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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赫克曼 

关于人类发展战略的新观点 

内容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

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第

三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创造与测量

能力”的主题演讲。本期编译刊发演讲全文。 

赫克曼教授认为，能力决定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行动

能力，能力差异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对弱势儿童实

施早期干预，促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是兼具公平与效率

的预分配政策措施，其投资回报远远高于针对生命后期的补救

措施。 

中国农村地区儿童的早期抚养环境较差，对农村贫困弱势

儿童从生命早期开始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建立和完善评估与

测量制度，考察政策干预的长期效果，有助于决策者了解造成

儿童贫困的真实原因，制定实施有细微差别的政策，最有效地

促进贫困弱势儿童的能力发展，从而缩小不同经济社会群体之

间的差距，促进中国社会平等。 

 

关键词：能力；预分配；儿童早期；贫困；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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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测量能力 

詹姆斯˙赫克曼1
 

一、减少长期贫困和经济社会不平等的“预分配”战略 

以转移支付方式提高穷人收入，建立社会安全网，在尊重个人

尊严的前提下，以激励手段帮助穷人自己摆脱贫困，这是减少不平

等的传统政策途径，它在世界各国被广泛采用，成为现代福利国家

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著名的例子是巴西实施的以有条件现

金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家庭救助计划”（Bolsa Familia）。美国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贫困斗争中也通过这一手段取得了类似的政策

效果。 

关键问题是这些政策能否从长期减少不平等——即能否促进下

一代的社会流动和减少下一代的经济不平等。目前缺乏有力证据证

明传统政策在这一方面能够奏效。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实施以收

入转移支付方式促进社会流动的政策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克林顿

政府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基于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和经济学关于人类发展的研究成果，

在此我们提出一项更有效的减少长期贫困、促进社会流动的战略。

这一战略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分析，以及对若干儿童早期干预项目和

家庭干预项目的长期跟踪评估的基础之上。这是一项预分配

（Predistribution）战略，用以有效地增强经济和社会流动性。 

能力指的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行动能力，它们代表每

个人的个体特征。我们提出的能力概念延伸了阿玛蒂亚·森关于能

力的分析范畴，主要探讨人民的个人能力，即他们的技能如何创造

形成。中国在制定人类发展政策时，应运用能力形成的经济学新观

点来制定综合性政策措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明确认识到哪

些能力很重要，如何创造这些重要能力，以及如何优化公共政策来

促进能力培养。这样做可以避免公共政策的碎片化、低效率等不足，

充分认识到能力对人生成功的重要影响。 

                                                        
1 詹姆斯˙赫克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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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政策往往带有碎片化特点，仅关注某一时点、某一方面

的社会问题，并采取补救性政策措施。比如，为减少犯罪而增加警

员；为提高技能而大规模建造学校，雇佣更好的师资，提高考试分

数；为提高健康水平而增加医生和医疗设备；为改善营养而提供微

量营养素和大量营养素2；为降低少女怀孕而实施鼓励避孕的措施；

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现金转移支付，为穷人提供住房补贴等等。 

最新的研究证明，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应采用人类发展战略，

制定统一政策，从而促进社会流动，提高社会生产力，减少社会不

平等。在能力形成最有效的生命周期阶段实施这一战略，体现了政

策的预防性和赋权特点，而不仅仅是补救措施。 

二、人类发展战略的新观点   

促进人类发展的有效战略包括三项关键内容：首先，家庭生活

和早期经历对成年后的能力具有决定影响；其次，个体在社会中的

行动能力由多种能力决定，而人生许多方面的成功则主要取决于一

组核心能力的发展；第三，能力产生是一个“能力创造能力”

（Capabilities Beget Capabilities）的过程。能力产生遵循“联动性”

（Synergism）基本原则，不同能力在动态相互作用中，对未来能力

发展形成决定作用。在生命周期中，各种能力发展的最有效投资期

也各自不同。一系列促进社会运作和个人成长的核心、低纬度能力，

可以解释各种社会经济分化现象的产生。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行取决

于社会成员的能力水平。社会成员能力水平低则会引起辍学、犯罪、

少女怀孕、肥胖、健康状况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1. 家庭环境和早期干预对能力形成的决定作用  

能力本质上具有多样性。当前的公共政策大多强调用考试分数

来测量和促进、鼓励认知能力发展。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认知能

力仅仅是人生成功的一部分，非认知能力对生命周期结果的影响同

等重要。性格、“软技能”、生理和心理健康、毅力、注意力、动力

和自信同样重要，而这些方面往往被人们忽视。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分化差异早在生命早期就已显现：认知能

                                                        
2 大量营养素（macronutrient）是指日常摄取量较大的重要营养素，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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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距明显而始终存在；非认知能力差距也持续存在；生理健康差

距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 

能力并非在出生时一成不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不断巩固，这

存在遗传方面的因素，但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和环境影响

而进化和改变。 

幼儿家庭生活对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儿

童早期家庭生活环境不利将造成成年后犯罪、健康、肥胖等诸多社

会问题。家庭影响远远超出基因传递的影响。认知和社交技能并非

在出生时就一成不变，它们并非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而是可以改

变提高。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环境呈现恶化趋势，早期家庭环

境的影响作用更加值得关注。对这些农村地区儿童而言，无论是养

育状况绝对水平，还是与其它地区相比的相对水平都在恶化。政府

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这些农村家庭的儿童营造一个丰富的

早期家庭生活环境，资助这些儿童上学，为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建

议，并提高家长的育儿技能。 

如果社会及早对儿童生命周期采取连贯一致的干预措施，将促

进弱势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并增进健康和幸福。这些

社会干预措施的积极效果将通过各种渠道，渗透于生命周期全过程，

并在代际间传递。比如，高质量的早期干预项目将减少不平等，促

进学校教育效果，减少犯罪和少女怀孕，并促进身体健康和良好行

为。 

这些干预措施同时也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和

投资回报率。它传递的效率原则，正是所有社会项目应该贯穿的基

本准则。有质量的儿童早期政策是为数极少、无需平衡平等和效率

关系的社会政策之一。公平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必定同时具有经济

效益。 

为儿童能力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早期干预项目比早期阶段之后

的公共职业培训、劳动改造、成人文化补习、学费补助、增加警员

开支以降低犯罪率等种种补救性、预防性措施带来的经济回报高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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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 

早期干预项目之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投资回报，是因为能力形成

是一个动态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形成是一个动态、联动过程。

能力创造能力，动力创造动力。如果儿童在生命早期没有获得动力

被激励学习，那么成年后，他（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失败的可能

性更大。社会对弱势儿童的生命周期采取干预措施越晚，弥补不良

后果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就越高。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同样存在类似的

动态机制。 

中国有必要制定实施有细微差别的政策，促进人的能力发展。

政策应充分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到在生命周期的哪些阶

段、采取何种干预措施能最有效地促进能力发展。 

能力发展存在关键期和敏感期。所谓“敏感期”是指投入产出

效率最高的时期；所谓“关键期”是指重要时期。认知能力的关键

敏感期发生得最早，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在早期同样重要，但在后期

仍具有可塑性。认知能力的关键敏感期取决于个体生理（健康）能

力之间的差异。 

对许多成功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干预项

目成功主要在于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了促进效果，而对智

商却改变很少。目前实施的一些针对青少年的补救政策措施，尤其

是认知方面的补救措施，往往没有产生效果。总之，补救措施不如

预防措施有效。 

公共政策应重新审视从全生命周期来理解能力形成的现代观

点。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有效的社会政策更应针对和强化家庭建

设方面。自《柯尔曼报告》3公布以来，许多研究均表明，相对于学

校教育资源不平等，家庭不平等对经济社会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的

影响更大。 

3. 认知、性格与健康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个人的成功取决于多种能力。已有的研究已提供了

                                                        
3 美国社会学家 James S. Coleman 于 1966 年发布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教育机会平等》）大

型研究报告，以翔实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六十年代美国教育不平等状况。报告就学校经费对学生成就

产生影响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并强调指出，学生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决定学校教育结果的

重要原因。该报告对研究美国社会的教育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被广泛引用为《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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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证据，表明以考试成绩衡量的认知能力很重要。社会情感能

力（有时也被称为品行或性格特征）也同样重要，这些特征包括：

动机、自我管制、社会性、自尊、注意力、表达感激能力和身心健

康。儿童早期的健康和生理状况不仅对成年后的健康产生关键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认知和性格发展。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培养礼、乐、

射、御、书、数六种才能，它们分别对应于我所说的性格与品行、

认知、健康和美感等方面的能力。 

能力决定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和健康方面的差

异，这些差异在生命早期就已显现出来。我们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

关于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对个体成年后的行为、身心健康、教育

和就业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包括它们对犯罪、吸烟和酗酒、身体健

康、精神健康、单亲母亲、离婚、高中毕业、大学学历、工资、白

领职业、信任和自我控制等生命周期各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社会情感等非认知能力比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 

造成成年后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健康状况差距的个体能力差异早

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在不同的经济社会阶层之间呈现出来。仍以美国

为例，母亲教育程度对孩子认知状况的影响，收入状况对孩子反社

会行为的影响均在儿童早期就呈现了很大的差距，而随着儿童年龄

的增长，差距并未显示明显变化。 

如何解释这些研究发现？家庭当中的哪些方面导致了儿童早期

发展差距的产生？是否由遗传基因造成？还是家庭环境、社区作用

的结果？抑或由家庭育儿和投资决定？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家庭投

资以及家庭和社区环境对成年后能力的影响远远超出遗传基因的作

用。 

在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家庭条件优越和处境不利

的弱势儿童在早期家庭环境质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与条件优越的

儿童相比，家庭环境较差的儿童接受早期启蒙刺激较少，儿童发展

资源和健康医疗服务相对缺乏，这造成了持续的代际不平等现象。

以收入不平等为例，在丹麦、美国和中国，父亲与儿子两代人之间

的收入不平等系数分别为 0.15、0.47 和 0.6，中国这一代际间收入不

平等系数在近年来不断扩大。根据 2005 年中国人口 1%抽样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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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有 4500 万 0~6 岁儿童处于贫困状况。 

儿童减贫不仅仅是收入再分配问题，家庭抚养是更重要的环节。

15~17 年前的一项长期跟踪研究考察了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中，

儿童接受语言词汇的数量和质量差异，以及随着儿童年龄增长接受

词汇数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家庭中，每个儿

童 1 小时平均接受（听到）的词汇数量为 616 个，而专业人士家庭

儿童则为 2153 个。在儿童 3 岁时，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家庭的儿童平

均词汇量为 500 个，而专业人士家庭儿童则达为 1100 个。 

大量研究表明，许多人体组织的生理发育存在干预最有效的敏

感期和关键期，尤其是像白内障、维生素 A 缺乏和失明、缺铁性贫

血和长期智商发育、碘缺乏等生理疾病。但必须认识到，早期生活

状况会因后期干预而加强或减弱，我们需要理解全生命周期是一个

具有弹性和不断发展的能力形成的动态过程。并在这一基础上理解

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开展投资最为有效。 

4. 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条件优越和处境不利的儿童在早期能力发展方面的差异是否由

于基因的强大作用而造成？通过对比 3 岁和 50 岁孪生组合的 DNA

图谱，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在出生时完全一样，但后天环境与基因

表达之间相互作用，后天环境对基因表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科学研究证据同时表明，生命后期具有弹性和复原性。早期状

况并不完全决定全生命周期，后期生活经历同样重要。丰富的早期

环境需要与丰富的后期生活环境相结合，这是相辅相成的技能形成

动态过程的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而言，核心问题是在生命后期采取

补救措施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投资重要性如

何？ 

5. 能力形成的动态机制：能力创造能力 

我们应从生命周期角度，对能力形成予以现代意义的理解。能

力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能力创造能力，各种能力叠加在一

起相互促成新的能力形成。从静态互补（static complementarities）的

角度来分析，对能力较强者进行投资将带来较高的回报，这符合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但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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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互补（dynamic complementarities）的角度分析，如果我们现

在对处境不利的幼儿进行基本能力投资，将产生极大的回报。这种

投资不仅为下游投资带来了较高的产出，更重要的是，它无须在平

等与效率两大目标之间做出权衡。相应的做法包括增加公共基础设

施和学校方面的投入，动员民众的能力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经济

社会的运作效率。 

不同生命阶段的人力资本投入回报率曲线图显示，在儿童早期

进行家庭抚养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带来最高的回报。这一曲线图具

体测量了对生命早期进行投资，将带来多大程度的生产率提高。将

儿童早期投入推迟到生命后期往往成本很高。目前一些针对弱势儿

童的公共政策集中对生命后期采取补救方案或转移支付，而这些补

救方案往往成本高但效率低。比如目前开展的大多数针对青少年的

政策措施，如公共职业培训、成人文化补习等，旨在提高他们的技

能，尤其是促进弱势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往往回报率较低。 

针对生命后期的补救政策或项目往往导致这种结果：对能力强

者采取后期补救措施，往往能带来很高的投资回报。以美国为例，

针对能力很强的大学生进行投资能带来 22%的教育回报；对认知水

平较低、性格和健康状况不良的能力弱者采取后期补救措施，往往

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 

对于早期发展不利环境而导致认知发展不足的青少年应采取什

么措施？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青少年由于缺乏良好的早期发展机

会而使他们的能力基础较弱。但研究表明，相对于认知能力而言，

社会性和性格两方面的能力发展在成年以后仍具较大的可塑性。因

此，工作单位可以加强纪律、自我控制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在职教

育，并有望产生效果。必须指出的是，补救政策比儿童早期干预措

施所产生的效果要小得多。因此，如果在儿童早期为他们奠定良好

的能力基础，那么他们成年后更容易取得成就，或者说取得成就的

的成本更低。 

儿童早期投资产生的回报将延伸到整个生命周期。公共政策应

关注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儿童早期发展予以重点投入，保证

社会有效运作。促进教育发展是许多发展组织最推崇的目标。诚然，



 8 

教育非常重要，但对将要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学龄前儿童实施促进

能力发展的干预措施，将大大提升教育的效果。正如《科尔曼报告》

指出，有质量的家庭生活对教育的影响远远超出学校质量。促进早

期能力发展将为学校教育带来最大收益。 

三、国际上成功实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应考虑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目标人

群是谁？其次，具体推出什么项目？再次，谁来执行项目；第四，

由谁资助项目？最后，如何保证项目的依从性。凭借常识推测，能

为弱势儿童提供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生活和抚养环境的干预项目应

该最为有效。这包括指导父母进行正确的家庭抚养，保证儿童的合

理营养，与父母建立感情纽带等。通过营造丰富的早期家庭环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弱势儿童面临的不利风险。 

1. 佩里学前教育项目（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 

项目为美国低收入黑人家庭的 3 岁儿童提供每天 2.5 小时，每周

5 天，包括每周 1 天家访（home visits）在内的为期两年的早期干预。

干预措施采取“计划-执行-总结”模式，指导儿童计划一项任务，专

注于执行任务，并及时进行总结，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交往技能。

采用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的试验研究方法，我们对项目进

行了长期跟踪评估。评估结果显示，这个项目产生了非常高的投资

回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6.2%~9%，这比

美国二战以后股市的净资产收益率还要高。值得一提的是，佩里项

目的长期效果主要是通过非认知能力，而不是认知能力而体现的。

另外，这个项目影响了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比如，巴西的儿

童早期发展项目就是基于佩里项目而设计开展。 

2. 护士-家庭合作项目（Nurse Family Partnership Program） 

这是美国开展的一项从孕期开始的儿童早期营养干预项目。孕

期营养不良将影响儿童生命最初阶段关键窗口期的能力形成，直接

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健康产生影响。儿童早期营养不良对儿童的学

习能力，尤其是注意力会造成不良影响，并间接对认知能力的积累

产生影响。 

3. 中美洲和巴拿马运河营养研究所（Institute of Nutr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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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America and Panama，or INCAP）在危地马拉开展的营养干预

项目 

这一项目采用随机方法分配干预村和对照村，实施为期 8 年的

营养干预。干预结果表明，营养补充仅在生命头 3 年有效地改善了

儿童生长迟缓；0~36 月龄接受营养干预的女孩多接受 1.2 年的学校

教育，阅读分数提高 8 分。0~24 月龄和 24~36 月龄接受营养干预的

男孩在成年后的小时工资有所增加。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收入方面

存在差异，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4. 牙买加综合干预项目 

项目选取了 129 名生长迟缓的 9~24 月龄儿童，跟踪他们直至 22

岁。这些儿童被分成四组，一组没有接受任何干预，一组仅接受营

养干预，一组仅接受认知刺激干预，一组同时接受两种干预。同时，

还匹配了一组正常发育儿童作为参照。跟踪研究发现，营养干预在

短期内对儿童营养产生了影响，长期而言，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

感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语 

能力形成是一个动态、联动过程。能力创造能力，动力创造动

力并促进学习能力。在能力形成技术中，“动态互补”是一个关键概

念，它解释了为什么预防政策往往比补救政策更有效，为什么对弱

势儿童早期的认知能力发展进行投资往往收益很高，而对年长一些

的弱势儿童开展认知能力投资收益很低，对弱势成年人进行这方面

投资则收益更低的原因。最新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优先投资于儿童

早期的必要性，对生命早期投资实际上对提高生命后期阶段的投资

效率奠定了重要基础。 

身处优越环境的儿童可以不断接受大量的早期投资，而处境不

利的儿童则往往无法接受早期投资。家庭在促进核心能力形成方面

发挥了根本作用。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儿童的家庭生活

都面临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家庭抚养的质量，而非收入，才能

真实地反映儿童的处境，瞄准弱势儿童群体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

父母早期刺激、父母参与，并与儿童建立感情纽带对儿童早期发展

非常重要。成功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尊重家庭的神圣地位，是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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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家庭生活的良好补充。 

一切证据都表明，投资手段而非再分配手段才是促进长期社会

流动的最有效反贫困政策。仅仅依靠收入转移支付手段无法解决代

际流动的社会问题。美国在 50 多年前就开始尝试收入再分配政策，

结果以失败告终。中国不应效仿美国的失败做法。促进培养儿童的

能力、动力和健康发展才是有效的战略手段，这是着眼于解决生命

起点状况的预分配措施，而不是再分配措施。如果社会尽早以可持

续的方式帮助弱势儿童，将促进他们的认知、性格发展和健康状况，

而这些能力将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社会机会，并充实儿童的生命历

程。 

中国有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评估和测量氛围，开展政策评估，

决定投资优先权，考察长期政策干预效果。必须理解所有早期干预

项目和家庭研究所依据的能力形成机制。除了考察政策干预本身的

效果之外，还应进一步了解各种干预方式与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测量手段掌握造成儿童贫困和弱势的真实原因，这对制定明智的

反贫困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刘蓓  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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