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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取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强人才强国建设，由此可见人

力资本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进行界定，将内生增长理论嵌入到

自由企业家模型，以此说明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建

立了开发区-中心城市-城市群-增长带-主体功能区的框架，对我国人力资本集聚

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现状分析。然后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

基于空间相关性和不同增长带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会

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全国层面，本地和近邻地区人

力资本集聚都会显著促进本地高质量发展，但低低区域和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本集

聚表现出很强的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区人力资本集聚会显著促进当地高质量发展。

高高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则表现出很强溢出效应，近邻地区人力资本集聚会显著促

进本地区高质量发展。利用 GMM的方法，对这一结果的内生性进行分析。基于以

上结论，文章最后从全国层面，不同空间相关性区域和不同经济带以及不同主体

功能区的层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集聚 高质量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 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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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o win the talents of the 

world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s, w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China's economy is experiencing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and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defines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mbeds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into the free entrepreneur model, so as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establishes the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Zone - Central City - Urban Agglomeration - growth 

zone - main functional area,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n we us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analyze 

heterogeneity based on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different growth zon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hows a strong 

heterogene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local and neighboring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loc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low-level regions and coastal economic belt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shows a strong local market effect, and local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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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loc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ntity development. The high-tech reg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 a strong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neighboring area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e endogeneity of 

this result was analyzed by GMM.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paper finally giv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different spatial correlation regions and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and different main functional areas. 

 

Keywords：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Spillov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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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中国经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取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强人才强国建设。在此阶段，人才的作用变得越

来越重要，正在成为改革创新的核心驱动要素。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人才

和人口流动对经济转型和社会整合等问题的影响日益显著
[1]
。区域发展方式和产

业优化升级亦更加关注人力资本集聚、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深度融合，

我国如何继续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2003年以来，我国

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呈现逐年下滑态势[3]，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大局

已定、不可逆转[4]。为了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

平迫在眉睫。我国一些中心城市已相继出台竞争性“抢人”政策，试图吸引和集

聚更多人力资源，赢得未来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先机。 

知识溢出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人力资源流动以及人力资本集聚是社会发展趋

势。今后人才都会向人力资本积累很强的地区聚集，他们一方面可以享受发达地

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以及工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可以为发达地区奉献自己的

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城市承载力是有限的，人力资

本集聚溢出效应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集聚的拥挤效应。  

由于人力资本不但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也会呈现出单向流动的特点，

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阶段，产业虚拟集聚愈发明显，低端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不

断向欠发达地区迁移，而高水平人才则不断向发达地区迁移，在这个研发和生产

可以分离的时代，人力资本单向流动，劳动力回流，是否可以发挥区域的比较优

势？能否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我们急需回答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分析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人力资本集聚的现状，同时研究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

效应及其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选取 2008-2017 年我国大陆地区 30 个省份

（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空间计量分析，考察人力资本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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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效应，及其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下一阶

段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理论意义 

将内生增长理论嵌入到自由企业家模型，丰富了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同

时也为人口流动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依托空间经济学模型，梳理

了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了人力资本

的内涵。 

(2)现实意义 

本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溢出性对省域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同时也借助了 GMM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检验了我国人力资本

集聚的溢出效应对各个省域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且发现该影响机制存在区域

异质性，该结果可以为我国下一阶段的人口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本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升级的基础，高技

能劳动力的集聚需要低技能劳动者配合，高、低技能劳动者的互补，使得城市的

人力资本趋向于多元化，可以很好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抵御升级的结构性

风险(梁文泉,陆铭,2015)[5]。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可以减少知识传播成本，提

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性如果不能

实现跨区域的溢出，很容易导致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降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会呈现倒“U”型关系(孙

海波等,2017)[6]。郑翔等(2019)对人力资本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细化，

其认为在人力资本集聚的第一个阶段，集聚会提高知识溢出，从而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7]；第二个阶段中，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的边际产出会下降，但整体的经济

产出仍然是上升的。第三个阶段，边际产出下降为 0，经济整体产出达到最大值。

第四个阶段，边际产出进入负值，而整体的经济产出也开始下降。基于以上分析

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多样化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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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但人力资本过度集聚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如果集聚的区域溢出性不能大于

集聚的虹吸效应，将会导致经济整体产出的下降，从而阻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2）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城市作为信息传导的渠道，积累

人力资本，这种学习机制内生出了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城市的工资溢

价。城市是高技能劳动者的聚集地，而高技能劳动者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

效率，同时，低技能劳动者进入城市可以获得高技能劳动者溢出的知识，提高自

己的技能，同时也可以从城市工资溢价中获益(踪家峰,周亮,2015)[8]。燕红忠,

唐汝(2020)[9]利用 20世纪 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档案的微观数据, 分析

教育的技能效应和信号效应，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职员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

适应新工作的能力,因此晋升和岗位调动(在行内的工作经验)是实现工资溢价的

重要机制。也就是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溢出效应会更强，可以实现工

资溢价。 

（3）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楠玉(2020)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结构

的主要问题是，中低层次劳动力比重较大、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知识消费占比

较低及提升缓慢等，并越来越成为阻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因素[10]。景维民,王瑶,

莫龙炯(2019)的分析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有利于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尤其以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促进

技术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11]。吕祥伟,辛波(2020)分析人力资本集

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全国层面本地区的人力资本会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分区域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均表现为

正向影响，但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12]。 

1.2.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溢出。马歇尔提出规模报酬递增之

后，学者们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趋同。但巴罗和萨拉尹马丁随后的实证检验却发

现，世界经济增长是趋异的，致使规模报酬递减的观点受到挑战。之后，罗默将

增长理论内生化，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13]，并且卢卡斯也提出了人力资本模型[14]，

从而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知识会存在溢出性，同样，人力资本也会存

在溢出性，导致规模报酬是递增的，因此，经济增长差距不会收敛。为了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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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趋同和趋异提供更多解释，Azariadis 和 Drazen(1990)[15]提出了一个钻石

模型，其允许多个局部稳态，即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一个局部的稳

态中，经济增长差距会因为索洛余值的趋同而收敛，但在不同的稳态中，经济增

长差距又会由于教育的外部性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性，导致经济的趋异[16]。此外，

运用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和分散资助社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分析了经济差距的

原因及其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其溢出效应通常只在社区

和社区以及公司之间形成，其不会扩展到整个社会。由于人力资本的地区性，会

形成循环累计效应，并在代际之间传递。而且，人力资本不同的地区，对人力资

本的投资偏好也不一样，因此，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形成

城市内的社区隔离和平民窟[17]。从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出，人力资本集聚拥有规

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且其溢出性的大小通常是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趋同或趋异的

关键，因此，研究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拥

有重要意义。 

(2)基于人力资本溢出的角度。人力资本溢出有正外部性，因此，国家会为

教育提供很高补贴，其次，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这

种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城市形成得原因之一[18]。科斯定理指出正的外部性溢出，需

要对其补偿，而对人力资本溢出的测度就是补偿机制的基础。基于溢出效应在一

定范围内受代理的相互作用成本与经济距离限制的原因，给出代理人之间经济距

离的估计值，从而测算溢出效应，发现以中学教育率来衡量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本

集聚，其对工资有显著差异，同时，人力资本也会影响到 90 分钟以外的地区的

劳动生产力[19]。从企业层面看，估计工厂生产函数也可以评估国家城市人力资本

的溢出规模。在使用公司-工人的匹配数据之后，控制工厂自身的人力资本以及

工厂固定效应，发现工厂产量在大学毕业生比例大幅增长的城市比小幅增长的城

市大得多。因为，在工厂相互作用时，工厂之间的溢出是十分显著的。并且，工

厂之间的溢出大多来源于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劳动

生产率差异以及劳动力成本差异都是一致的，导致人力资本的溢出产生的生产率

收益都会被劳动成本所抵消[20]。Shihe Fu(2005)测度了波士顿城市群的人力资本

存量、马歇尔劳动力市场外部性、Jacobs 市场外部性和本地劳动力市场厚度，

发现各类型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各个地区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溢出性在

地理距离上以不同的速度衰减，该结论得到了空间衰减模型的检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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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教育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溢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因此

研究教育的溢出性对于人力资本溢出性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Wantchekon 

Leonard等(2014)[22]发现受教育者比未受教育者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他

们的生活水平更高，其次这种教育存在外部性。对于拥有学校的村庄，未受教育

者比没有学校的村庄的未受教育者会生活的更好。因为他们的研究是集中在一个

地区的比较分析，可以排除地域因素的干扰，结果是稳健的。而从教育行业的异

质性分析，John V.Winter(2014)利用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发现增加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获得比非 STEM 领域的大学毕业

生更多的外部性。意味着基础性学科的教育溢出性比非基础学科更大
[23]
。 

(4)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人力资本集聚。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集聚对企

业创新有重要影响，相邻企业的差异即 Jacobs 外部性被视为知识溢出的源泉，

研究表明：大都市区的企业受益于相关产业的多样性，并且员工的教育和技能等

企业特征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但 Jacobs 外部性农村地区服务业创

新的影响更大(Sofia Wixe,2018)[24]。人力资本集聚对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个影响

就是工资溢价。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工资的溢价大约在 3%左右，而且因为外部

性，低技能的工作者工资也会有小幅的增长，大约在 1%至 3%的区间。 

1.2.3 文献述评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国外的研究普遍都集中于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从内

生增长理论以及不同的外部性视角对集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虽然有学者考

虑了空间衰减模型，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溢出效应的空间相关性，没有从空间的视

角来分析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特征，而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溢出性对城市的发

展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机构以及工资溢价的角度分

析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文献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集聚的溢

出效应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角度。现有文献普遍都是对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以

及知识溢出性进行分析，而且其溢出性大多集中在一个区域或者是区域内部，很

少有研究分析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其次，现有的文献大多分析人力资本的溢出

效应以及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特别

是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的关系。人力资本可以内生的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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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而集聚则能带来规模经济，依靠外部性来放大人力资本的

内生推动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和集聚的作用，才能使我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

健康发展。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文章分析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分为六个章节。整体结

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并对国内

外文献进行综述，给出全文技术路线图，确定全文的整体框架。 

第二章：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首先对人力资本、集聚、

高质量发展三个关键词进行概念界定，然后分析人力资本集聚对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影响，最后利用嵌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自由企业

家模型，对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建模，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

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首先对人力资本集聚和

高质量发展两个指标进行测度。然后以开发区-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主体功

能区的框架，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对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现状进

行分析，初步探索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了空间自相关

(sar)、空间误差(sem)、空间杜宾模型(sdm)。然后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之后

是描述性分析，接下来是实证分析，从经济带和不同相关性的区域进行异质性分

析。 

第五章：政策建立。结合理论分析、数理分析、实证分析，从全国层面和不

同经济带以及不同相关性区域，给出了人力资本集聚之后需要改进的方向，提出

了一些政策需要改进的部分。 

第六章：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主要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和区域得异质性进行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力资本集聚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7 

分析，并进行全文总结，之后提出文章可能的创新点。未来的展望主要是人力资

本集聚和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 

1.3.2 研究方法 

（1）均衡分析。嵌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自由企业家模型，在垄断竞争市场下，

运用企业家的短期和长期均衡分析，研究人力资本集聚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影响机

制，即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2）定量分析法。本文对人力资本集聚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人力

资本集聚主要从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进行定量分析，而高质量发展主要从五大发

展理念出发，进行定量分析，最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

发展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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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路线图 

 

 

 

 

 

 

 

 

 

 

 

 

 

 

 

 

 

 

 

 

 

 

 

 

 

 

 

 

 

 

 

 

 

 

 

 

 

 

图 1.1  全文技术路线图 

理论机制分析 

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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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构建实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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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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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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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人力资本 

1960 年，Schults 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就业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指就

业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是

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25]。Schults 认为投入产出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规模收益，

另一方面则是由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进步。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机制》中将劳

动力分为“原生劳动”和“技能劳动”的人力资本，原生劳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劳动能力，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代表。而技能劳动则是以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为基础，

加上人们的工作，形成自己特有的一种劳动力。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又分为专业化

和一般形式的人力资本[14]。罗默认为知识是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的商品，人们

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直接学习其他人的知识，个人无法阻止其他个人学习自

己的技术，因此技术的复制成本很低。而技术的专利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给

知识创造者提供了获利空间，即知识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新知识生产者可以从技

术创新中获益[13]。同时，新设计可以用来生产中间品，促使分工深化，产品设计

的“外部效应“不仅会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也会提高其他要素的效率，产

生规模报酬递增的收益。综上所述，人力资本主要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即劳

动者除体力劳动外的其他能力。 

2.1.2 集聚 

集聚的定义是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企业为了追求劳动力共享，

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效应，达到利润最大化而产生集

聚[26]。马歇尔也因此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后学者们在马歇尔

集聚的基础上，韦伯提出了区位集聚论，波特从企业层面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集

聚。与马歇尔集聚相对应的是雅各布斯集聚，雅各布斯在《经济的本质》[27]一书

中提出产业集聚特别是专业化集聚，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其对加拿

大城市的发展进行分析，提出了多样化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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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集聚可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且其具有外部性，可以

产生溢出效应。人力资本集聚可以依靠知识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内生化增长，

同时也可以发挥集聚的溢出效应，将本地区的技术和知识优势向外扩散，从而促

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2.1.3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

和动力状态(金碚，2018)[28]。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保障

产业链和要素供应链安全，为经济安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提升公共安全能

力，已经构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并且高质量发展也包括社会治理结构的高

质量建设，即经济发展应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

需要加大有效投资空间，增加有效投资总额，并且加快和提升改革开放的层次和

水平。综上所述，高质量发展应基于五位一体的角度，从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 

2.2 基本理论 

2.2.1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靠外力的因素，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强调收

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人力资本存在两个效应，一个是个体效应，其会提升劳动

者的劳动生产率；另外一个是社会效应，会提高劳动者的全要素生产率。正如

lcuas(1988)所言，人力资本是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主要的差距[14]。新增长理论

把知识的外部性作为生产率提高和区域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没有涉及任何空间

方面的因素。阿罗（1962）发现了与知识非独占性和非竞争性用途有关的外部性

因素[29]。之后，内生增长模型开始考虑垄断竞争的情况，加入了亚当斯密的分工

思想，出现了产品质量、专业化等内生增长模型。总之，内生增长理论侧重于经

济的内生增长，即在不需要提高外在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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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集聚理论 

   集聚理论主要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原因和形成机制，并通过这种原因和机制

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

集聚经济的外在表现，特别是要素集聚之后的外部性，是集聚经济推动经济增长

的表现形式。Ottaviano, Thisse（2003)[30]认为空间经济学是不同运输成本和贸

易的结果，价格竞争和较高的运输成本以及有限的土地是扩散力的主要表现，而

产品多样性和本地市场效应以及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则是集聚力的表现，区域集

聚经济是需求和供给循环累计的结果，因此，集聚经济是扩散力和集聚力相互碰

撞产生的。他们还分析了核心边缘模型形成的机制，发现在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模

型中，运输成本很低，且农业部门劳动力不流动时，市场形成的唯一均衡是制造

业部门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内。 

2.3 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人力资本集聚对创新的影响。“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生活内部自行发生的一

系列变化，是某种打破均衡而又重新恢复均衡的结果。而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

在过程和机制就是“创新”。创新主要分为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一方

面，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集聚会人才的面对面交流提供了机会，

可以促进知识碰撞，产生更多新知识，提高核心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核心地区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外围地区的人力资本，并且给外围地区的模仿创

新带来机会，提高外围地区的技术水平，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卡脖子”的技术难

题。 

    后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建立于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

价格较高的基础上，完全的技术外溢，也无法缩小人均收入差距，盲目的创新驱

动只会导致资源错配，后发国家应优先产业升级，从而引致人力资本的适宜性匹

配(李静,楠玉,2019)[31]。特别是在中低端行业，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发展

可以很好的解决“研发-生产率悖论”(谷军健,赵玉林,2020)[32]。人力资本流动

同样会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外来人力资本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尤

为显著(张萃,2019)[33]。张宽和黄凌云(2019)[34]以我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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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积累显著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并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积累对

创新的影响在经济落后地区不显著。综上所述，人力资本集聚会提高城市和区域

创新能力，此外，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创新的协同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 

人力资本集聚对协调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

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力资本集聚一

方面会形成城市工资溢价，为发达地区吸引充足的高技术人才和劳动力，为其高

新技术发展提供要素保障。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集聚会提高核心地区的物价水平，

从而挤出低效率的人力资本，形成扩散效应，带动外围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推

动外围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形成核心与外围的协调发展。生延超,周玉姣(2018)[35]

从适配性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发现初级、中级人力资本

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高级人力资本则有显著作用。 

人力资本集聚对绿色的影响。依据“两山”理论，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绿色发展要求提高资源效率。即绿色发展就是经济可持

续发展。一方面，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内生的增长要素，人力资本集聚可以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从而内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律。另一

方面，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本存在本质区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规模

报酬递增的。即随着人力资本集聚，其外部性能够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劳动者生

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集聚对开放的影响。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的规模就越大，也就

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集聚可以提升核心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会形成生产过剩，从而倒逼核心地区自发的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技术进步必须

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相配合，才可以显示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张宽,黄凌云(2019)
[34]
认为当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较低时,贸易开放对一国

自主创新能力的正面影响至少是较小抑或不明显的。 

人力资本集聚对共享的影响。共享主要指公平正义，减小人民的收入分配差

距。首先，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一方面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和资源

禀赋的依赖，给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提供条件。其次，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

效应，给落后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中级和低级人力资本，增加了其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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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均收入的提高提供保障，同时，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也会提高整体的科

技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从而使经济发展实现共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的机理图： 

 

          技术创新，模仿创新                          市场规模 

                   内生增长理论                             分工理论             

 

 

                   集聚的溢出效应 

  

                    

 

                  规模报酬递增 

                  可持续发展 

图 2.1  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2.4 嵌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自由企业家模型（FE 模型） 

2.4.1 模型假设 

有核心边缘两个地区，并且两地区偏好，禀赋，和交易水平都相同；然后，

有两个部门，农业（A）和工业（M）部门；第三，有两种要素，人力资本或人才

（H）和工人（L）；第四，农业部门规模收益不变且交易成本为 0，工业部门存

在垄断竞争，工业品交易成本为“冰山”交易成本。 

总效用函数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子效用函数是指消费多样化的工业品

时的效用函数，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表示。 

U = CM
μ

CA
1−μ

                                                  （2.1） 

CM = (∫ ci
(σ−1)/σ

di
n

i=0
)

σ/(σ−1)

                                    （2.2） 

U代表总效用函数，CM为子效用函数，代表工业品消费指数，ci代表第 i种

产品的消费量，CA代表农业品的消费量，μ是农业品的份额，1-μ是工业品份额，

子效用函数CM具有不变替代弹性，σ代表替代弹性，并且σ > 1 > μ > 0，n表示

产品的种类。 

人力资本集聚 协调 共享 

创新 开放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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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子效用函数，根据支出最小化①，可以得到第 j种商品的需求函数： 

cj = CM ∗ pj
−σ/pM

−σ                                           （2.3） 

其中，pM = (∫ pi
1−σn

i=0
di)

−σ/(𝜎−1)
表示价格指数。 

模型假设中只有两种要素，不存在实物资本这种要素，因此，内生增长模型

也假设不考虑实物资本，只从知识积累的动态学来考虑产出②。 

Y(t) = H(t) ∗ (1 − aL) ∗ L(t)                                    （2.4） 

Y(t)表示产出，H(t)表示人力资本，L(t)表示工人，aL表示从事研发和科研的

工人占所有工人的比例，上式中每个工人的人力资本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 

H(t)
̇ = B ∗ (al ∗ L(t))

γ
∗ (A(t))

θ
                                （2.5） 

上式为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H(t)
̇ 新产生的人力资本。B为研发和技术的转

换系数，𝛾是研发工人的科研产出弹性，𝜃是当前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增长的弹

性。 

gA(t) =
H(t)̇

H(t)
= B ∗ aL

γ
∗ L(t)

γ
∗ H(t)

θ−1                              （2.6） 

gA(t)为 H的增长率，也就是产出的增长率。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取

微分，然后两边同时乘以𝑔𝐴(𝑡)，得到下面的式子： 

gA(t)̇ = γ ∗ n ∗ gA(t) + (θ − 1) ∗ (gA(t))2                       （2.7） 

n表示工人的增长率，𝑔𝐴(𝑡)最终是否收敛于一个值，以及𝑔𝐴(𝑡)的增长模式

都取决于𝜃的大小③。 

根据 FE模型，假设每一个企业只生产多样化产品中的一种产品，每单位产

出需要𝑎𝑚单位工人，同时也需要 1单位的人力资本，把 1单位的人力资本看作

固定资本投入，工人工资用𝑤𝐿表示,人力资本工资用 w表示，因此，企业生产 1

单位产品的成本为 w+𝑎𝑚𝑤𝐿。 

sḢ = (ω − ω∗) ∗ sH ∗ (1 − sH)     sH = H/Hw                  （2.8） 

sḢ表示人力资本流动，ω表示北方地区人力资本的实际工资水平，ω∗表示南

方地区人力资本的实际工资水平，sH表示北方地区人力资本份额，H 表示北方地

区的人力资本数量，Hw表示整个的人力资本数量。sH=sn，人力资本份额也就是

 
① ∫ 𝑝𝑖𝑐𝑖𝑑𝑖

𝑛

𝑖=0
求这个函数的最小值，可以用拉格朗日函数法，最后将结果代入式(2)即可 

② 该方法来自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 
③ 关于𝜃对𝑔

𝐴
(𝑡)̇ 和𝑔

𝐴
(𝑡)的影响，此处不过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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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份额。 

2.4.2 均衡分析 

工业部门产出量的决定 

根据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工业品指出为𝜇𝐸， E = w ∗ H + wL ∗ L，假设

不存在储蓄，收入水平就是支出水平，得到产品的消费量cj： 

cj = 𝜇𝐸 ∗ pj
−σ/pM

1−σ                                             （2.9） 

总需求量为：𝑥𝑗 = 𝑐𝑗 + 𝜏 ∗ 𝑐𝑗
∗,其中，𝑥𝑗为总需求量，𝑐𝑗为北方需求量，𝑐𝑗

∗为南

方需求量，𝜏为冰山运输成本。 

工业部门价格决定    

p=wL ∗ 𝑎𝑚/(1 − 1/σ)                                       （2.10a） 

假设企业是自由进出的，均衡时企业利润为 0，(1 − 1/σ)表示可变的工人成

本在总成本的份额。p表示北方产品价格 

p∗ = τwL ∗ 𝑎𝑚/(1 − 1/σ)                                      （2.10b） 

p∗表示南方产品价格。 

企业利润函数中企业利润就是人力资本报酬，因此有北部企业利润函数： 

w =
px

σ
=

𝜇

𝜎
∗

𝐸𝑊

𝑛𝑊 ∗
𝑤𝐿∗𝑎𝑚∗𝑝1−𝜎

1−1/𝜎
[

𝑠𝐸

𝛼
+ ∅ ∗

(1−𝑠𝐸)

𝛼∗ ]                      （2.11） 

其中，α = [σ ∗ am/(σ − 1)]1−σ ∗ [sn ∗ wL
1−σ + ∅(1 − sn) ∗ (wL

∗) ∗1−σ] 

α∗ = [σ ∗ am/(σ − 1)]1−σ ∗ [(1 − sn) ∗ (wL
∗)1−σ + sn ∗ ∅ ∗ wL

1−σ]  

sn =
n

nW
    sE = E/EW  𝑠𝑛表示北方工业品份额，𝑠𝐸表示北方收入份额。𝑛𝑊表

示整个工业品数目，𝐸𝑊表示整个收入或支出水平。∅ = 𝜏1−𝜎表示贸易自由度①。 

对上面的式子进行合理简化，令am = 1 −
1

σ
, p = 1, wL = wL

∗ = 1, nW = 1. 

得到：w=
𝜇

𝜎
∗ 𝐸𝑊 ∗ [

𝑠𝐸

𝛼
+ ∅ ∗

(1−𝑠𝐸)

𝛼∗ ]  ，𝛼 = 𝑠𝑛 + ∅(1 − 𝑠𝑛)  

 𝛼∗ = (1 − 𝑠𝑛) + 𝑠𝑛 ∗ ∅                                      （2.12） 

同理可以得到南方企业利润 

 
① 𝑃𝑚

1−𝜎 = ∫ 𝑝𝑖
1−𝜎𝑑𝑖

𝑖=𝑛

𝑖=0
= 𝑛 ∗ 𝑝1−𝜎 + 𝑛∗ ∗ (𝜏 ∗ 𝑝∗)1−𝜎 = [𝜎 ∗

𝑎𝑚

(𝜎−1)
]

1−𝜎
∗ [𝑛 ∗ 𝑤𝐿

1−𝜎 + 𝑛∗ ∗ ∅(𝑤𝐿
∗)1−𝜎] 

(𝑃𝑚
∗ )1−𝜎 = ∫ (𝑝𝑖

∗)1−𝜎𝑑𝑖
𝑖=𝑛

𝑖=0
= [𝜎 ∗

𝑎𝑚

(𝜎−1)
]

1−𝜎
∗ [𝑛 ∗ 𝑤𝐿

1−𝜎 ∗ ∅ + 𝑛∗(𝑤𝐿
∗)1−𝜎] 此处的价格是一样的，因为是

无差异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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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μ

σ
∗ EW ∗ [∅ ∗

sE

α
+

(1−sE)

α∗
]                                  （2.13）     

市场份额： 

Ew = wL ∗ Lw + Hw ∗ [sn ∗ w + (1 − sn) ∗ w∗]                     （2.14） 

将 12、13 式代入 14 式，且
𝑠𝑛∗𝑠𝐸+∅𝑠𝐸∗(1−𝑠𝑛)

𝛼
+

∅∗𝑠𝑛∗(1−𝑠𝐸)+∅∗(1−𝑠𝐸)∗(1−𝑠𝑛)

𝛼∗
= 1,

得到： 

Ew =
wL∗Lw

1−μ/σ
                                                  （2.15） 

北部支出份额为： 

sE = (1 −
μ

σ
) ∗ sL +

μ

σ
∗ [sn + ∅(1 − sn)] ∗ sH     sL =

L

Lw           （2.16） 

    根据 8式，长期均衡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南北地区的人力资本工资水平相

同，第二是人力资本全部集聚在南方或者北方。 

基于实际工资水平相等的角度： 

ω

ω∗ =
wP

w∗p∗ =
B

B∗ ∗
PA

−(1−μ)
PM

−μ

pA
−(1−μ)

(pM
∗ )

−μ = 1  其中，B =
sE

α
+ ∅ ∗

1−sE

α∗  ，B∗ = ∅ ∗
sE

α
+

1−sE

α∗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 [
sE∗α∗+∅(1−sE)∗α

∅∗sE∗α∗+(1−sE)∗α
] +

μ

σ−1
∗ ln

α

α∗ = 0                                   （2.17） 

2.4.3 模型结论 

对 2.7式进行分析 

   当θ < 1时，gA(t)̇ 的相图如下: 

 

图 2.1 

gA较小时，gȦ较大，随着gA逐渐变大，gȦ将变小，当gA >  gA
∗ 时，gȦ < 0,

所以整个𝑔𝐴会收敛于gA
∗ 。而gA

∗ =
γ

1−θ
n，意味着每个区域的人力资本会稳定增长。

O 
gA

∗  
gA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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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人力资本的移动，只会加速或者推迟gA达到稳定点的时间，不会对经济的

长期均衡产生影响。 

当θ > 1时，𝑔𝐴(𝑡)̇ 的相图如下： 

 

图 2.2 

gȦ是随着gA的上升不断上升的，意味着gA会不断上升，人力资本的增长不

会趋于收敛状态。该情况说明知识是存在溢出效应的，知识的增长不仅会提高人

力资本存量，因此其溢出效应，知识的增长会呈现处指数级别的增长。    

 
图 2.3 

从上图发现，人力资本的移动，会加速 H的增长，影响南北方的人力资本水

平①。 

对 2.16式进行分析，因为sE和sn式内生变化，因此 16式没有显式解，对 16

式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如下的相图： 

 
① θ = 1的情况和θ > 1情况类似，知识曲线变成直线，这里不再赘述。 

t0 

t 

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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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①
 

将短期均衡的而曲线命名为 EE曲线，上图显示，随着贸易自由度的下降，

EE曲线逆时针旋转，会逐渐变成倒“Z”字型，并且 EE曲线的两个端点是不动

的。 

对 2.17式也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得到如下的相图: 

 

图 2.5 

图 2.5显示长期均衡的图解，用 nn曲线表示，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时，nn曲

线的斜率是小于 0 的，而贸易自由度较小时，nn 曲线的斜率是大于 0 的，且随

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大，nn曲线是逆时针旋转的。 

将 nn曲线和 EE曲线进行合并，得到如下的相图： 

 
图 2.6 

 
① 图六，图七，图八、图九来自于安虎森的空间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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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是贸易自由度很低时的模拟图，在图中 A 点附近，sn突然变大，在

nn曲线的左侧，说明北方的sE小于均衡时的sE，意味着北方的支出水平较低，也

就是北方的人力资本的工资率较低，此时，北方的人力资本会向南部移动，最后，

达到均衡时的 A点。因此，A点也是一个长期均衡点。B（C）点处，也是一个短

期的均衡点，但是该点处的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sn微小的变化，会使系统向均

衡点 A处移动。 

 

图 2.7 

图 2.7 是贸易自由度很高时的模拟图，sn的突然变大，会使 A 点向上移动，

此时位于 nn曲线的右侧，sE大于 nn曲线上的均衡点，此时北方的工资水平高于

南方，人力资本会继续向北方集聚，最终会到达 B点。而 B点处，sn的突然变小。

sE仍然处于 nn 曲线的右侧，此时人力资本集聚向北方集聚。因此，上图中 A 点

是不均衡点，B,C点是均衡点。 

结合以上的模型分析，得到如下的结论： 

（1）图 2.1 显示人力资本会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并且该增长率是不变的。图

五显示人力资本集聚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会促使经济增长率也不

断上升。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溢出的路径，即人力

资本集聚会提高经济的创新水平。 

（2）图 2.6 和图 2.7 显示，在交通成本较高的地区，经济的长期均衡点会处

于 A点，即运输成本会抵消一部分的集聚收益。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人力

资本集聚通常集中在一个区域，表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而且此时集聚的溢出效

应主要是作用于区域内部。高度发达的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随着人力资本的差异，

区域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会逐渐下降，因此区域之间的增长极集聚会逐渐向均衡集

聚转变，即图 2.7向图 2.8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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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 

3.1 测度方法 

3.1.1 人力资本集聚的测度 

由于本文主要考虑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即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人力资本的测度基于狭义人力资本的角度。人

力资本主要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可以采用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同时需

要加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和科技创新的程度。因此，具体的指标就是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高校在校生人数、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工程师（科学家）的比例。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α = ∑ Ai ∗ Bii                                                   （3.1） 

根据国内的教育情况，将 i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硕士研究生，其学习时间分别是 6年、3年、3年、4年、3年①（用Ai表示）。Bi表

示不同学历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因此α就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教育水平的一种测度，人力资本也可以用就业人口中大

专及以上的人口数来测度(陈得文,苗建军,2012)[36]测度集聚指数区位熵系数： 

     Hi = (EAi/Ei)/(EA/E)                                         （3.2） 

     EAi指省域 i 内人力资本的总数，Ei表示 i 省全部就业人数。EA 指全国人

力资本总数，E 指全国就业人口总数。Hi表示人力资本集聚指数，该数值越大，

说明人力资本集聚水平越高。19 式中的分子部分是一个相对值，当一个地区大

专及以上的人口较少，同时就业人数也较少时，分子部分不会变的很小，意味着

用EAi/Ei是不合适的，会产生偏误。本文尝试对 19 式进行改进，得到如下的式

子： 

      Hi = EAi/ ∑ EAi
30
i=1                                            

(3.3) 

      用一个省的人力资本数/全国的人力资本数，来表示集聚，可以消除就业

规模对其的影响。从而使数据更符合实际情况。 

 
① 因为国内目前专硕的人数较少，所以研究生按照 3 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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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08 年中国大陆地区 30个省份（除西藏外）人力资本

①
分布图 

 

 

 
① 注：此处的人力资本是用就业者中大专学历以上的人数表示，是一个绝对值指标。图 3.2 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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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 30 个省份人力资本分布图 

图 3.1显示：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我国三个核心城市群

①，图中红色虚线的位置。其次是中原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图中蓝色虚线的位

置,主要是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两个核心位置。西部地区大部分人力

资本数量很少，只有四川省和陕西省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在 2008 年，我国人

力资本分布极其不均衡。 

图 3.2的结果和图 3.1相比，图 3.2中江西省的人力资本和中部地区其他省

份的差距变大了，同时，西部地区只有四川省达到了中部地区的水平。整体分析

发现，十年间全国各省的人力资本数目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区域间的不均

衡水平也在不断上升。 

 

 

图 3.3  2008-2017 年中国大陆地区 30 个省份人力资本增长分布图 

 图 3.3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增加值也是东部增长最快，中部次之，西

部地区增长最慢。基于南北差距的角度，南部地区深色区域明显多于北部地区，

即南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快于北方，这也会拉大南北差距。从该图发现，人力

资本向发达地区集聚，特别是核心城市群地区集聚的趋势很难逆转。因此，分析

 
① 注：三个核心城市群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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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

的。 

3.1.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苗

峻玮和冯华(2020)[37]基于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的原则，从要素层面、产业层

面、社会层面的 3 个一级指标，包括要素质量、产业创新、环境友好等 10 个二

级指标对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高质量发展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或者

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但也有一些学者为了更加准确的衡量高质量发展，通常是通

过一个指标体系来测度(张军扩等,2019)[38]。一方面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从高效、

包容、可持续三个角度来衡量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

层面测度了高质量发展(刘思明等,2019)[39]。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来定义高质量发展，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

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的协调发展包括区域协调，结构协调等，合理的经济结

构以及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城乡协调则是和乡村振兴发展完全

一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深刻指出了绿

色发展的重要性。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环境，只有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扩大

市场，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共享是经济发展目标，也是发展的落脚点，

只有让全体人民都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择了 10个三级指标，对我国的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 

    创新投入主要是研发投入，但研发投入带来的产出是无法界定的，因此，本

文从产出的角度测度创新，使用效率变化和专利两个指标测度。熊彼特认为创新

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是一种毁灭。从破坏性均衡到恢复均衡的过程，

经济内循环的核心，是要解决关键的“卡脖子”问题，只有不断提高创新水平，

才能维护我国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安全，适应两个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创新的直

接结果就是专利数目上升，而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效率上升。 

协调的测度用人均 GDP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两个指标来测度。产业结构协调是

区域协调的基础，只有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各个区域之间发挥其特有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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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社会大生产的平均成本，提高企业收益水平，才能促进区域之间的发展。同

时协调发展是从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集聚，促进发达地区

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会降低落后地区的人口压力。提高发达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

分子，降低落后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分母，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两个指标测度。人力

资本集聚促使人口向发达地区集聚，人力资本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会提高创新能

力，从而提高技术水平，致使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下降。但人口集聚会提高区

域人口压力，提高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利用二氧化碳排放来衡量绿色发展水平，

是同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碳峰值、碳中和的目标一致的。因此，人力资本集聚

对发达地区的废气排放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人口迁移会直接降低欠发达地区的人

口压力，直接降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开放发展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指标，即二重开放(张萃,赵

伟,2009)[40]。本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来测度对内开放(张应

武,李董林,2017)[41]用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来测度对外开放。在贸易争端不

断，外部环境不稳定时，扩大对内开放就十分重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可以很好

的衡量国内需求。 

共享发展用医疗共享和教育共享来衡量。医疗共享用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

人员数测度，教育共享用每千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测度，共享发展是共同

分享社会成果，需要做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共同进步。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下的指标体系测度高质量发展。 

表 3.1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度方法 单位 

 

 

 

高 

质 

量 

发 

创新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数 件数 

效率
①
 DEA / 

协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地全区生产总值/年末常住人口

数 

万元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绿色
②
 人均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排放量/年末常住人口 Kg/人 

人均废水排放量 废水排放量/年末常住人口 Kg/人 

 
① 投入指标用各个省份的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表示，产出指标用各个省份的实际 GDP 值表示。固定资

产投资根据张军（2004）的方法，并且以 2000 年作为基期，由于缺失重庆的基期数据，采用天津的数据

进行代替。实际 GDP 也是以 2000 年的数据为基期，使用 DEAP2.1 计算。 
② 其余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只有该指标是负向指标，采用最大值减去该值的方法将负向指标变成正向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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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开放 对内开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

总值 

/ 

对外开放 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 

共享 医疗共享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教育共享 每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 人 

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正向指标 xij
, =

xij−min{xij,⋯,xnj}

max{x1j,⋯,xnj}−min{x1j,⋯,xnj}
+ 1①                      （3.4） 

负向指标 xij
, =

max{xij,⋯,xnj}−xij

max{x1j,⋯,xnj}−min{x1j,⋯,xnj}
+ 1                        （3.5） 

pij =
xij

,

∑ xij
,n

i=1

                                                    （3.6） 

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省份占该指标的比重 

ej = −k ∑ pij ∗ ln(pij)
n
i=1             其中 k =

1

ln(n)
> 0                    （3.7） 

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dj = 1 − ej                                                    （3.8） 

计算权重 

wj =
dj

∑ dj
m
j=1

                                                    （3.9） 

计算综合得分 

si = ∑ wj ∗ pij
m
j=1                                               （3.10） 

熵值法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来确定指标的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

标对综合的影响会越大，熵值会越小，对应的权重会越大。 

 
① 此处为了消去 0 对取对数的影响，因此用加 1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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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08年大陆地区 30 个省份高质量发展 

图 3.4显示：我国高质量发展指数很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例如：

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部分省份高质量发

展指数较高，西部地区较高的省份主要在资源富集地区。从南北的角度看，南部

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明显大于北方。图中重庆市高质量发展指数较低的原因市

2008年重庆市环境污染严重，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全省的创新能力不强。黑

龙江省高质量发展指数较高的原因是 2008年黑龙江环境保护较好，同时全省的

人均 GDP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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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7年大陆地区 30 个省份高质量发展 

图 3.5显示，全国高质量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仍然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地区。而高质量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中原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地区以

及东北地区。而高质量发展指数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偏远的边境地

区。 

图 3.4和图 3.5 对比显示：全国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上升的，同时东中

西的差距也愈发明显，同时高质量发展指数较高地区的集中性也很突出，特别是

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这两个地区的颜色都特别深。 

3.2 不同区域层级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3.2.1 各级各类开发区成为增长点 

    我国开发区建设始于 1984 年 5 月 4 日党中央、国务院转批《沿海部分城市

座谈会纪要》。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和先导力量，

在加速区域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完善城市功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智,

叶尔肯·吾扎提,梁宜,张若琰,刘卫东,2019)[42]。截至到 2018年，我国已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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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 家开发区，其中国家级开发区有 552 家，省级开发区有 1991 家①。由此可

见，各级各类开发区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开发区能否成为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

经济增长要素的流向，经济要素、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空间集聚，才有利于

产业在空间的集聚和发展。第二是考虑特大城市能否给以产业支撑，形成主城带

动的特别关系(陆大道,2018)[43]。只有达到以上两个要求，才能使开发区成为省

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省域中心城市开发区天然拥有中心城市的产业支撑，会

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其次，中心城市的开发区通常都是人力资本集聚点，

各个类型的人力资本集聚会促使城市形成多样化的开发区。因此，人力资本集聚

会促进省域中心城市的各级各类开发区成为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                                                                                               

3.2.2 中心城市成为增长极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佩鲁(perroux,1955)[44]提出，他认为增长极是能产生极

化效应的组织。随后汉森(Hansen,1967)[45]等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扩展了其涵义，

认为增长极是通过城市的影响和诱导作用发展起来的一组城市产业。之后人们丰

富了增长极的内涵，认为某些主导产业的大企业在核心区集聚，会形成规模经济，

并通过自身增长对临近地区产生扩散作用，带动相邻地区的发展。人力资本集聚

对研发的正向促进作用，会提高生产率，提升城市的吸引力。此外人力资本集聚

的知识溢出会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 

省域中心城市一般是省会城市或者是省内大城市。省会中心城市一般是省域

的政治、文化中心，要么是省域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首先，省域中心城市一般

都集中全省最好的资源，例如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其次省域的交通网络会以

剩余城市为核心向四周扩散，使省域中心城市的服务范围会辐射到整个省域。然

后省域中心城市是整个省域城市群的核心，会通过其规模效应、外部效应等对周

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U”型

作用；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行政分

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

展差距扩大(曾鹏等,2020)[46]。因此，我国省域中心城市天然的具备成为核心增

 
① 数据来源与国家发展改革网站的六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B%E5%AF%BC%E4%BA%A7%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6%A8%A1%E7%BB%8F%E6%B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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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所需的历史、区位、资源禀赋条件。省域中心城市要成为高质量的核心增长

极。首先需要依靠人力资本集聚打造适合经济发展与人才创新的外部条件，其次，

需要人力资本集聚使经济形成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最后，依靠规模经济和专业

化的人力资本集聚，促使中心城市形成推进型的主导产业部门(周密,王家

庭,2018)[47]，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2.3 省域或跨省域城市群率先发展 

中心城市人力资本集聚向外溢出，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共享机制给经济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空间，匹配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小各交易主体间的摩擦，

而学习机制则是城市群外部性的主要表现[48]。资本的逐利性加上人力资本集聚溢

出效应产生的工资溢价，使得人力资本会在一个区域内向多个城市快速集聚，从

而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使城市进入依靠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来发展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阶段。人力资本集聚在跨省域区域溢出，即人力资本在省域间的外部性。

在长三角地区，依托上海这个金融中心，人力资本不断向杭州、苏州、无锡等区

域溢出，形成了我国体量最大，结构最完整的核心城市群。 

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会促进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人力资

本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会促进城市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模型结论发现，完善

基础设施，会提高贸易自由度，此时，人力资本会向核心区集聚。致使核心区产

业升级，同时，会过滤出较低端的人力资本和产业，促进边缘区的产业发展。人

力资本集聚会集中人力资本优势，发挥人力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从而促进

城市群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3.2.4 依据基础设施形成不同增长带 

当人力资本在跨省域间进行溢出时，依托基础设施的改善，就形成了经济带。

基于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集聚，结合各个区域不同的发展条件，我国形成了不同

增长带。经济带是在劳动力分工上形成的不同层级和特色的带状经济。经济带的

形成，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城市群之间依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可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带。经济带的形成，是人力资本集聚的最高阶段。陆大道院

士于 20 实际 80年代基于点-轴理论提出了“T”字型的国土格局，而经济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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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点-轴理论的轴线。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黄

河经济带，这三条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集聚的目标地。同时，在基

础设施完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度的提升，加剧了人力资本

向三条核心经济带的集聚。 

3.2.5 依据主体功能区精准配置人力资本 

依据不同类型的经济带发展，基于不同的经济带发展，我国形成了不同的主

体功能区，它代表各地区所特有的核心功能。主体功能区是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

区域设定为人力资本集聚点，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其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

提升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水平，从而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破除要素

流动的桎梏，支持城镇化地区人口的高效集聚，发挥城镇化地区的人力资本优势，

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其次，完善功能土地的保护监督机制，对于非法侵占农业和

生态用地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和处罚，必须守住耕地红线和生态用地红线。最

后，人力资本集聚是人口转移的高级形式，人口转移可以降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

发功能区的人口压力，同时降低环保压力。依据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可以实现人

力资本的基准配置，促进各省域之间的协调、绿色发展。 

4.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4.1 构建实证模型 

4.1.1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 

    从理论部分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存在溢出效应，而且会在空间上溢出。因此，

分析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就必须使用空间计量模型。静态空间计量模型包括

空间自相关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 

模型设定： 

sar 模型设定为一阶 sar模型 

Yit = δWYit + β1Xit + αi + δt + εit                                (4.1）                                    

sem 模型设定为一阶 se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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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β1Xit + αi + δt + μit           μit = γW ∗ μit + εit                                

(4.2) 

空间杜宾模型 

Yit = τYi,t−1 + γWXit + β1Xit + 𝛿𝑡 + αi + εit                         （4.3） 

上式中Yit表示 t 时期 i省的高质量发展指数，Yi,t−1表示 t-1时期 i省的高质

量发展指数，W表示空间权重，Xit表示 t时期 i省的解释变量向量，包括核心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μ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εit是误差项，αi表示截面效应，δt表

示时间效应，其他字母都是变量系数。 

因为高质量发展通常存在趋势性，前一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会影响后一期的

区域高质量发展，会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考虑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

和差分广义矩估计（did-gmm）来检验内生性问题。 

Sys-gmm模型： 

Yit = τYi,t−1 + γXi,t−1 + β1Xit + β2Xcontrol + 𝛿𝑡 + αi + εit               

(4.4) 

上式中Yit表示 t 时期 i省的高质量发展指数，Yi,t−1表示 t-1时期 i省的高质

量发展指数，Xit表示 t 时期 i 省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Xi,t−1表示 t-1 时期的人

力资本集聚水平，X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εit是误差项，αi表示截面效应，δt表示

时间效应，其他字母都是变量系数。 

4.1.2 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变量设置 

高质量发展指数(hig)：核心被解释变量，采用 3.3式的计算方法。 

人力资本集聚(hum)：核心解释变量，采用 3.10式的计算方法。 

运输成本(tra)：控制变量，图 2.6和图 2.7显示在不同贸易自由度水平下，

人力资本集聚的两种不同情况，而贸易自由度主要是通过运输成本测度。本文用

各个省每平方千米的高速等级公路里程和铁路里程之和测度。运输成本越低，贸

易自由度会越高。 

工人数目(emp)：嵌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自由企业家模型中，假设生产要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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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力资本和工人。在发展的初期，工人数目的多少对之后的集聚过程以及高质

量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使用劳动力的就业人数来测度工人数目。 

科研人员比例(rdm)：内生增长模型中，科研人员比例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当科研人员所占比例较大时，人力资本会快速积累，提高地区的创新水平，促进

技术进步，致使产出快速增长，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科研人员比例没有指标直

接测度，本文考虑用科学技术的财政支出（十亿元）来代替科研人员比例。一个

地区科学技术的财政支出越多，该地区的科研人员数目就会越多，科研人员比例

会越高，同时科研能力也会越强。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年-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4.1.3 空间相关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 

空间相关性分析用莫兰(moran)指数和 geary 指数测度。 

Moran 指数计算公式 

I =
n ∑ ∑ wij∗(xi−x̅)n

j=1
n
i=1

∑ ∑ wij∗(xi−x̅)2n
j=1

n
i=1

                                             （4.5） 

  geary 指数计算公式 

C =
(n−1)∗∑ ∑ wij∗(xi−xj)

2n
j=1

n
i=1

2 ∑ ∑ wij∗∑ (xi−x̅)2n
i=1

n
j=1

n
i=1

                                          （4.6） 

n=30，xi是 i省的高质量发展指数，xj是 j省的高质量发展指数，wij是空间

权重矩阵，区域 i和区域 j相邻时，wij = 1，区域 i和区域 j不相邻时，wij = 0，

x̅ =
1

n
∑ xi

n
i=1 。 

 

表 4.1 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全域 moran 指数和全域 geary指数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moran指数 0.313 0.377 0.409 0.396 0.379 

P值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geary指数 0.721 0.608 0.583 0.557 0.570 

P值 0.022 0.002 0.001 0.001 0.001 

 

年份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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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指数 0.369 0.338 0.280 0.252 0.232 

P值 0.000 0.001 0.004 0.007 0.010 

geary指数 0.557 0.549 0.615 0.596 0.615 

P值 0.001 0.001 0.004 0.003 0.006 

 

表 4.2 人力资本集聚的全域 moran 指数和全域 geary指数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moran指数 0.323 0.346 0.335 0.350 0.374 

P值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geary指数 0.523 0.515 0.520 0.490 0.475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年份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moran指数 0.346 0.336 0.375 0.357 0.347 

P值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geary指数 0.505 0.526 0.487 0.503 0.516 

P值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表 4.2是高质量发展的全域 moran指数和全域 geary指数，发现无论是 moran

指数还是 geary 指数，都显示存在很强的空间相关性，而且 p 值都是小于等于

0.01 的，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 4.3 是人力资本集聚的全域 moran 指数和全域

geary指数，发现人力资本集聚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都在 1%得水平显著。 

高高区域，高低区域，低高区域，低低区域的划分： 

局部 moran指数计算公式： 

Ii =
(xi−x̅)∗∑ wij∗(xj−x̅)

j 不等于 i

1

n
∗∑ (xi−xj)

2
i

                                       （4.7） 

表 4.3根据我国 30个省份的局部 moran 指数，制作 2017年高质量发展的空

间相关性表格。发现处于高高地区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山

东、福建、安徽，处于低高地区的是海南、江西、河北、广西、湖南等省份，处

于高低地区的是湖北和广东两省，其他省份都处于低低地区。 

 

表 4.3  2017 年大陆地区 30个省份（除西藏外）高质量发展空间相关性分析 

H-H(高高)区域 上海，天津，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山东 

H-L(高低)区域 广东，湖北 

L-L(低低)区域 宁夏，青海，新疆，甘肃，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山西，四

川，吉林，重庆，辽宁，河南，黑龙江 

L-H(低高)区域 海南，广西，安徽，江西，河北，湖南 

根据表 4。3 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三个省份都在高高地区，说明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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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都很高。京津冀地区只有河北处于低高地区，其他省

份都处于高高地区，说明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是偏低的。大湾区

地区的广东省处于高低地区，因为本文没有考虑香港和澳门地区，说明广东省的

高质量发展指数是很高的。靠近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都处于低高区域。

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大多处于低低地区。 

表 4.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 样本数 

hig 2.112044 3.787248 1.058825 0.44498 300 

hum 8.900067 12.67 6.76 0.02193 300 

tra 0.354254 1.041667 0.006325 0.20649 300 

emp 26.61679 67.66 3.01 17.45458 300 

rdm 8.443563 82.389 0.376 10.55208 300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数据整体是平稳的，数据的方差都不大。 

4.2 实证分析 

4.2.1 全国层面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 4.5  全国层面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ols sdm 

fe 

sdm 

Re 

sar 

re 

sem 

re 

w*higt  0.38534
***
 

(6.45) 

0.38028
***
 

(6.33) 

0.36570
*** 

（10.04） 

 

humt 0.20241
***
 

（11.65） 

0.0154 

(0.43) 

0.05761
*
 

(1.87) 

0.12095
***
 

（5.71） 

0.18394
***
 

(6.26) 

trat -0.28624
***
 

（-4.00） 

0.00513 

(0.81) 

-0.19895
**
 

(-2.37) 

-0.08643
*
 

（-1.90） 

-0.20167
**
 

(-2.53) 

empt 0.00716
**
 

（7.10） 

-0.16870
**
 

(-2.06) 

0.00623
***
 

(3.18) 

0.00565
***
 

（3.00） 

0.00741
***
 

（3.76） 

rdmt 0.01992
***
 

（11.6） 

0.01791
***
 

(14.24) 

0.01834
***
 

(14.26) 

0.01843
***
 

（14.22） 

0.01608
***
 

（12.26） 

w*humt  0.09393
**
 

(2.27) 

0.09629
***
 

(2.59) 

  

w*trat  0.06904 

(0.85) 

0.11321 

(1.38) 

  

w*empt  0.02126
*
 

(1.95) 

-0.00295 

(-0.94) 

  

w*rdmt  -0.00305
*
 

(-1.72) 

-0.00164 

(-0.90) 

  

常数项 0.05314  -0.24833 -0.01674 0.2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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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1.25) （-0.10） (0.77) 

调整的 R
2
 0.751 0.8033 0.7926 0.7900 0.7358 

豪斯曼检验

P值 

 0.3880   

注：ols 回归和 fe 回归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sdm 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检验的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不显著，应选用

re 模型。回归中，sdm 和 sar 的 LR 检验的 P值是 0.0283，sdm 和 sem 的检验的

P值是 0.0000，说明应选用 sdm模型。表 4显示了全国层面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发现高质量发展存在很强的空间相关性，所以高质量发展有显著

的溢出作用。sdm模型显示，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

应，说明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是其溢出效应。sar 模型和 sem

模型也说明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中，就业人数和研发投入对高质量发展都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都

是表现为直接作用。研发投入的增长会直接提高区域的创新水平，从而直接促进

高质量发展。就业人数的增长，会提高人们收入，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会直接提

高对内开放水平；同时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会提高区域共享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

运输成本对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抑制作用。 

内生性分析 

表 4.6  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得系统 gmm估计和差分 gmm 估计 

 sys-gmm dif-gmm sys-gmm dif-gmm 

L.hight 0.93747
***
 

(35.25) 

0.80128
***
 

（14.72） 

0.95742
***
 

（32.03） 

0.84675
***
 

（16.13） 

L.humt 0.03367
*
 

(1.74) 

0.05178
**
 

（2.31） 

  

humt -0.02355 

(-1.31) 

0.00420 

（0.21） 

0.00211 

（0.24） 

0.01190 

（0.58） 

trat 0.02853 

(1.08) 

-0.00361 

（-0.11） 

0.04393 

（1.62） 

0.01427 

（0.43） 

empt 0.00046 

(1.13) 

0.01821
**
 

（2.09） 

0.00018 

（0.43） 

0.02396
***
 

（2.78） 

rdmt 0.00474
***
 

(6.53) 

0.00493
***
 

（3.12） 

0.00472
***
 

（5.98） 

0.00499
***
 

（3.05） 

常数项 0.04671 

(0.80) 

 0.07571 

（1.3） 

 

AR(1) -6.28 

（0.000） 

-6.72 

（0.000） 

-6.13 

（0.000） 

-6.81 

（0.000） 

AR(2) 0.31 0.22 0.68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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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7） （0.823） （0.41） （0.717） 

Sargan 132.56 

（0.0000） 

109.22 

（0.000） 

85.51 

（0.000） 

107.08 

（0.000） 

注：以上括号中为 z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内生性分析结果显示 Sargan检验接受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AR（2）检验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模型整体拟合结果是可信的。模型设

定合理有效，高质量发展存在很强的自相关性，即当期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和上一

期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时，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存在

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集聚的滞后性，即人力资本集聚

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存在内生性。最后，研发投入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2.2 基于空间相关性的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主要基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

城市发展成熟，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很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人力资本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不同经济带，体现

了不同的区域结构和城市群协调发展，人力资本集聚在不同的经济带会有不同的

结果。利用空间相关性，得出的区域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更能体现出空间上的异

质性，因此，本文也对高高区域和低低区域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都得出了不

一样的结果。 

表 4.7  高高区域的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ols sdm 

re 

sar 

re 

sem 

re 

w*higt  0.07033 

(0.72) 

0.37169
***
 

(6.95) 

 

humt 0.18522
***
 

(4.07) 

0.06404 

(1.38) 

0.14679
***
 

(2.97) 

0.21895
**
 

(2.39) 

trat 0.01328 

(0.05) 

-0.15799 

(-0.63) 

-0.08782 

(-0.58) 

-0.14723 

(-0.61) 

empt 0.00386 

(1.21) 

0.00554
*
 

(1.83) 

0.00509 

(1.44) 

0.00702 

(1.36) 

rdmt 0.01660
***
 

(5.79) 

0.01944
***
 

(9.62) 

0.01635
***
 

(8.03) 

0.01477
***
 

(5.60) 

w*humt  0.09692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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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rat  0.20346 

(0.66) 

  

w*empt  -0.00988
**
 

(-2.15) 

  

w*rdmt  0.01364
***
 

(3.24) 

  

常数项 0.36821 

(0.77) 

0.35698 

(0.57) 

-0.24245 

(-0.51) 

0.01733 

(0.02) 

调整的 R
2
 0.6113 0.8867 0.8732 0.7995 

注：ols 回归和 fe 回归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4.8  高高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得系统 gmm估计和差分 gmm估计 

 sys-gmm dif-gmm sys-gmm dif-gmm 

L.hight 0.91348
***
 

（20.35） 

0.65908
***
 

（9.10） 

0.89889
***
 

（28.97） 

0.71734
***
 

（9.68） 

L.humt 0.05020 

(0.99) 

-0.03601 

（-0.68） 

  

humt -0.07189 

(-1.45) 

0.13395
**
 

（2.46） 

-0.02706
**
 

（-2.24） 

0.01656 

（0.32） 

trat 0.02853 

(1.08) 

-0.13283 

（-1.23） 

-0.03336 

（-0.18） 

-0.08074 

（-0.71） 

empt -0.00033 

(-0.26) 

0.02411
**
 

（1.64） 

0.00054 

（-0.58） 

0.02412 

（1.52） 

rdmt 0.00534
***
 

（4.46) 

0.00845
***
 

（4.47） 

0.00586
***
 

（9.13） 

0.00904
***
 

（4.46） 

常数项 0.46328
**
 

(2.42) 

 0.54503 

（4.98） 

 

AR(1)  -3.24 

（0.001） 

-2.39 

（0.017） 

-3.54 

（0.000） 

AR(2) 0.1 

（0.917） 

-0.37 

（0.714） 

0.55 

（0.582） 

-0.13 

（0.899） 

Sargan 61.06 

（0.367） 

59.24 

（0.174） 

38.9 

（0.221） 

55.78 

（0.300） 

注：以上括号中为 z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高高区域的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LR 检验中，sdm 模型和 sar

模型的 p值为 0.0004.sdm 模型和 sem模型的 P值为 0.0000，因此，选用 sdm模

型。sdm模型中，本地区的科研人员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相

邻地区的人力资本和科研人员也对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sar模型

和 sem模型，都显示本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交通

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完全不显著，而就业只有在 sdm模型中有显著促进作用。因

此，在高高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和科研人员都对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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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溢出效应。内生性检验中，区域高质量发展仍然表现出很强的自相关性，同

时，科研人员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差分 gmm估计中，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空间计量回归不会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 4.9  低低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ols sdm 

re 

sar 

re 

sem 

re 

w*higt  0.46291
***
 

(7.07) 

0.47351
***
 

(8.29) 

 

humt 0.14911
***
 

(6.80) 

0.15292
***
 

(6.63) 

0.11909
***
 

(5.53) 

0.13271
***
 

(4.34) 

trat -0.18471
***
 

(-2.63) 

-0.09582 

(-1.12) 

-0.08332
**
 

(-2.16) 

-0.13310
*
 

(-1.75) 

empt 0.00584
***
 

(5.25) 

0.00697
***
 

(2.64) 

0.00453 

(1.35) 

0.00787
***
 

(3.58) 

rdmt 0.00255
***
 

(6.11) 

0.00069
**
 

(2.05) 

0.00122
***
 

(4.53) 

0.00121
***
 

(3.41) 

w*humt  -0.07827
***
 

(-3.09) 

  

w*trat  0.03868 

(0.46) 

  

w*empt  -0.00496 

(-1.08) 

  

w*rdmt  0.00135 

(2.76) 

  

常数项 0.45974
**
 

(2.50) 

0.28090 

(1.55) 

-0.10713 

(-0.65) 

0.59355
**
 

(2.19) 

调整的 R
2
 0.5257 0.7237 0.7057 0.6518 

注：ols 回归和 fe 回归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4.9 显示了低低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LR 检验中，

sdm 模型和 sar 模型的 p 值为 0.0027.sdm 模型和 sem 模型的 P 值为 0.0089，因

此，选用 sdm模型。该模型中，人力资本集聚显著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表现出

本地促进效应，而相邻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则是显著的抑制作用，表现出近邻抑

制效应。Sar 模型和 sem 模型显示人力资本集聚有显著的本地促进效应，因此，

低低区域的人力资本集聚主要表现出本地效应。并且本地区的劳动力和研发都会

显著促进本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差分广义矩估计中，人力资本集聚也表现出显

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 4.10 低低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得系统 gmm估计和差分 gmm估计 

 sys-gmm dif-gmm sys-gmm dif-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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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ight 0.96241
***
 

（25.84） 

1.05447
***
 

（17.76） 

1.00543
***
 

（14.16） 

1.08050
***
 

（19.84） 

L.humt -0.01083 

(-0.49) 

-0.00360 

（-0.20） 

  

humt 0.03279 

(1.59) 

0.02033
**
 

（1.03） 

0.01216 

（0.94） 

-0.00109 

（-0.06） 

trat 0.03211 

(1.31) 

0.06615
** 

（2.26） 

0.05428
*
 

（1.75） 

0.07611
***
 

（2.71） 

empt 0.00047 

(1.34) 

0.01766
**
 

（2.37） 

0.00010 

（0.17） 

0.01960
***
 

（2.68） 

rdmt 0.00013 

（1.60) 

-0.00054
*
 

（-1.95） 

0.00008 

（0.51） 

-0.00050
*
 

（4.46） 

常数项 -0.09362
**
 

(-2.17) 

 -0.09121 

（-1.60） 

 

AR(1) -2.25 

（0.025） 

-6.23 

（0.000） 

-2.68 

（0.000） 

-6.21 

（0.000） 

AR(2) -0.05 

（0.959） 

0.06 

（0.952） 

0.07 

（0.947） 

0.05 

（0.957） 

Sargan 115.86 

（0.000） 

88.75 

（0.001） 

83.43 

（0.000） 

87.47 

（0.001） 

注：以上括号中为 z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4.2.3 基于经济带的异质性分析 

LR中 sdm模型和 sar模型的 P值市 0.2451，sdm模型和 sem模型的 P值市

0.0000.因此，选择空间自相关模型，该模型中人力资本集聚和研发人员对高质

量发展都是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质量发展也存在很强的累积效应。sdm模

型中，相邻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对本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人力

资本集聚在沿海地区只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没有溢出效应，说明沿海地区需要

更多的人力资本以及科研人才，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而交通主要是抑制作

用，说明交通便利不会提高沿海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过度的基础设施

建设。 

表 4.11 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ols sdm 

re 

sar 

re 

sem 

re 

w*higt  0.38163
***
 

(4.87) 

0.31253
***
 

(7.24) 

 

humt 0.22629
***
 

(5.07) 

0.15934
***
 

(3.03) 

0.20215
***
 

(4.48) 

0.27349
***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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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t -0.38386
**
 

(-2.30) 

-0.21813
*
 

(-1.67) 

-0.09311
**
 

(-0.97) 

-0.25689
*
 

(-1.85) 

empt 0.00801
***
 

(3.38) 

0.0042 

(1.07) 

0.00535 

(1.50) 

0.00762
**
 

(2.14) 

rdmt 0.00173
***
 

(6.47) 

0.00179
***
 

(10.58) 

0.00188
***
 

(11.27) 

0.00139
***
 

(10.1) 

w*humt  0.08129 

(1.12) 

  

w*trat  0.17472 

(1.46) 

  

w*empt  -0.00430 

(-0.69) 

  

w*rdmt  -0.00025 

(-1.33) 

  

常数项 -0.10178 

(-0.24) 

-0.93841
*
 

(-1.93) 

-0.66985
*
 

(-1.72) 

-0.51946 

(-0.79) 

调整的 R
2
 0.6893 0.8475 0.8431 0.8023 

注：ols 回归和 fe 回归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4.12 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ols sdm 

re 

sar 

re 

sem 

re 

w*higt  -0.12027 

(-0.92) 

0.18684
**
 

(2.40) 

 

humt 0.02654 

(1.01) 

-0.00412 

(-0.11) 

0.05685
*
 

(1.68) 

0.08252
**
 

(2.42) 

trat -0.06914 

(0.58) 

-0.12552 

(-0.76) 

0.04273 

(0.47) 

0.06781 

(0.70) 

empt 0.00514
***
 

(2.97) 

0.00118 

(0.29) 

0.00629
** 

(1.96) 

0.00602
*
 

(1.79) 

rdmt 0.00354
***
 

(14.49) 

0.00266
***
 

(7.09) 

0.00309
***
 

(9.01) 

0.00369
***
 

(13.53) 

w*humt  0.10378
*
 

(1.88) 

  

w*trat  0.29076
*
 

(1.65) 

  

w*empt  -0.01628
* 

(-1.85) 

  

w*rdmt  -0.00202
***
 

(2.76) 

  

常数项 1.38883
***
 

(6.08) 

1.53229
***
 

(3.32) 

0.73715
**
 

(2.50) 

0.85935
***
 

(2.77) 

调整的 R
2
 0.8456 0.8427 0.8413 0.8285 

注：以上括号中为 z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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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检验中，sdm 模型和 sar模型的 p值为 0.0129，sdm模型和 sem 模型的 p

值为 0.0011，因此，选择 sdm 模型，该模型中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主要是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的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其次，

科研人员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本地效应市显著的促进效应，而相邻地区则是显

著的抑制作用，说明长江经济带地区也需要大量人力资本和科研人才的支撑。就

业对该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也是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就业可以为长江经济带的发

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促进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5.政策建议 

5.1 全国层面加强人力资本集聚 

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力资本集聚高地，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中西

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相对落后，应积极开发本地区的人力资本潜力，培育老年型

人力资本。第一，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各地区应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发挥人力资本集聚的优势，为此需要不断加强基础教育，

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存量，为人才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还需要创建更多的高校

创新建设基地，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也可以集聚更多人才，促进知

识的碰撞与融合，发挥人力资本集聚的正外部性作用。第二，提高各区域边干边

学能力，通过工作经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方面可以提

升劳动者边干边学的能力，促进劳动者经验的积累，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另

一方面职业教育是将知识转化为产值的重要途径，提高知识实用性创新的转化，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第三，要积极开发老年型人力资本，延长人力资发挥作用

等周期。在人力资本不断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

相对降低，且这些区域人口老龄化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引

进一部分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该地区的中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

开发老年型人力资源，从而提高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打破区域间人力资本流动桎梏，促使人才能自由流动，依托市场对资源的配

置作用，使人才资源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300万

人以下等大中城市要彻底贯彻落实取消落户限制，中西部地区 500万以上的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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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可以率先放开落户限制，为人才的自由流动解除制度桎梏。第二，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吸引国际高质量人力资本流入。自 2014年我国放宽生育政策放宽后，

生育率并未出现预期的有效反弹，为应对日益严峻等少子老龄化冲击，我国应在

进一步征求多方建议的基础上，尽快颁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为外籍

高层次人才来华创造便利。这是我国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背景下，

实现人才和人力资本国内外双向流动的必然趋势。我国要实现各地区高质量发展，

在国内人力资本增量不足的情况下，尽快开放国门，承接国际人力资本回流乃是

不二选择。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吸收高端人才和人力资源首先落户欠发达地区和偏

远地区的做法，在中西部地区构建尽快实施具有一定区域差别性的外国人留居积

分制度，引导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向这些急需人力资本等地区集聚，强化引智在

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5.2 核心地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低低区域主要是我国的偏远地区和边疆地区，交通相对闭塞，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就业机会和就业晋升通道不好，人才发展前景较差。

很多高质量人才都不愿意呆在低低区域，同时，这些地区还是人才流出的聚集地。

低低区域要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留住高水平人才，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

依托人力资本集聚来提高发展水平。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继续优化吸引人

才落户制度，不断提高人才的奖励标准，为吸引人才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优化

制度，改善激励措施，从政策层面为人才培养营造良好氛围。第二，低低地区需

要加强应用型人力资本集聚，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应用型人力资本集聚会

促进低低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低低区域高质量发展。

第三，低低区域需要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完善基础教育制度，在九年义务教育的

基础上，提高高中的入学率，从而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高高区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集聚应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

主。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同时，实施“内培外

引”的人才战略，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促进高高区域人力资本的高级化和创

新化；并努力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高高区域促进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措施要与技术进步和创新政策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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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戴魁早等,2020)[49]，提高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高高区域需要改

善人力资本溢出渠道，高高区域需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该地区的高素质人才和

创业型人力资本到低低区域支教或者投资，对于相应政策者，国家可以加大补偿

力度，从而提高全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5.3 经济带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集聚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因此，长江经济带首先应提

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依托核心

城市群发展，提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其次应推动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发展，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根本，在此基础上推动高中及高等教育发展，

考虑构建适合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对已取得一定先发优势的

行业，如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等，在此类相关行业集聚地区要重点发展教育，提

高人力资本结构水平(张治栋,吴迪,2019)[50]。最后要加强同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

这些创新增长极区域的经济合作交流，特别是区域间的人才合作交流，形成区域

间创新知识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水平发展(张利国

等,2020)
[51]
。 

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本集聚的溢出效应不强，主要表现出本地效应，沿海经济

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集聚了大量高水平人才，出现了一定的人才同构现象。沿

海经济带首先应建立大量创新基地，发挥人才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其次，

沿海经济带应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一体化发展，同时，继续提高服务也

集聚水平，为人力资本集聚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沿

海地区需要继续改革体制机制，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

展也迫切需要加强人力资本集聚，依托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优势，实现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建立更多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产业园，打通人才流动、使用的

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流域内人才资源最大化开发与集聚。其次，需要提高人才规

模质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最后，促使区域内人社公共服务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范围更加全面，推进“智慧人社”建设，提高智慧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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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化水平不断发展。 

5.4 从主体功能区精准配置人力资本 

     精准配置人力资本，即提高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边际产出，需要依据不

同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和当地要素禀赋的匹

配度，从而提高区域产出，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主体功能区精准配置人力资本，

应基于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破除人力资本要素流动的桎梏，支持城镇化地区人

力资本的高效集聚，发挥城镇化地区的人力资本优势，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农产

品生产区应加强农业人力资本集聚，依托农产品生产区农业发展，实现农产品生

产区的产学研结合，提高农产品生产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水平。生态功能区需要加强生态保护型人力资本集聚，依托人才优势，完善生态

保护的顶层建筑，统筹规划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优化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降低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

造血能力。依托交通网络和区域间补偿反馈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6.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进行界定，将内生增长理论嵌

入到自由企业家模型，以此说明人力资本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本文

也建立了开发区-中心城市-城市群-增长带-主体功能区的框架，对我国人力资本

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现状分析。然后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基于空间相关性和不同增长带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

聚会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全国层面，本地和近邻地

区人力资本集聚都会显著促进本地高质量发展，但低低区域和沿海经济带人力资

本集聚表现出很强的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区人力资本集聚会显著促进当地高质量

发展。高高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则表现出很强溢出效应，近邻地区人力资本集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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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促进本地区高质量发展。利用 GMM 的方法，对这一结果的内生性进行分析。

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最后从全国层面，不同空间相关性区域和不同经济带以及不

同主体功能区的层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6.2 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几点：第一，丰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的理

论机制分析，本文分析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影响，同时将内生增长

模型嵌入到自由企业家模型，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扩展了人

力资本集聚溢出性的理论分析。第二：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 GMM 模型分析人

力资本集聚对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直接测算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

应，同时可以去除空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对人力资本集聚影响高质

量发展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考虑了不同经济带和东中西区域以及不同空间相关

性区域的异质性。 

6.3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文对人力资本集聚和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对不同的经济

带和不同空间相关性的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有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对人

力资本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例如对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对高级人力资本和中级人

力资本的作用，缺少实证分析。第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没有对核

心城市群以及省域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本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未来发展展望：未来的发展应集中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分析，以及人力资本

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特别是对于不同的人力资本之间协调发展，应是

发展的重点。而对于路径分析，应考虑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作用机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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