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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经济增长更需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我国亟

需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经济学理论可知，

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

中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得以成功实现的基石。经过我国多年的人才强国战

略建设，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已经逐渐向高级化转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总

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升高，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提供

了必要的基础。那么，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

级，实现这一作用的机制又是什么，它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又是否存在差异？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

关文献，并详细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

其次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并基于上述梳理

的理论，分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实证部分以

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

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

分析了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此外还对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分类进行了异质

性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会正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这一回归结果通过了五种稳健性检验，表明该回归结果较稳健；第二，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促

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得以实现；第三，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在中部地区次之，在西

部地区最小。

基于上述分析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继续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注重地方人才政策同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完善按要素

贡献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破除制约人才流动和发展的体制障碍。

关键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升级 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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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high-speed

growth stage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requires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pointed out that

my country urgently need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economic theory, both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require human capital as a production

factor, and human capital i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years of my country's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ountry with talents, the structure of my country's human capital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an advanced level, and the proportion of tal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my country'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strategy. The

basics. Then, has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n my countr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at is

the mechanism to achieve this effect, and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in its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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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se problems in mind,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my country. Secondly, it sorts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theories,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part 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my country from 2004 to 2019, using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s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deep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is impact. In addition, the sample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heterogeneity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will posi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is regression result has passed five robustness

tests, indicating that the regression result is relatively stable; second, the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has an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romotion of upgrading is mainly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R&D investment,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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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s, and promoting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Second, the small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talent policies and other

policies,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contribution to

factors, and eliminate restrictions on talent flow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development.

Keywords: Advanc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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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经济增长更需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我国亟

需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经济学理论可知，

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

中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得以成功实现的基石。经过我国多年的人才强国战

略建设，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已经逐渐向高级化转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总

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升高，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提供

了必要的基础。

其次，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需要更加注重人才质量的培养。

而产业结构升级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人才的供给。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新兴技

术的支撑，而唯有高质量的人才才能掌握最新的技术与知识并将其发挥至产业

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人口红利优势的逐渐减弱使得国家更加注重人才红利优势

的培养，不断加大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投资，使我国高等教育人员占比快速提

升，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要素与基础。由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

内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

供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

来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

速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

识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

当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

员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与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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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

到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

定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

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

高、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

术创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

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

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

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

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

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

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经济若想长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配套产业结构的

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中一个核心生产要素便是人力资本。随着我国人口

红利优势的逐渐减弱，我国正加大对人才红利优势的培养，以匹配产业结构升

级中技术与知识型人才的要求。目前已有研究多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少采用实证与理论结合的分析方法，因此

本文基于我国目前新发展格局的背景，选择该研究主题，并运用相关经济学理

论与实证的方法，得出相关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为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定借鉴思路与研究支撑。

1.1.2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第一，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我国 2004 年至

2019 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

相比于以往大多数纯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有了一定的拓展。第二，本文运用中介

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作用的实现

机制，并将机制与经济学理论分析对应，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该研究主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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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后续分析中还加入了异质性分析，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类探讨

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我国不同地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作用的大小，在

理论上拓展了该研究主题的异质性分析，可以得出更多相关结论。

（二）现实意义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第一，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需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

由经济学理论可知，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创新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得以成功实现的基石。因此，

本文选择该研究主题可以从现实意义上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第二，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可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到底如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问题也是从现实层面亟需回答的问题，本文

在实证验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后，又运用中介效

应模型结合我国实际数据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

作用的发挥机制，为现实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三，我国一直以来

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结合这一现状，本文又运用样本

异质性分析的方法实证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

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结合实证结论可以为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共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

1.2 文献综述

1.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相关文献

（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含义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研究

中逐渐被学者发现（Schultz,1960）。起初，学者们仅关注到了人力资本数量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Becker，196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

于人力资本的要求逐渐从数量提升至质量，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性步入经济学

者的研究视野（Stokey，1991）。此阶段，学术界仍然没有关注到人力资本内

部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随着结构经济学派的出现，人力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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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逐渐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式（Sherer，1995）。人力资本结构指的是受过初、

中、高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数中各自所占的比重（胡永远，2004）。若受过初

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

于初级；若受过中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

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中级；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

则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本文所分析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指的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即人力资本中初中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降低

而高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升高的过程，而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差异也

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刘智勇，2018）。因此，一个地区的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对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也至关重要。由新结构

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

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

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

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

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

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

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

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

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

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

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

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

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

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

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

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

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

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

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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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

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学术界现有研究大都认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一种动态调整

过程，其具体含义为人力资本中受到初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降低

而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升高的过程。确定了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的含义后，就可以为下文选择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奠定基础，

并结合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含义，可以看到其内在就会自发性地影响地区产

业结构的升级，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基础。

（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目前已有研究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刘智勇

（2018）提出的计算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所示。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五个

分量分别是我国各省不同学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不同学历程度分别

是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五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五个，分别是�h � �ht�t�t�t��，�� � ��tht�t�t��，�h � ��t�tht�t��，

�� � ��t�t�tht��，�h � ��t�t�t�th�。

再次，利用公式（1.1）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五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1.1）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 � ����䟿� ��th���th���t����t����th���th���t����t����th���th
���th

� ���t�
�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t�

� ���th
� �ht�

� （1.1）

其中，下标 M 代表五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4，5；��为五个基础

向量各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th��th用下式（1.2）计算：

�th��th � ��h � �h � �� � �� � �h � �h � �� � �� � �h � �h� （1.2）

其中，下标 i 为省份；下标 t 为年份；�th��th为我国各省在各年的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指数；�h、��、�h、��、�h为前文计算出的五个基础向量与空间

向量夹角所占的权重，给夹角�h、��、�h、��、�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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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该方法为刘智勇老师在 2018 年发表于《经济研究》期刊中文章的方法，

比较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个方法，使得测度核心解释变量各

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

已有研究中运用该方法的文章还有很多，如李沁（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

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这篇论文也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

支撑。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产业结构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本

文研究主题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李沁（2021）的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素产业结构升

级的具体影响与作用机制。赵红霞（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

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潘苏楠（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

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对

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居中，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

作用最小。这篇文章也为本文后续实证部分异质性分析提供研究基础，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所产生的作用在我国的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在后续实

证部分分东中西部地区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

结构升级推动作用的差异。Twum（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攀升。Nathaniel（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目前已有研究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另一种是袁冬

梅（2021）借鉴徐德云（2008）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思想，运用相同思想

构造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具体方法如式（1.3）所示。

�th��th � ��h � �h � �� � �� � �h � �h � �� � �� � �h � �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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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 为我国省份；下标 t 为年份，；�th��th为我国各省在各年的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h、��、�h、��、�h为我国各省不同学历程度人数

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不同学历程度分别是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

专及以上。�h、��、�h、��、�h为五种不同学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比所赋

的权重，权重分别为 1，2，3，4，5。

已有研究中运用该方法的文章还有很多，如骆莙函（2021）运用该方法测

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胡悦（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创

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地区创新能力。

潘苏楠（2020）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

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Nathaniel

（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

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区域技术创新。Ployhart（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

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对我国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

我国科技创新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共有两种方法可以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

本文为了后续实证研究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基准回归部分运用刘智勇（2018）

的方法构造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

袁冬梅（2021）的方法构造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替换变

量，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作用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

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社会各个变量的影响。

首先，李沁（2021）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

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这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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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支撑。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产业结

构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本文研究主题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在李沁（2021）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关键要素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与作用机制。赵红霞（2021）测度

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

动地区经济增长。潘苏楠（2021）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

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

对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居中，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最小。这篇文章也为本文后续实证部分异质性分析提供研究基础，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所产生的作用在我国的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在后续

实证部分分东中西部地区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产

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的差异。Twum（2021）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

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

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攀升。Nathaniel（2021）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

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其次，骆莙函（2021）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

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胡悦（2021）

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

地区创新能力。潘苏楠（2020）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

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Nathaniel

（2021）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可以显著推动我国区域技术创新。Ployhart（2021）测度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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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科技创新绩效

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会对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创新能力、服务

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结构升级等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探讨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该研究主题，以丰富现

有领域研究，并针对我国经济现实情况提出可供参考的结论与建议。

1.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

（一）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

产业作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部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Dasgupta，1980）。学术界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首先是发

现不同产业劳动者收入水平会产生差异，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其收入较低，

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其工资居中，而从事商业的劳动者其工资最高（Shaked，

1987）。这种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异会内生决定劳动力从工资最低的农业流向工

资居中的制造业，最后流向工资最高的商业（Teece，1996）。而这种流动首先

需要劳动者具备必备的素质与技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结构升级与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只有人力资本逐渐掌握更高的知识与技

能时，他才能够逐渐向收入更高的产业转移，因此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异是决定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根源。当人力资本逐渐从工资较

低的农业转移至工资居中的制造业，而后转移至工资最高的商业后，地区产业

结构随之升级，更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也不断从第一产业转移至二、三产

业。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经济资源再配置的过程（Carree，

1999），当经济资源不断从第一产业转移至二三产业后，产业结构升级也就完

成了。因此，学术界目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种动态调

整过程，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各

自所占的比重（刘伟，2002）。若第一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向于初级；若第二产业的产值或增

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向于中级；

若第三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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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趋向于高级。本文所分析的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

即总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逐

渐升高的过程，而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也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

原因（干春晖，2011）。确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后，就可以为下文选择产

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奠定基础，并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可以看到其内

在就会自发性地受到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奠定

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基础。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目前已有研究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付凌

晖（2010）提出的计算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所示。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三个分量分别

是我国各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各省总 GDP中的占比。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三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三个，分别是�h � �ht�t��，�� � ��tht��，�h � ��t�th�。

再次，利用公式（1.4）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三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1.4）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 � ����䟿� ��th���th���t����t����th���th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ht�

� （1.4）

其中，下标 M 代表三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为三个基础向量各

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h��th用下式

（1.5）计算：

�h��th � ��h � �h � �� � �� � �h � �h� （1.5）

其中，下标 i我国各省份；下标 t 为年份；�h��th为我国各省在各年的产业

结构高级化指数；�h、��、�h为前文计算出的三个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所

占的权重，给夹角�h、��、�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2，3。本文计算各省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的方法借鉴付凌晖老师在 2010年发表于《统计研究》期刊中文章的

方法，比较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个方法，使得测度被解释变

量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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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中运用该方法的文章还有很多，如李炜（2022）运用该方法测度

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张苏缘（2022）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

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谢超峰（2022）运用该方

法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于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居中，对于

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最小。这篇文章也为本文后续实证部分

异质性分析提供研究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受到其他变量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在我

国的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在后续实证部分分东中西部地区实证检验

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的差异。Wang

（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

数字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可以显著推动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Zhang（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

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已有研究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第二种是徐德

云（2008）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思想，具体方法如式（1.6）所示。

�h��th � ��h � �h � �� � �� � �h � �h� （4.7）

其中，下标 i为我国各省份；下标 t年份；�h��th为我国各省在各年构造的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h、��、�h为我国各省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在各省地区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h、��、�h为各省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在各省地区生产

总值中的占比所赋的权重，权重分别为 1，2，3。本文为了实证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该方法替换了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衡量方

式。

已有研究中运用该方法的文章还有很多，如高红贵（2022）运用该方法测

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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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的影响。曾晶晶（2022）运用该方法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

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创新投入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创新投入可以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孙伟增（2022）运用该方法测

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我

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推

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Wong（2021）运用该方法测度了美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

现，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显著推动美国产业结构升级。Liu（2021）运用该方法

测度了英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对英国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可以显著推动英国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共有两种方法可以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本文为

了后续实证研究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基准回归部分运用付凌晖（2010）的方

法构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徐德云

（2008）的方法构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替换变量，以保证

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目前，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检

验了经济社会各个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首先，李炜（2022）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

究了绿色金融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张苏缘（2022）测度了我国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谢超

峰（2022）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

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东部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于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居

中，对于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最小。这篇文章也为本文后续

实证部分异质性分析提供研究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受到其他变量影响所产生的

作用在我国的不同区域会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在后续实证部分分东中西部地区

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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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Wang（2021）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数

字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可以显著推动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Zhang（2021）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

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试点政

策可以显著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高红贵（2022）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

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曾晶晶（2022）测度了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创新投入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投入可以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孙伟增（2022）

测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

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Wong（2021）测度了美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基于

此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互

联网发展水平可以显著推动美国产业结构升级。Liu（2021）测度了英国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并基于此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对英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可以显著推动英国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经济社会发布的某项政策、金融集聚、数字贸易等

因素均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探讨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该研究主题，以丰富现有领域

研究，并针对我国经济现实情况提出可供参考的结论与建议。

1.2.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目前直接研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的文献并不多。吕鑫（2022）以江苏省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江苏省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江苏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显著推动了本省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未来应加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并利

用政策强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渠道。袁冬梅（2021）

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发现随着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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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可以进一步有

效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李敏（2020）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对我国省级数

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着显

著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大多得出了

一致结论，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但现

有文献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

性讨论，所以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详细检验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差异，以期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进程做出一点学术参考。

1.2.4 文献述评

首先，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相关文献，本部分主要讨论了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的含义、测度以及作用。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含义方面，学术

界现有研究大都认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其具体含义为

人力资本中受到初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升高的过程。确定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含义后，就可

以为下文选择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奠定基础，并结合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的含义，可以看到其内在就会自发性地影响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本

文的研究主题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基础。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方面，学术界目前共有两种方法可以测度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为了

后续实证研究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基准回归部分运用刘智勇（2018）的方法

构造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袁冬梅

（2021）的方法构造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替换变量，以

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方面，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会对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创新能力、服务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结

构升级等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探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该研究主题，以丰富现有领域研究，并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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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现实情况提出可供参考的结论与建议。

其次，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本部分主要讨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

含义、测度以及影响因素。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方面，本文所分析的产业结

构升级指的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即总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

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渐升高的过程，而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

异也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干春晖，2011）。确定了产业结构

升级的含义后，就可以为下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奠定基础，并结合

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可以看到其内在就会自发性地受到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的影响，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基础。在产业结构

升级的测度方面，学术界目前共有两种方法可以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本文

为了后续实证研究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基准回归部分运用付凌晖（2010）的

方法构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徐德云

（2008）的方法构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替换变量，以保证

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方面，绿色金融、经

济社会发布的某项政策、金融集聚、数字贸易等因素均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探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因此本文选择该研究主题，以丰富现有领域研究，并针对我国经济现实情

况提出可供参考的结论与建议。

再次，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中，大多得

出了一致结论，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和

异质性讨论，所以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详细检验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差异，以期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进程做出一点学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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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基于我国各省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

果、作用机制以及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可以分为如下五章内

容。

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

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文章后续分析积累

了一定的文献基础与理论基础；再次说明了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并提炼出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章的现状分析部分。首先基于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核心解

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水平，并分全国、地区、省份进行图表展示，详细梳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水平在 2004 年-2019 年期间的变化情况；其次基于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

分全国、地区、省份进行图表展示，详细梳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 2004 年

-2019 年期间的变化情况。

第三章为文章的理论与机制分析部分。首先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其次基于上述梳理的理论，分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具体机制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增加地

区研发投入、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进而影响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第四章为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首先确定了实证分析中需要的相关变量以

及具体样本；其次通过一定计量经济学检验确定适宜的模型并运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对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实证分析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再次对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进

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并运用中介效应

模型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影响作用的机制渠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17

道，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样本的异质性分析，以求获得更

丰富的实证结论。

第五章为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首先将文章各部分得出的结论进行梳理，

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最终的对策建议，以供需要的部门参考。

1.3.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第一种研究方法为文献分析法，详细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文章后续分析积累了一定的文献基础与理论基础。

本文的第二种研究方法为定性分析法，基于经济学理论视角梳理了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并基于上述梳理的理论，分析出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具体机制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通过增加地区研发投入、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

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本文的第三种研究方法为描述性图表分析法，在本文的第二章现状分析部

分，首先基于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

的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并分全国、地区、省份进

行图表展示，详细梳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在 2004 年-2019 年期间的

变化情况；其次基于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

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分全国、地区、省份进行图表展

示，详细梳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 2004 年-2019 年期间的变化情况。

本文的第四种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法，在本文的第四章实证分析部分，首

先确定了实证分析中需要的相关变量以及具体样本；其次通过一定计量经济学

检验确定适宜的模型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2004年-2019年

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作用；再次对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基准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

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影响作用的机制渠道，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

进行样本的异质性分析，以求获得更丰富的实证结论。

本文的第五种分析方法为归纳总结法，在本文的第五章结论与对策建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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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首先将文章各部分得出的结论进行梳理，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最终的对策

建议，以供需要的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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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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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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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 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我国 2004 年至 2019 年的数据，实

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相比于以往大多数

纯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有了一定的拓展。

第二，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

结构升级提升作用的实现机制，并将机制与经济学理论分析对应，进一步深入

分析了该研究主题。

第三，本文在后续分析中还加入了异质性分析，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

分类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我国不同地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作用的

大小，在理论上拓展了该研究主题的异质性分析，可以得出更多相关结论。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鉴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实证分析时间区间为 2004 年-2019

年，未纳入最新年份数据，可能在样本的时效性上有所不足。

第二，本文在回归分析部分使用的是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由于被解释变

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数据较难从市级或县级获得，所以本文只使用的是省级面

板数据进行回归，希望未来若数据可得可以继续完善这一问题。

第三，在实证部分的异质性分析中，只是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东

中西部地区分类，希望未来可以基于更多分类方式，使得实证结论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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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2.1 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现状分析

这一部分基于本文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水平的方法计算我国各省 2004 年-2019 年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借鉴已有研究（袁冬梅，2021；俞伯阳，2021；刘智勇，2018），采用计

算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的方法衡量我国各省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五个

分量分别是我国各省不同学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不同学历程度分别

是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

国各省为去除西藏、港澳台的 30个省。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鉴与

各省教育统计年鉴。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五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五个，分别是�h � �ht�t�t�t��，�� � ��tht�t�t��，�h � ��t�tht�t��，

�� � ��t�t�tht��，�h � ��t�t�t�th�。

再次，利用公式（2.1）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五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2.1）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 � ����䟿� ��th���th���t����t����th���th���t����t����th���th
���th

� ���t�
�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t�

� ���th
� �ht�

� （2.1）

其中，下标 M 代表五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4，5；��为五个基础

向量各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th��th用下式（2.2）计算：

�th��th � ��h � �h � �� � �� � �h � �h � �� � �� � �h � �h� （2.2）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2004年-2019年；�th��th

为我国 30 个省在各年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h、��、�h、��、�h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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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计算出的五个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所占的权重，给夹角�h、��、�h、��、

�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2，3，4，5。本文计算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

方法借鉴刘智勇老师在 2018年发表于《经济研究》期刊中文章的方法，比较具

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个方法，使得测度核心解释变量各省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

基于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现分全国、地

区、各省进行展示。

2.1.1 全国总体变化情况

如图 2.1 所示，展示了我国 2004 年-2019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

值变化情况。

图 2.1 我国 2004 年-2019 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如图 2.1所示，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年-2019年逐年提高，

并且在近几年的提升速度越来越快。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我国不断实行人才强

国战略，注重培养人才红利优势，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逐年提升，

并呈加速提升态势。

2.1.2 分地区变化情况

如图 2.2 所示，展示了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2004 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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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图 2.2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2004 年-2019 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如图 2.2 所示，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三地区中提升速度最快，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与现

实情况一致，我国东部地区一直都是大量吸引人才的最佳地区，其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水平增速最快且值最大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我国中部地区的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三地区中提升速度居中，

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三地区中提升速度最慢，并略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一直都是人才流失较严

重的地区，高级人才流失最为严重。从图 2.2中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在实证分析部分中需要进行分地区

的异质性检验。

2.1.3 分省份变化情况

如表 2.1 所示，展示了我国除西藏、港澳台 30 个省份 2004年-2019 年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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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

地区 平均值

北京 23.873

天津 21.543

上海 24.517

重庆 20.691

江苏 19.352

浙江 18.623

福建 18.725

广东 19.548

山东 18.426

海南 15.921

山西 14.982

吉林 12.746

黑龙江 12.368

辽宁 12.476

湖南 15.672

安徽 15.983

江西 14.875

河南 14.378

湖北 14.582

四川 14.236

内蒙古 12.673

广西 13.621

河北 12.756

贵州 11.521

云南 11.932

陕西 12.241

甘肃 11.296

青海 11.056

宁夏 11.147

新疆 1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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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1 所示，我国 2004年-2019 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平均值在四

个直辖市中较高，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直辖市享有较好的资源和生产要素，

对高质量人才的吸引力也较大，因此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

剔除，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以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除了四个直辖市以

外，我国东部地区省份 2004 年-2019年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平均值在 30

个省份中排名较靠前，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东部地区省份一直都是大量

吸引人才的最佳地区，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平均值在 30个省份中排名较

靠前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我国中部地区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水平平均值在 30 个省份中排名居中，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

区省份 2004年-2019年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平均值在 30个省份中排名靠

后，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一直都是人才流失较严重的地区，高

级人才流失最为严重。从表 2.1 中可以看出，我国四个直辖市、东部地区省份、

中部地区省份与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在

实证分析部分中需要进行剔除直辖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2.2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这一部分基于本文实证部分基准回归中计算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的方法计算我国各省 2004 年-2019 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所示。

借鉴已有研究（付凌晖，2010；余志伟，2022；张鹏，2019），采用计算

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的方法衡量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三个分量分别

是我国各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各省总 GDP 中的占比。考虑到数据的可

获得性，我国各省为去除西藏、港澳台的 30 个省。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于各省

统计年鉴。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三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三个，分别是�h � �ht�t��，�� � ��tht��，�h � ��t�th�。

再次，利用公式（2.3）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三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2.3）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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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䟿� ��th���th���t����t����th���th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ht�

� （2.3）

其中，下标 M 代表三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为三个基础向量各

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h��th用下式

（2.4）计算：

�h��th � ��h � �h � �� � �� � �h � �h� （2.4）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 2004 年-2019 年；�h��th

为我国 30 个省在各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h、��、�h为前文计算出的三

个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所占的权重，给夹角�h、��、�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

2，3。本文计算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方法借鉴付凌晖老师在 2010年发表于

《统计研究》期刊中文章的方法，比较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

个方法，使得测度被解释变量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

健性。。

基于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现分全国、地区、各

省进行展示。

2.2.1 全国总体变化情况

如图 2.3，展示了我国 2004年-2019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图 2.3 我国 2004 年-2019 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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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3 所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年逐年提高，并且

在近几年的提升速度越来越快。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我国不断实行创新战略与

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注重发展中高端产业，改造转型传统产业，我国的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逐年提升，并呈加速提升态势。

2.2.2 分地区变化情况

如图 2.4 所示，展示了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2004 年-2019

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图 2.4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2004 年-2019 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变化情况

如图 2.4 所示，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年-2019 年逐年提

高，且在三地区中提升速度最快，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与现实情况一

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发达，产业结构升级条件较好，且该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的生产要素较充足，其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增速最快且值最大与我国现实情

况相符。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

三地区中提升速度居中，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三地区中提升

速度最慢，并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一直

都是生产要素流失较严重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必备的高级生产要素流失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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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从图 2.4中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较大差距，

因此在实证分析部分中需要进行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2.2.3 分省份变化情况

如表 2.2 所示，展示了我国除西藏、港澳台 30 个省份 2004年-2019 年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情况。

如表 2.2 所示，我国 2004年-2019 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在四个直辖

市中较高，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直辖市享有较好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对高质

量人才的吸引力也较大，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

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剔除，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以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

除了四个直辖市以外，我国东部地区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平均值在 30个省份中排名较靠前，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经

济水平发达，产业结构升级条件较好，且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生产要素较充

足，其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平均值在 30个省份中排名较靠前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我国中部地区省份 2004年-2019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平均值在 30个省份中排

名居中，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平均值在 30 个省份中排名靠后，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国西部地区

一直都是生产要素流失较严重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必备的高级生产要素流失

最为严重。从表 2.2中可以看出，我国四个直辖市、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省

份与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在实证分析部分中需

要进行剔除直辖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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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平均值

地区 平均值

北京 8.873

天津 8.543

上海 8.517

重庆 8.691

江苏 7.952

浙江 7.923

福建 7.725

广东 7.548

山东 7.426

海南 5.921

山西 5.982

吉林 5.746

黑龙江 5.368

辽宁 5.476

湖南 6.672

安徽 6.983

江西 6.875

河南 6.378

湖北 6.582

四川 6.236

内蒙古 5.673

广西 5.621

河北 5.756

贵州 5.521

云南 4.932

陕西 5.241

甘肃 4.796

青海 4.356

宁夏 4.447

新疆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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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与机制分

析

3.1 理论分析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相关理论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研究

中逐渐被学者发现（Schultz,1960）。起初，学者们仅关注到了人力资本数量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Becker，196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

于人力资本的要求逐渐从数量提升至质量，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性步入经济学

者的研究视野（Stokey，1991）。此阶段，学术界仍然没有关注到人力资本内

部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随着结构经济学派的出现，人力资本结构

分析逐渐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式（Sherer，1995）。人力资本结构指的是受过初、

中、高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数中各自所占的比重（胡永远，2004）。若受过初

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

于初级；若受过中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

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中级；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高，

则表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本文所分析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指的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即人力资本中初中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降低

而高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渐升高的过程，而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差异也

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刘智勇，2018）。因此，一个地区的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对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也至关重要。由新结构

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

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

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

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

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

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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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

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

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

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

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

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

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

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

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

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

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

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

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

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

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3.1.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理论

产业作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部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Dasgupta，1980）。学术界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首先是发

现不同产业劳动者收入水平会产生差异，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其收入较低，

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其工资居中，而从事商业的劳动者其工资最高（Shaked，

1987）。这种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异会内生决定劳动力从工资最低的农业流向工

资居中的制造业，最后流向工资最高的商业（Teece，1996）。而这种流动首先

需要劳动者具备必备的素质与技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结构升级与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只有人力资本逐渐掌握更高的知识与技

能时，他才能够逐渐向收入更高的产业转移，因此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异是决定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根源。当人力资本逐渐从工资较

低的农业转移至工资居中的制造业，而后转移至工资最高的商业后，地区产业

结构随之升级，更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也不断从第一产业转移至二、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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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经济资源再配置的过程（Carree，

1999），当经济资源不断从第一产业转移至二三产业后，产业结构升级也就完

成了。因此，学术界目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种动态调

整过程，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各

自所占的比重（刘伟，2002）。若第一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向于初级；若第二产业的产值或增

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向于中级；

若第三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总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的

产业结构趋向于高级。本文所分析的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

即总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逐

渐升高的过程，而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也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

原因（干春晖，2011）。确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后，就可以为下文选择产

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奠定基础，并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可以看到其内

在就会自发性地受到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奠定

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基础。

3.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3.2.1 增加研发投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会拥有更多受到过高等教育

并掌握先进知识与技术的人才。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备要素便是技术和人才，

产业的单个单位是企业，只有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才能够完成企业

自身的转型升级并进一步推动所在产业的升级。当一个地区原来的人力资本结

构较低时，这些受过初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只能够从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

无法胜任企业要求的技术创新与高端工作。因此，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

为初级或中级时，产业结构升级无从谈起。只有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趋

向高级化时，才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高级技术知识型人才帮助企业完成技术研

发与创新投入。这时的企业才会加大研发力度，因为以前就算加大研发力度也

无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资金极易打水漂。因此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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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级化时，首先会通过增加该地区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带动该地区产业结构的

升级。

3.2.2 提高消费水平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会拥有更多受到过高等教育

并掌握先进知识与技术的人才。而这些高技术知识型人才一般从事的工作收入

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与较好的消费观念。由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

理论可知，决定个人消费水平与能力的重要要素为个人收入水平。当地区由于

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而拥有更多的高技术知识型人才后，他们会倾向

于消费质量更好、价格更贵的产品，因此进而带动生产这些产品企业的销售收

入提高。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一般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他们的销售收入

会进一步带动这些企业的转型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另外，

企业还会为了高技术知识型人才的消费需求专门设计研发高端产品，满足这些

人群的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内在激发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进而

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3.2.3 提高城镇化水平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

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

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

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

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

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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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与样本的选择

4.1.1 实证研究相关变量的选择

（一）核心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研究的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核心解释变量选择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借鉴已有研

究（袁冬梅，2021；俞伯阳，2021；刘智勇，2018），采用计算基础向量与空

间向量夹角的方法衡量中国各省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五个

分量分别是我国各省不同学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不同学历程度分别

是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

国各省为去除西藏、港澳台的 30个省。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鉴与

各省教育统计年鉴。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五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五个，分别是�h � �ht�t�t�t��，�� � ��tht�t�t��，�h � ��t�tht�t��，

�� � ��t�t�tht��，�h � ��t�t�t�th�。

再次，利用公式（4.1）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五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4.1）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 � ����䟿� ��th���th���t����t����th���th���t����t����th���th
���th

� ���t�
�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t�

� ���th
� �ht�

� （4.1）

其中，下标 M 代表五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4，5；��为五个基础

向量各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th��th用下式（4.2）计算：

�th��th � ��h � �h � �� � �� � �h � �h � �� � �� � �h � �h� （4.2）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2004年-2019年；�th��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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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 30 个省在各年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h、��、�h、��、�h为前

文计算出的五个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所占的权重，给夹角�h、��、�h、��、

�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2，3，4，5。至此，本文研究主题的核心解释变量各省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计算完毕。本文计算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

方法借鉴刘智勇老师在 2018年发表于《经济研究》期刊中文章的方法，比较具

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个方法，使得测度核心解释变量各省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

（二）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研究的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选择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借鉴已有研究（付

凌晖，2010；余志伟，2022；张鹏，2019），采用计算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

角的方法衡量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首先，构建空间向量�� � ���tht��t�t��th�。其中空间向量中的三个分量分别

是我国各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各省总 GDP 中的占比。考虑到数据的可

获得性，我国各省为去除西藏、港澳台的 30 个省。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于各省

统计年鉴。

其次，构建基础向量。因为前文构建的空间向量中有三个分量，所以基础

向量也包含三个，分别是�h � �ht�t��，�� � ��tht��，�h � ��t�th�。

再次，利用公式（4.3）计算各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三个基础向量

与空间向量夹角的计算方法都为式（4.3）的方法。具体如下式所示：

�� � ����䟿� ��th���th���t����t����th���th
���th

� ���t�
� ���th

� �ht����th
� ���t�

� ���th
� �ht�

� （4.3）

其中，下标 M 代表三个基础向量，具体为 1，2，3；��为三个基础向量各

自与空间向量的夹角；下标 f代表空间向量。

最后，衡量各省每年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h��th用下式

（4.4）计算：

�h��th � ��h � �h � �� � �� � �h � �h� （4.4）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 2004 年-2019 年；�h��th

为我国 30 个省在各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h、��、�h为前文计算出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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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向量与空间向量夹角所占的权重，给夹角�h、��、�h所赋的权重分别为 1，

2，3。至此，本文研究主题的被解释变量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计算完毕。本

文计算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方法借鉴付凌晖老师在 2010年发表于《统计研

究》期刊中文章的方法，比较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故本文也借鉴这个方法，

使得测度被解释变量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方法较具有客观性和稳健性。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所以控

制变量的选择也需要参照以往文献选择影响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因素。具

体地，从政府扶持的角度来看，政府对各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扶持力度对各省产

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孙美霞，2020）。用各省政府财政支出

占各省 GDP 的比重衡量政府的扶持力度（GHB），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各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扶持力度越大，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业结

构高级化指数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影响

方向为正。

具体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对各省产

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徐晓光，2021）。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

额占各省 GDP 的比重衡量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FCI），该数据来源于各省

统计年鉴。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越大，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

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

影响方向为正。

具体地，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省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张苏缘，2022）。用各省人均 GDP 取对数后

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EDL），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各省的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越大，因此

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影响方向为正。

具体地，从对外开放程度的角度来看，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各省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张苏缘，2022）。用各省每年实际使用外资

的金额取对数后衡量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

数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影响方向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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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从信息化水平的角度来看，各省的信息化水平对各省产业结构升

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钟诗韵，2022）。用各省每年的邮电业务量除以

地区常住人口数衡量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该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各省的信息化水平越高，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影响方向为正。

具体地，从金融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各省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钟诗韵，2022）。用各省每年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贷款余额除以地区 GDP 衡量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DL），该数据来源于各

省统计年鉴。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越好，产业

结构高级化指数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影

响方向为正。

至此，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完毕，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发生，本文

选取六个控制变量，来控制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

4.1.2 实证研究样本的选择

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选取我国除西藏、港澳台的 30 个省份，选取省级数据

的主要原因是数据更新较快，不易缺失，且较能代表我国各省的具体情况。研

究时间区间选取 2004 年-2019 年，基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时间段确定为

2004 年-2019 年。本文中实证变量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各省教育

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EPS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

4.2 实证回归前的检验过程

4.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基准回归前，需要先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具体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查看每个变量数据的质量，以便避免出现由于原始数据的质量问题而造成的回

归结果不理想等问题。每个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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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具体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CSH

各省人力

资本结构

高级化情

况

480 18.126 14.213 12.935 25.785

ISH

各省产业

结构升级

情况

480 6.723 1.047 5.972 7.652

GHB

各省的政

府扶持

力度

480 0.204 0.128 0.051 0.652

FCI

各省的固

定资产投

资力度

480 0.637 0.146 0.214 1.725

EDL

各省的经

济发展水

平

480 10.618 0.257 7.283 12.424

OOL

各省的对

外开放程

度

480 9.374 1.243 5.627 11.625

IL
各省的信

息化水平
480 0.172 0.095 0.014 0.753

FDL

各省的金

融发展水

平

480 1.264 0.342 0.627 2.781

数据来源：由原始数据经 stata16.0 软件处理得到。

由表 4.1 可知，本文实证研究的变量数据的平均值均大于各自的标准差，

数据质量较好，数据波动没有过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检验。

4.2.2 变量的相关系数计算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准回归之前，还需要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已

初步判断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并判断是否存在

初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 4.2 所示，展示了变量的相关系数情况。可以看

到，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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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情况（ISH）的相关系数为正，可以初步判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正向影

响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排除多重共线性问

题。

表 4.2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ISH LCSH GHB FCI EDL OOL IL FDL

ISH 1.000

LCSH 0.423 1.000

GHB 0.314 0.352 1.000

FCI 0.465 0.254 0.261 1.000

EDL 0.411 0.471 0.482 0.371 1.000

OOL 0.378 0.372 0.274 0.424 0.216 1.000

IL 0.369 0.216 0.218 0.412 0.361 0.461 1.000

FDL 0.265 0.364 0.421 0.352 0.462 0.365 0.235 1.000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处理得到。

4.2.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准回归之前，还需要进行每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以

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出现。平稳性检验中，采用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检

验。一种为 ADF 检验，另一种为 PP-Fisher 检验。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 4.3 所

示，ADF 检验和 PP-Fisher 检验的 p值结果均为 0.000，拒绝数据不平稳的原假

设，表明本文所选的变量数据均为平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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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检验

（p 值）

PP-Fisher 检验

(p 值）

平稳性检验

结论

ISH 0.000 0.000 平稳

LCSH 0.000 0.000 平稳

GHB 0.000 0.000 平稳

FCI 0.000 0.000 平稳

EDL 0.000 0.000 平稳

OOL 0.000 0.000 平稳

IL 0.000 0.000 平稳

FDL 0.000 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4.2.4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虽然上文已经计算了本文实证研究的变量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但出于严

谨性的考虑，本部分继续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以确保本文的实证研究

不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由表 4.4 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

小于 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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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1/VIF

ISH 1.723 0.643

LCSH 1.421 0.758

GHB 1.305 0.741

FCI 1.283 0.755

EDL 1.243 0.732

OOL 1.173 0.894

IL 1.104 0.842

FDL 1.036 0.924

VIF 平均值 1.348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4.2.5 实证回归中模型形式的确定

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为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在回归中一般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虽然现有文献大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结果的稳健

性，但处于严谨性的考虑，本文在回归前还是进行豪斯曼检验来确定到底是固

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本文的实证研究。豪斯曼检验结果中的 p 值

为 0.004，拒绝原假设中的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接受备择假设中的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所以，本文在下文实证回归中都将使用如下式（4.5）所示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

�h��th � �� � �h�th��th � ����th � ��� �h � ��th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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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5）中，下标 i 表示本文研究的我国除西藏、港澳台的 30 个省份；

下标 t 表示本文研究的样本时间段 2004 年-2019 年；��为常数项；�h为核心解

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估计系数；��th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集，包

括各省政府的扶持力度（GHB）、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FCI）、各省的经

济发展水平（EDL）、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

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DL）；��为本文的各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升级情况的估计系数；��为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h为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th

为随机误差项。

4.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在做完了必备的所有实证检验后，本部分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
0.209***

（3.95）

0.163***

（3.41）

GHB
0.081*

（1.83）

FCI
0.105**

（2.04）

EDL
0.128*

（1.73）

OOL
0.236

（1.57）

IL
0.069

（1.42）

FDL
0.15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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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ONS
2.105***

（3.04）

1.562***

（2.79）

样本量 480 480

Within-R
2

0.4932 0.8746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5 所示，第（1）列为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包

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回归

系数都为正值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知（林

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

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当一

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

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与生产效率。因为

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术，满足企业不

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

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将会大大促进

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其次，从消费

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

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根

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

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

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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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

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

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

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

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

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

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

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控制变量中，各省政府的扶持力度（GHB）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

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

分析其原因可知，政府对地区的新兴产业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并出台相应的产

业结构优化政策，势必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财政资金

投入的力度越大，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会相对越快。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

力度（FCI）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拉动经济增长的

一架马车便是投资。作为中观的产业和微观的企业来说，其内部结构的优化更

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升新

兴企业的生产效率，加速其进一步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

优化。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ED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

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

可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给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各种必需的生

产要素，并提供必备的转型服务。这一点从第二章的现状分析中也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能够给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的生产

要素更充裕。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

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目前我

国已经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且近两年由于新冠肺炎

的影响，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

（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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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利用外资和外企

带来的资源与技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

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

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我国目前虽然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在

不同省份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仍较严重，全国平均信息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因此，

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

够忽略各省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

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水平配置优质生产要素向更高级化的企业与产业流动，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DL）对地区的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

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除了需要政府扶持的财政

资金外，更需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

平越高，越有能力为企业与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必备的资金，进一步促进该地

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共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其中四个控制变量显著，两

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较合理。通过观察 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表4.5基准回归第（1）列的Within-R
2
值为0.4932；

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5 基准回归第（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8746，核心解

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ISH）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4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4.4.1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方法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的衡量方法，借鉴徐德云（2008）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思想，运用

相同思想构造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具体方法如式（4.6）所示。

�th��th � ��h � �h � �� � �� � �h � �h � �� � �� � �h � �h� （4.6）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46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2004年-2019年；�th��th

为我国 30个省在各年重新构造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h、��、�h、��、

�h为我国各省不同学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不同学历程度分别是文盲

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h、��、�h、��、�h为五种不同学

历程度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比所赋的权重，权重分别为 1，2，3，4，5。至此，本

文研究主题的核心解释变量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的稳健性检验替换变

量计算完毕。

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
0.168**

（2.16）

0.102**

（2.04）

GHB
0.062*

（1.74）

FCI
0.096**

（2.16）

EDL
0.115*

（1.84）

OOL
0.204

（1.45）

IL
0.053

（1.38）

FDL
0.149**

（2.25）

CONS
2.045***

（3.14）

1.637***

（2.82）

样本量 480 480

Within-R
2

0.4581 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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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6 所示，第（1）列为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衡量方法且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且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

否加入控制变量，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核

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ISH）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与表 4.5 的基准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

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

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

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

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

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

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

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

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

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

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

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

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

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

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

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

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

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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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

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

的优化。

表 4.6 中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控制变

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与表 4.5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省政府的扶持

力度（GHB）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政府对地区的

新兴产业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并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势必会促进地

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越大，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的速度会相对越快。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FCI）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

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便是投资。作为中观的

产业和微观的企业来说，其内部结构的优化更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升新兴企业的生产效率，加速其进一

步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EDL）

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

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

有利于给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各种必需的生产要素，并提供必备的转型服务。

这一点从第二章的现状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高于

中西部地区，产生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能够给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的生产要素更充裕。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

（OO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

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要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且近两年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受

到了一定影响。因此，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

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利用外资和外企带来的资源与技术，促进地区产业

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

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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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虽然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在不同省份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仍较

严重，全国平均信息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因此，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

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信息化水平（IL）

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水平配

置优质生产要素向更高级化的企业与产业流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

化。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D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

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除了需要政府扶持的财政资金外，更需要银行业等金融

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为企业与产

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必备的资金，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共选

择了六个控制变量，其中四个控制变量显著，两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较合理。通过观察 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

表4.6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第（1）

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4581；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6 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第（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8922，

替换完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方法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ISH）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4.2 更换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方法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借

鉴徐德云（2008）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思想，运用相同思想构造各省产业

结构升级指数，具体方法如式（4.7）所示。

�h��th � ��h � �h � �� � �� � �h � �h� （4.7）

其中，下标 i为本文研究的去除西藏、港澳台的我国 30 个省份；下标 t为

本文研究的样本年份区间，鉴于样本的可获得性，具体为 2004 年-2019 年；�h��th

为我国 30个省在各年重新构造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h、��、�h为我国各省第

一、二、三产业产值在各省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h、��、�h为各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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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产值在各省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所赋的权重，权重分别为 1，2，3。

至此，本文研究主题的被解释变量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稳健性检验替换变

量计算完毕。

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
0.125**

（2.35）

0.093**

（2.41）

GHB
0.079*

（1.82）

FCI
0.081**

（2.25）

EDL
0.138*

（1.79）

OOL
0.236

（1.57）

IL
0.048

（1.49）

FDL
0.152**

（2.36）

CONS
2.014***

（2.93）

1.486***

（3.17）

样本量 480 480

Within-R
2

0.4629 0.9071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7 所示，第（1）列为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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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

数衡量方法且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

级化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

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与表 4.5 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

内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

供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

来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

速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

识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

当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

员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与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

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

到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

定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

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

高、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

术创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

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

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

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

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

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

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表 4.7 中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控制变量的回归

系数与显著性与表 4.5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省政府的扶持力度（GHB）

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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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政府对地区的新兴产业投入

更多的财政资金并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势必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

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越大，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会

相对越快。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FCI）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

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

析其原因可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便是投资。作为中观的产业和微观的

企业来说，其内部结构的优化更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地区固定资产投

资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升新兴企业的生产效率，加速其进一步的转型升级，

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EDL）对地区的产业

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

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给企业

的转型升级提供各种必需的生产要素，并提供必备的转型服务。这一点从第二

章的现状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高于中西部地区，

产生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能够给地区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的生产要素更充裕。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

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

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要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且近两年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因此，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

要进一步利用外资和外企带来的资源与技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但并不显

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我国目前虽然信息化水

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在不同省份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仍较严重，全国平均信息

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因此，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水平配置优质生产要素向更

高级化的企业与产业流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金融发展

水平（FD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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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除了需要政府扶持的财政资金外，更需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

此，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为企业与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必

备的资金，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共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

其中四个控制变量显著，两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

较合理。通过观察 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表 4.7 替换完被解

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4629；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7 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方

法的回归结果第（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9071，替换完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

升级指数衡量方法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

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

合效果较好。

4.4.3 剔除直辖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由第二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省域现状分析可知，我

国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与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均较高，为了避免经济水平较发达地区的相关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的

影响，将这四个直辖市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再次估计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影响。具体

回归结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剔除直辖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
0.138**

（2.39）

0.112**

（2.26）

GHB
0.084*

（1.89）

FCI
0.09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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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8 剔除直辖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EDL
0.142*

（1.72）

OOL
0.218

（1.49）

IL
0.054

（1.42）

FDL
0.138**

（2.46）

CONS
2.025***

（2.73）

1.624***

（3.34）

样本量 416 416

Within-R
2

0.4476 0.886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8 所示，第（1）列为剔除直辖市样本后且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果，第（2）列为剔除直辖市样本后且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

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与表 4.5 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新结构经

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在

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给

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越

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

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与

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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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

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

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

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

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其

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

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

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

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

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

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

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

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

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

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表 4.8 中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与表 4.5 中的

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省政府的扶持力度（GHB）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

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

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政府对地区的新兴产业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并出台相应

的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势必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财政

资金投入的力度越大，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会相对越快。各省的固定资产

投资力度（FCI）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拉动经济增

长的一架马车便是投资。作为中观的产业和微观的企业来说，其内部结构的优

化更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

升新兴企业的生产效率，加速其进一步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

整体优化。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ED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

用，并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

原因可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给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各种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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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要素，并提供必备的转型服务。这一点从第二章的现状分析中也可以看

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能够给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的

生产要素更充裕。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

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目

前我国已经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且近两年由于新冠

肺炎的影响，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各省的对外开放

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够忽略各省对

外开放程度（OO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要进一步利用外资和

外企带来的资源与技术，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信息化水平

（IL）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也与现实情

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我国目前虽然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

但在不同省份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仍较严重，全国平均信息化水平仍有待提高。

因此，各省的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并不能够忽略各省信息化水平（IL）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正向作用，要

进一步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水平配置优质生产要素向更高级化的企业与产业

流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DL）对地区的

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起着正向作用，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这也与现

实情况保持一致，深入分析其原因可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除了需要政府扶持

的财政资金外，更需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一个地区的金融

发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为企业与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必备的资金，进一步促

进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共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其中四个控制变量显

著，两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较合理。通过观察

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表 4.8 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第（1）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4476；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8 剔除直辖市样本

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8862，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核心解

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

构升级情况（ISH）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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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与（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

业结构升级情况（ISH）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因此需要构造工具变量来解

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戴魁早，2020），将 2004 年-2019 年各

省的高校数量乘以 2004 年-2019 年各省高校毕业生数量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与（LCSH）的工具变量（IV）。因为各省高校数量由

教育部决定，严格外生于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乘以 2004 年

-2019 年各省高校毕业生数量为了将 2004 年-2019 年各省的高校数量这种截面

数据转化为面板数据。而且各省高校数量与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密切

相关，满足相关性要求。下面对构造的工具变量进行必备的检验。在检验中，

该工具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工具变量合理性检验，证明该工具变量

可以使用。下面展示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具体

回归结果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构造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
0.127**

（2.26）

0.105**

（2.18）

GHB
0.075*

（1.92）

FCI
0.091**

（2.48）

EDL
0.135*

（1.76）

OOL
0.206

（1.57）

IL
0.048

（1.35）

FDL
0.10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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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构造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ONS
2.014***

（2.93）

1.486***

（3.17）

样本量 480 480

Within-R
2

0.4375 0.893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9 所示，第（1）列为引入工具变量后且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2）列为引入工具变量后且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否

加入控制变量，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与表 4.5 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新结构经济

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内在结

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供给的

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时，将会有越来越多

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与

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

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企业，当企业

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

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

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

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

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其

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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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意购买价格更高、

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效率较高、技术创

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地区

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

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

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

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

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

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表 4.9 中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与表 4.5 中的基

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共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其中四个控制变量显著，

两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较合理。通过观察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表 4.9 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4375；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9 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

（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8932，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

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

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4.5 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高级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可

能特别迅速地对当期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产生影响，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本部分将核心解释变量各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情况（LCSH）滞后一期处理，

这样会损失掉一年的变量，使得样本量减少为 450。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1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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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CSHt-1

0.129**

（2.27）

0.101**

（2.36）

GHB
0.074*

（1.78）

FCI
0.082**

（2.47）

EDL
0.153*

（1.75）

OOL
0.227

（1.37）

IL
0.048

（1.38）

FDL
0.128**

（2.38）

CONS
2.013***

（2.82）

1.582***

（3.46）

样本量 450 450

Within-R
2

0.4368 0.894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 4.10 所示，第（1）列为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且不包含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第（2）列为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且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到，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的回归

系数都为正值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与表 4.5 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知（林毅夫，2011），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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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其内在结构的优化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首先，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

时，将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流入企业工作，这会大大增加企

业的技术创新速度与生产效率。因为受到过中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

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术，满足企业不断发展转型的需求。而产业的基本组成要

素就是企业，当企业因为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

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将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推进地区产

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其次，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

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

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理论，居民

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的水平与结构。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

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愿

意购买价格更高、质量更好的企业产品，就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正面增加生产

效率较高、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较大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促进这类企业

的转型升级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再次，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

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

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

的生活服务。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

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

的综合服务，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表 4.10 中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与表

4.5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共选择了六个控制变量，其中四个控制变

量显著，两个控制变量不显著，表明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较合理。通过观

察 Within-R
2
值可知，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前，表 4.10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

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4368；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4.10 核心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的 Within-R
2
值为 0.8942，滞后一期

后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LCSH）与六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情况（ISH）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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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

本部分的机制检验借鉴温忠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首先选

取中介变量（M）。然后进行如下回归。首先进行文章的基准回归，即核心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h��th � �� � �h�th��th � ����th � ��� �h � ��th （4.8）

进行完这一步回归后，若�h显著，进行下一步回归。

��th � �� � �h�th��th � ����th � ��� �h � ��th （4.9）

进行完这一步回归后，若核心解释变量�th��th对中介变量��th的影响显著，

即�h显著，则继续进行下一步回归。

�h��th � �� ��h�th��th �����th ��h��th � ��� �h � ��th （4.10）

进行完这一步回归后，若核心解释变量�th��th与中介变量��th对被解释变量

的影响仍然显著，即�h与��显著，且�h系数的绝对值小于�h系数的绝对值，

则中介变量��th在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该变

量代表的机制为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中一条路径。基于此种方法，我

们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

4.5.1 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效应检验

首先，中介变量地区研发投入力度（IPG）用各省的研发投入占各省 GDP 的

比重衡量（李静，2017）。中介变量检验的三步模型如表 4.11 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63

表 4.11 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ISH

（2）

被解释变量：IPG

（3）

被解释变量：ISH

LCSH
0.209***

（3.95）

0.124**

（2.36）

0.149***

（3.83）

IPG
0.058**

（2.42）

GHB
0.075*

（1.92）

0.084*

（1.89）

FCI
0.091**

（2.48）

0.093**

（2.37）

EDL
0.135*

（1.76）

0.142*

（1.72）

OOL
0.206

（1.57）

0.218

（1.49）

IL
0.048

（1.35）

0.054

（1.42）

FDL
0.103**

（2.35）

0.138**

（2.46）

CONS
2.105***

（3.04）

1.486***

（3.17）

1.624***

（3.34）

样本量 480 480 480

Within-R
2

0.4932 0.8932 0.906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4.11所示，第三列LCSH的系数小于第一列LCSH的系数，且第一列LCSH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第二列中 LCSH 对中介变量 IPG 影响显著。因此，增加

地区研发投入效应这一渠道得到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增加地区研发

投入力度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从经济学理论角度也较好分析，

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会拥有更多受到过高等教育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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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先进知识与技术的人才。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备要素便是技术和人才，产业

的单个单位是企业，只有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才能够完成企业自身

的转型升级并进一步推动所在产业的升级。当一个地区原来的人力资本结构较

低时，这些受过初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只能够从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无

法胜任企业要求的技术创新与高端工作。因此，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为

初级或中级时，产业结构升级无从谈起。只有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逐渐趋向

高级化时，才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高级技术知识型人才帮助企业完成技术研发

与创新投入。这时的企业才会加大研发力度，因为以前就算加大研发力度也无

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资金极易打水漂。因此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

高级化时，首先会通过增加该地区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带动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升

级。

4.5.2 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效应检验

其次，中介变量地区消费水平升级（CLH）用各省非食品消费支出占各省消

费总支出的比重衡量（谢小平，2018）。中介变量检验的三步模型如表 4.12 所

示。

表 4.12 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ISH

（2）

被解释变量：CLH

（3）

被解释变量：ISH

LCSH
0.209***

（3.95）

0.103**

（2.27）

0.156***

（3.65）

CLH
0.063**

（2.35）

GHB
0.079*

（1.82）

0.062*

（1.74）

FCI
0.081**

（2.25）

0.096**

（2.16）

EDL
0.138*

（1.79）

0.115*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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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ISH

（2）

被解释变量：CLH

（3）

被解释变量：ISH

OOL
0.236

（1.57）

0.204

（1.45）

IL
0.048

（1.49）

0.053

（1.38）

FDL
0.152**

（2.36）

0.149**

（2.25）

CONS
2.105***

（3.04）

1.486***

（3.17）

1.637***

（2.82）

样本量 480 480 480

Within-R
2

0.4932 0.9071 0.922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4.12所示，第三列LCSH的系数小于第一列LCSH的系数，且第一列LCSH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第二列中 LCSH 对中介变量 CLH 影响显著。因此，促进

地区消费水平升级效应这一渠道得到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促进地区

消费水平升级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从经济学理论角度也较好分

析，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会拥有更多受到过高等教育

并掌握先进知识与技术的人才。而这些高技术知识型人才一般从事的工作收入

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与较好的消费观念。由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消费

理论可知，决定个人消费水平与能力的重要要素为个人收入水平。当地区由于

人力资本结构趋向于高级化时而拥有更多的高技术知识型人才后，他们会倾向

于消费质量更好、价格更贵的产品，因此进而带动生产这些产品企业的销售收

入提高。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一般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他们的销售收入

会进一步带动这些企业的转型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另外，

企业还会为了高技术知识型人才的消费需求专门设计研发高端产品，满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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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内在激发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进而

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4.5.3 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效应检验

再次，中介变量地区城镇化水平（RRL）用各省常住城镇人口占各省总人口

的比重衡量。中介变量检验的三步模型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ISH

（2）

被解释变量：RRL

（3）

被解释变量：ISH

LCSH
0.209***

（3.95）

0.095**

（2.36）

0.136***

（3.74）

RRL
0.052**

（2.26）

GHB
0.075*

（1.92）

0.079*

（1.82）

FCI
0.091**

（2.48）

0.081**

（2.25）

EDL
0.135*

（1.76）

0.138*

（1.79）

OOL
0.206

（1.57）

0.236

（1.57）

IL
0.048

（1.35）

0.048

（1.49）

FDL
0.103**

（2.35）

0.152**

（2.36）

CONS
2.105***

（3.04）

1.486***

（3.17）

1.486***

（3.17）

样本量 480 480 480

Within-R
2

0.4932 0.8932 0.9071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67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如表4.13所示，第三列LCSH的系数小于第一列LCSH的系数，且第一列LCSH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第二列中 LCSH 对中介变量 RRL 影响显著。因此，促进

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效应这一渠道得到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促进地

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从经济学理论角度也较

好分析，从意愿居住地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会带来受过中高等

教育的人数增多。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能够找到薪

酬较高的工作并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服务。当地区的人力资本结

构逐渐向高级化演进而带来更多的高知识技能型员工时，高知识技能型的员工

普遍收入较高而更愿意居住在城市享受更好的综合服务，就将从促进地区城镇

化角度正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4.6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分析

从本文第二章的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部分将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

分类，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在不同地区的

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分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东部

被解释变量：ISH

（2）中部

被解释变量：ISH

（3）西部

被解释变量：ISH

LCSH
0.226***

（3.65）

0.208***

（2.98）

0.174***

（2.76）

GHB
0.062*

（1.74）

0.079*

（1.82）

0.084*

（1.89）

FCI
0.096**

（2.16）

0.081**

（2.25）

0.09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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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分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东部

被解释变量：ISH

（2）中部

被解释变量：ISH

（3）西部

被解释变量：ISH

EDL
0.115*

（1.84）

0.138*

（1.79）

0.142*

（1.72）

OOL
0.204

（1.45）

0.236

（1.57）

0.218

（1.49）

IL
0.053

（1.38）

0.048

（1.49）

0.054

（1.42）

FDL
0.149**

（2.25）

0.152**

（2.36）

0.138**

（2.46）

CONS
1.637***

（2.82）

1.486***

（3.17）

1.624***

（3.34）

样本量 176 144 160

Within-R
2

0.9022 0.8971 0.8862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 t 值，为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t 值对应的标准误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后的稳健标准误。

数据来源：由 stata16.0 软件计算得到。

由表 4.14 可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正向推动

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最大，在我国中部地区居中，在我国西部地区最小。与之

前的预期相符。说明未来中西部地区还需出台相关政策持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高级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推动作用。

4.7 实证结论

本章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

应模型深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对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分类进

行了异质性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会正向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这一回归结果通过了五种稳健性检验，表明该回归结果较稳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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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地区研发投

入水平、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得以实现；第三，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在中部地区

次之，在西部地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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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分析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利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相关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并运用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得出如下

结论：

第一，从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现状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并且在近几年的提升速度越来越快。我国

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

三个地区中提升速度最快，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中提升速度

居中，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中提升速度最慢，并略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第二，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并且在近几年的提升速度越来越快。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中提升速度最

快，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中提升速度居中，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于 2004 年-2019 年逐年提高，且在东中西三

个地区中提升速度最慢，并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经济学理论，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主要通过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

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第四，实证部分中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4 年-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

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对样本按照东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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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分类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得到如下实证结论：首先，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会正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回归结果通过了五种稳健性检验，表明该回

归结果较稳健；其次，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

过增加地区研发投入水平、促进地区消费水平升级、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

得以实现；再次，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东部地区

最大，在中部地区次之，在西部地区最小。

5.2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对策建议。

5.2.1 继续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大教育科研投入

应继续实施人才强国等战略，继续加大教育科研投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

本质量。当前，随着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招，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得到较大提高，但人口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远落后于发达国

家，这就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当突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由“规模

扩大”向“质量提升”转变，不断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发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性作用。

5.2.2 注重地方人才政策同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在制定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时，要注重地方的人才政策

同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做好企业研发的政府补贴和补助政

策，促进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充分释放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过程带来的人才红利，在产业和人才的良性互动中促进地区产业结

构升级。

5.2.3 完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

各地方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完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收入分配

制度，改善消费环境，释放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潜在消费需求，培育国内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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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消费市场，努力消除抑制消费释放的相关因素，发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引领作用。

5.2.4 破除制约人才流动和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地方政府要更加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尊重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规律，

破除制约人才流动和发展的体制障碍，从开放空间到权利赋能，加快新型城镇

化建设，充分释放高层次人力资本潜能，实现高层次人力资本供给增长和产业

结构升级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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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想三年的点滴，内心感慨万千，

有对未来生活工作的向往，但更多的是对这三年时光的不舍，想要在此感谢在

这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位良师益友。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唯实副教授，张老师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

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在硕士论文的选题阶段，我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正是

因为张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与鼓励，才让我选择了本篇硕论题目。在之后的论

文构思、写作、修改阶段，张老师更是给予了诸多帮助。在平时的学习中，张

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要好好研究《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上的论文，这对我

完成整篇硕士论文都有极大地帮助。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张老师对我的谆谆教

诲。

其次，我要感谢经济学院的所有老师，正是因为他们三年来不辞辛苦地为

我们授课，让我对于学术知识更加了解，这不仅让我的知识储备更加丰厚，也

让我的眼界更加开阔。 特别是陈冲老师、刘建国老师、杨迎军老师、张存刚老

师、赵桂婷老师、何业嘉老师， 感谢你们在平时学习和毕业论文方面给予了我

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再次，我要感谢同师门的卢凯亚同学、王煦师姐、周逸欣师兄、张璇师姐、

王世琦师弟，非常荣幸能与你们一个师门，在与你们的相处中让我倍感温暖，

也让我更加乐观地面对生活。我还要感谢我的舍友张彦淑同学、王星星同学，

感谢你们在生活中对我的帮助与包容。感谢在兰州财经大学遇到的每一个人，

让我快乐的时候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有人安慰、迷惘的时候有人指引。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学业的支持与鼓励，没

有你们的默默付出，也不会有我的今天。今后，我会认真工作、热情生活来报

答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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