和社会性特点 。在某个特 

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某些区域的经济繁荣，区域政策和福 
利待遇较好，人力资本的集聚也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集聚测度方法的梳理， 
目前大致是从两种角度来测度人力资本的集聚，即主要 
有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流量两个指标 。人力资 

本存量主要反映某区域人力资本的价值量或者含量，人 
力资本存量与本地区或国家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关系，这 

与本文研究的人力资本集聚不相吻合。而人力资本流 
量却能反映人力资本的流动状况，其中去除人口数量的 

影响，可以较好地发映出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集聚情况。 
冈此，本文采用人力资本流量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集聚 
的水平。测度人力资本流量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自 
然增长率法来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Xi=Ci—Si 

Bi=rDi—Pi)／Pi 

Li=(Bi—Xi) Di 

其中，xi表示第 i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ci表示第 

i年的人口出生率，Si表示第 i年的人 口死亡率，Bi表 

示第 i年的人 口增长率，Di表示第 i年年末的人口总 

数，Pi表示第 i年年初的人口总数，Li即为第 i年的人 

力资本流量。根据我国统计年鉴(2003—2010年)的 

数据，可以得到东西部地区23省市自治区的近 8年人 
力资本流量数据。 

根据笔者测算的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数据 

可知，在东部 ll省市中，广东、北京、浙江和上海总净 
流人量分别为 436万人、354万人、339万人和317万 

人，处于人力资本集聚的第一集团，天津、江苏、福建和 

山东的总净流入量分别为247万人、230万人、200万 

人和194万人，处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第二集 

团，辽宁、河北和海南的总人力资本净流人量分别为 

116万人、83万人和 30万人，处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 

集聚的第三集团。东部地区各省市的人力资本总净流 
人量都是正数，这表明了由全国来看每年都会有大量 

的人力资本流入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较好地集聚了人 

力资本。在西部 12个省市自治区中，新疆、西藏和重 

庆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重要省市，其总净流人 
量都是正值。其中，新疆和西藏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 

策的影响，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参与到援疆和援 
藏的建设中，因此形成了人力资本的政策集聚。陕西、 
四川、内蒙古和宁夏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相差不多，总的 

净流入量为负50万左右，贵州、云南、甘肃、广西、和青 

海八年的总净流出量也都超过了 100万人，人力资本 
的集聚程度最差。整个西部地区 12省市 自治区在八 

年内净流出了450万人，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上人力 

资本集聚较差，内部各省份人力资本集聚的程度也各 

异，发展不平衡。因此，由全国来看，西部地区的人力 

资本集聚程度很差，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但是，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极来带动，人 

力资本集聚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发展有自己特色的经 

济增长极 

三、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选择 

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极的选择， 

合理的经济增长极必须能够显著带动人力资本的集 
聚，使“极化效应”发挥到最大，待其经济规模发展到一 

定的阶段，又不会削弱和妨碍其“扩散效应”的功效 。 
因此，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极是关系到能否带动人力 

资本集聚的关键，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一)西部地区增长极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虽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 

增长极，但两者却往往集中在一个区域。产业的集聚 
可以带动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产业集中的区域往往会 

形成人口的集中，从而会形成城市；而城市的发展同样 

会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的集聚，从而带动产业在 
城市中的集聚。因此，在选择西部地区增长极时，本文 
将这两个增长极放在一个指标体系中加以综合分析， 
从而选择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的增长极中心。 

指标体系建立的一个重点是：所有的体系指标 
都是能够吸引人力资本集聚的指标，即所选择的指 
标与人力资本集聚之间呈现正的相关性。为了更清 
晰地反应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的发展现状，本 
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过程，即用数据 
的形式呈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本文运用 
灰色关联度数学建模来分析选择西部地区的经济增 
长极。灰色关联度是以参考点和比较点的距离为基 
础分析因子间的贡献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度 
的实质是：对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因素进行测试 ， 
如果两个因素变化趋势一致，即可谓二者关联程度 
较高；反之 ，则较低⋯ 。即： 

设参考序列为 
r'o={r'o(1)，y0(2)，]1o(3)，r'o(4) ．，Vo(n)】， 

有 m个被比较序列为 
= { (1)， (2)， (3)， (4)，⋯， (，z)j；(f=1,2，3，4，⋯， )， 

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数据初始化： 

=  

式中：f=1,2，3，4，．．．， ；k=1,2，3，4，．．．， 

第二步：关联系数的计算： 

⋯  minmin X0(七)一X ( )l-I-pmaxmaxlxo( )一Xf(七)l 
” lx0(尼)一Xf( )l+pmaxmaxIXo( )一Xf( )} 

= 1,2，3，4，．．．，m 

第三步：关联度的测算： 
1 ” 

r ： 5-"刀．r七) 
n “ =1，2，3⋯4 ⋯m 

(二)西部地区增长极的选择 
为了清晰地反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发展现 

状，本文选取了五个指标评价系统：经济发展、产业发 

展 、社会发展 、城市发展和金融发展。每一个评价系统 

下又有不同的评价指标层，共计 lO项评价指标：经济 
发展(X1：地区GDP、X2：人均 GDP、X3：当年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产业发展(X4：第二产业总值、X5：第三产 
业总值)；金融发展 (X6：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城市发展(X7：城市化水平、X8：公共图书馆图书 
总藏量、X9：绿化面积)；社会发展(X10：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人数)。 

指标解释：x1和)(2反映了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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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 ，对人力资本的集 

聚也就越有利，故赋予其权重 15％；X2反映了本地区的 

经济活力程度和富裕程度，数值越大，对人力资本的吸引 
力越大，赋予其权重 10％；X3反映地区吸引外资的能 

力，数值越大，表明外商投资金额越大，经济的发展就会 
越快，对吸引人力资本就越有利，赋予权重 5％；X4和 
X5反映本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数 

值越大，产业的发展状况越好，需要的各种人力资本就 

越多，也就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集聚，因此分别赋予权 
重 13％和 12％；X6反映地区的经济活跃度，数值大说 

明贷款数量大，其经济也就活越，就业机会也就越多， 
对吸引人力资本的集聚就越有利，赋予权重8％；X7反 

映城市的发展程度，数值越大，对人力资本的吸引作用 

就越强 ，赋予权重 12％；X8、X9反 映人类 的适宜居住 

度，数值越大，城市的人文环境也就越好，也就越有利 
于人力资本的集聚，故赋予权重均为 5％；XIO反应了 

城市的文化氛围，数据越大，反映出该地区拥有的高水 
平人力资本数量越多，赋予权重 15％。 

本文选取了2009年西部 11个省市 自治区中人 

口最多的大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 2009年西部 11 

城市的 10项指标数据作为计算依据，根据 2010年 
中国的城市统计年鉴 ，西部地 区十一城市的数据指 

标如表 4—1所示 ： 

表 4—1 2009年西部十一城市增长极选择定量指标体系 

城市 重庚 成都 西安 南宁 兰州 包头 贵阳 西宁 银JII 乌鲁木齐 昆明 

l地区 GDP 48915782 3l3986l8 23l50600 ll042774 8048843 18063073 7259529 3549435 4398l96 IO794352 13484922 

(万元) 

X2^均GDP 3198o 46144 35795 4l590 35942 95978 28710 3I364 36655 39224 3659l 

(元) 

X3实酥使月外 
资 (万美元) 321681 257389 I】9732 l7845 4320 56520 10186 2985 2688 12500 10937 

X 4 第二产业总 
23O l4l I3620720 96鸵225 36639 3724200 9804636 2927768 l858484 I732449 4487212 5825486 

值{万元) 

X5第三产业总 
值 (万元) 23044225 171 l8527 l2862473 6603579 42t4374 明58937 414882I 20719904 2555792 6I93799 7470647 

X6 贷款敦量 
(万元) 98l34493 87698230 42655600 3l35l026 1923l555 7215104 19687964 l0738890 1l279346 l6205679 3942I17 

X7城市化水平 
94．32 97．9 97．2l 92．98 98．63 1O1．II 97．48 l10．93 97．5 98．95 98．6 

《％) 

X8拥有图书量 
8 96 9599 562 3927 3763 2958 1986 298 18515 l963 864 

(千册、件) 

X9绿化面积 
(公 顷 ) 92451 l6l23 l2059 34929 4374 7043 5748 I360 5I81 15380 1o038 

XIO 在棱大学 
52l965 3309l9 617334 257576 261847 83349 244234 43782 589I3 l30264 26539I 

生致 (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OLO)统计整理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来选取确定西部地区优 
先发展的经济增长极，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 10项正项 
指标的最大值(Y。)作为系统特征值的参考序列，计算 
西部地区11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结果排序如表4—2 
所示。 

增长极层级 城市 得分 排序 

重庆 0．9896 l 
一

级增长极 成都 0．9729 2 

西安 0．9587 3 

昆明 0 9538 4 

银川 0．9468 5 二级增长极 

兰州 0 9438 6 

贵阳 0．9426 7 

西宁 0．9417 8 

乌鲁本齐 0．9306 9 三级增长极 

南宁 0．9293 lO 

包头 0．9275 1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O LO)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由表4—2可知：重庆、成都和西安的得分较高，排 
在西部地区城市的前三名。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城市 
正好是三角形的排列，并且三者之间的距离适度，因 
此，这三个城市理应选作西部地区经济优先发展的“一 
级增长极”。昆明、兰州 、银川 、贵阳的得 分相差 不大 ， 
应当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二级增长极”，在 自身 
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接受“一级增长极”的经济辐射 
带动作用。西宁、乌鲁木齐、南宁和包头得分偏低，在 

西部经济发展中应选作“三级增长极” 。 
在一级增长极充分发挥其极化作用时，人力资本 

就会大量涌入，从而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 

的集聚会带动物质资本的投入，从而提高了物质资本 

的边际报酬率，促进了一级增长极城市的经济发展 j。 
待一级增长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后，其扩散效应就 
会发挥作用，即扩散到昆明、贵阳等二级增长极城市， 
其中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也会随之扩散到这些二 
级增长极当中，从而带动二级增长极城市的集聚。同 
样，待二级增长极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人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又会扩散到三级增长极。从而像梯级一样由一级 
增长极逐步到二级、三级增长极。人力资本等生产要 
素也会流向这些低一级的增长极，带动整个西部地区 
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使西部经济从整体上得到持续、 
稳定、协调、快速增长。 

四、西部地 区经济增 长极 带动人力资本集聚的路 
径选择 

在增长极的城市选定后，西部地区应重点围绕选 

取的三类增长极，并且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实际来完 
善城市增长极的功能，创新体制环境，完善交通、通讯 
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区域产业 
配套和协调发展措施，培育增长极的创新能力，增强其 
经济增长的“核心”功能 ，以便更好地发挥增长极 的极 

化和扩散作用，带动经济增长极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 
提升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进而推动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 

(一)树立全新型的经济增长观念 

新型的经济增长观念是立足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 
展的实际，即在某一区域中，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等级 
和规模的城市，既有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城市，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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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中小城市。如果政府的 目标是要将这些城市都形 
成城市增长极，就会分散生产的各种要素，物质资本与 

人力资本的分散会使生产效率降低，从而不能形成集 

聚经济 。只有作为增长极 的城市得 以快速 发展 ，城 
市的集聚功能才会充分发挥。即各个城市增长极发展 

的优先权是不一样的，一级城市增长极的优先权最高， 
其次是二级城市增长极，最后是三级城市增长极 。在 

选出了西部地 区三类增长极后 ，应该首先发展一级增 
长极，即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座城市应该得到优先发 

展，政府政策和生产资料的使用必须予以倾斜，当一级 
增长极城市与二级、三级增长极城市在资源使用上发 
生冲突时，必须优先给予一级增长极城市。只有树立 

了新型的经济增长观念，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极的 
极化效应，提升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一 

级增长极城市的发展。待到一级增 长极城市发展到一 

定阶段，由于受到成本的上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 
投资报酬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就会向相邻的二 

级、三级增长极城市转移，充分发挥出扩散效应，从而 
促进二级与i级城市增长极的发展，整体上促进西部 
地区人力资本的集聚，最终形成西部地区经济均衡、整 
体发展。 

(二)发挥一级增长极城市的特色优势以带动人力 
资本的集聚 

城市往往对大多数产业活动具有吸引力，第三次 

产业活动的壮大更使得城市在区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行政与娱乐设施在城市的出现使每个城市 
都变或为极化增长中心，因此，可以利用城市增长极 自 

身的特色优势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增长极的 
发展 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座城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一 
级城市增长极，自身都拥有着一些特色优势，例如西安 

和成都两座古城的悠久历史文化优势，重庆的直辖市 
优势等，目前对这些特色优势的挖掘和宣传力度不够， 

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特色优势。西安应该打响古 
都品睥，大力发展旅游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都 

作为天府之国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和旅游美食优势，作 
为连接中部地区和云贵藏地区的桥梁，是来往此区域 

的中转站和集散地，故应完善城市的服务公共设施和 
交通设施，以吸引人力资本的集聚。重庆作为全国四 
个直辖市之一，政策上占有先发优势，应根据 自身经济 
发展现状制定灵活的财政政策，加快城市的发展以及 
人力资本的集聚。另外，作为西南地 的商业金融中 
心，莺庆应努力成为西部地区的金融化大都市。西部 

地区一级城市增长极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带动周边 

相邻二级、三级城市增长极的发展，促进整个西部地区 

的人力资本集聚，进而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依托城市经济区的发展以带动人力资本的集聚 
根据西部地区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情况以及经济 

的发展现状，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十一 

五”规划》。《规划》提出，在西部地区要建设优势互补 
的成渝、关中一天水、环北部湾等重点经济区，努力使 

其成为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极和战略高 
地，鼓励城市经济圈的集聚发展。经济区一般都具有 
自身定位清晰和战略布局合理的特征，具有进一步聚 

集人口、资源、经济的巨大空间和潜力。但是，目前普 
遍存在着对经济区的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有些经济 

区涉及多个省市，存在行政上 的沟通困难 。成渝经济 
区应利用其 自然资源优势 、交通优势以及互补优势等 
独特优势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综合经济竞争力最强的经 

济圈之一。关 中一天水经济 区依托西安 、咸 阳、宝鸡 、 
天水等城市，利用其亚欧大陆桥中心位置的优越地位， 

借助政府政策的优势，推动西北地区的经济振兴，促进 
城市增长极的发展。环北部湾经济圈是除了珠江三角 
洲 、长江三角洲 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 圈之外 的一个新 

的经济圈，是我国西部惟一的沿海又沿边的地区、西南 
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促进中国一东盟全面合作 

的重要桥梁和基地，其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 
已经成为我国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应抓住 

机遇，加大对三个战略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使其成为 
既能够带动自身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也能够辐射推动 
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三大增长极的形成及扩 

散效应可有效集聚物质资本，使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 
收益提高，进而集聚人力资本，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经济 
进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五、结论 

经济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的集聚，而经济增长极 
的出现可以有效带动人力资本集聚。因此，经济增长 
极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西部地区应根 
据 自身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较差的现状，选择合适的经 
济增长极来带动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促进西部地区 
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西部地区应树立全新的经济 

增长观念，依托城市经济区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增长的 
发展，通过发挥一级增长极城市的特色优势来带动人 

力资本的集聚，从而使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跃上一个 
新的台阶 

[注释] 

①根据 1999年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 
广西等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②本文确定的三级增长极是对整个西部地区而言的，其实，昆明 
等城市也可当作本区域的一级增长极。用灰色关联度方法也 

可确定各省市区各 自区域的不同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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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债能力评价指标。①流动比率②速动比率③ 
资产负债率④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率⑤流动负债占 
总负债 比率 。 

3．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①上交学校费用完 
成率②利润增长率③上交学校利润额④总资产增长率 
⑤校产资产增值保值率。以上指标反映了校办产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对学校的贡献程度。 

四、高校内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衡量预算支出绩效的标尺 
和准绳。学校层面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以 
“

XX年度财务发展报告”的形式上报校领导及有关 

部门，作为学校制定发展规划 、实施重大项 目和编制 

下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机关各部门的预算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强化机关管理职能、提高机 
关服务水平的重要考核依据；教学 、教辅单位的预算 
支出绩效评价结果，除考核各教学、教辅单位的办学 
成本和效果外，还应作为学校优化教学、科研资源结 
构 ，合理安排下年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博士、 

硕士点等建设经费的主要参考依据；专项经费的预 
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将直接考核上级和学校设立 
的专项资金项 目的实施效果，并作为下一年度安排 

专项资金项 目的主要参考依据；后勤集团的预算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考核后勤保障程度、运行成 
本和运行效率(效果)评价依据，考核的重点是增收 

节支效果和保障程度 ；校办产业的预算支出绩效评 
价结果，将作为制定校办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 
考核的重点是创利水平及对学校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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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study on the index system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ternal budget expenditure in universities 

CHANG Jian—jUH，WANG Li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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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0 impelement the performance of evaluation of budget expenditures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need for alloca． 

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ing economy，but also a necessary requirment for strengthing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income and cutting down the expenditure，precluding inefficiacy or waste，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and putting forw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ll the educational undertaking．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ies．designes a practical and convenient index system for the performance of eva1． 

uation of budget expenditur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a creative attempt for allocating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re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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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chanism about economic growth pole driv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western region 

WANG Yun—jiang ，JIN Zhi—jun ，YUAN Xiu—yue 

(1．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2．Hebei Library，Shijiazhuang 05ool 1，China) 

Abstract：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country or region．Growth 

pole theo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effectively accumulating human capital。In 

this paper，take Western Region for example；we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Western Region．Use Gray correlation method to determ ine the region’S economic growth pole．0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roblem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re analyzed in Western Region．Explain the mechanism about eco． 

nomic growth pole economic accumulating human capita1．Finally，a path selection is proposed that human capital is 

accumulated by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pole in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western region；economic growth pole；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