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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

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升级通过激发收入弹性效应、优化要

素配置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尽管我国持续想办法

对产业进行调整，但各产业间的发展不均依旧明显，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

发展构成了显著制约。202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两年间的平均增速仅为

3.9%，这一速度低于同期 GDP平均增长 5.1%的水平。从短期效应来看，国内疫

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经济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消费恢复的步

伐明显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和供给端的恢复，这进一步凸显了提升消费动力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文探究消费升级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我国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流通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高水平的流通体系。流通作为中

间环节，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可以使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形成统

一的国内大市场，而在新发展格局下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

流通效率可以通过对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

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选择流通效率这一调节变量，对流通

效率在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 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消费升级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

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消费升级可以通

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流通效率对

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流通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消

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但尚未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

发挥作用。最后针对促进消费、提高流通效率、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等提出

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 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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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his 20th CPC meet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enhanc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stimulating the elastic effect of income,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though China continues to find ways to adjust the industry, the uneven

development among the industries is still obvious, which undoubtedl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restric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2022,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was only 3.9% in two years,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GDP growth rate of 5.1% in the same period. From the

short-term effect, the domestic epidemic has brought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economic recovery, the pace of consumption recovery obviously lags

behind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supply side,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momentum.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nsumption upgrading ac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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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that the circulation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moo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high-level

circulation system. As an intermediate link, circulation is connected to

production at one end and consumption at the other end, which can mak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more smooth and form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and play a more obvious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cy can play a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pulling

effect and income elasticity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adjustment variable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to study the regulating role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in the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is paper adopt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0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concludes that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lays no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umption upgrading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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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income elasticity mechanism, factor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Circulation efficiency has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it has not yet

played a role betwee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lly, specific and feasibl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consumption, improving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among

industries.

Keywords ：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ircul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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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

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战略举措的深层意义在于，消费升级

能够有力推动企业实现转型与升级，从而催生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尽管我国持续采取措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及优化，

但各产业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构

成了显著制约。因此，必须将产业结构升级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深化改革

与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为稳健、可持续的发展。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

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

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日益强烈。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人们消费的量的扩

张上，更显著地体现在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上。总体而言，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追求已经从简单的“有无”问题，转向了更高层次的“优劣”问题，呈现出多

样化、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从实物商品的购买到生活服务的需求，从线

上购物的便捷到线下商场的体验，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凸显。目前消费升级的内

涵在学术研究中尚未统一。孙豪（2020）指出，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决策过程中，

中高端消费的增加，以及对必需品的依赖的减少，是消费升级的体现。而一些研

究则进一步细化了消费升级，将其划分为多个层次（毛中根、杨丽姣，2017）。

本文借鉴了徐卓顺等（2022）的研究，将消费规模的指标用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

人均消费总支出来表示，并将其中四大类型发展型消费的人均消费占整体的比重

作为消费结构优化指标，运用熵值法分别得出规模和结构的权重，最后获得消费

升级这一指标来评估消费升级程度。

消费升级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产

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消费升级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高端制造业、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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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等；另一方面，消费升级也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其附

加值和竞争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1978 年一、

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27.7%、47.7%和 24.6%，到 2023年比重分别为 7.1%、38.3%

和 54.6%。第一产业比重逐渐减少，而相对第一产业来说，二三产业变动比较平

缓，但第三产业的份额在不断扩大。三大产业产值均在上升，但各产业间的发展

不均依旧明显，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构成了显著制约。另一方面，疫情的冲击也

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影响，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相较于经济形势的整体回升和供

给的恢复，消费恢复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因此，本文深入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2020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指出，国民经济的根本在于流

通体系的稳固，而“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将“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作为一项

重要目标。为了深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必须致力于构建高效有序的

现代市场体系。这意味着既要促进要素供给的充分竞争，保障消费选择的多样性

与自主性，又要加快建设一个商流、物流、信息流紧密联动的现代化流通体系，

进而推动流通业的高水平发展。一个高水平的现代流通体系，对于畅通国内经济

循环、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商贸流通业作为

流通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商品

服务、工农业生产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直接关联着供给与需求两端。在当前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对于解决新时代的主要

矛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流

通作为中间环节，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可以使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

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而在新发展格局下的作用更加明显（冯树辉、朱平芳，

2022）。高效率的流通业对于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仅能激励其自主

创新，进而助力其脱离产能过剩的困境，还有助于区域更加合理的分工布局，进

而推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则等，2010）。商品流通的本质在于实现商品

价值，即从生产端顺畅流向消费端的过程。流通效率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

流通成本、速度、时间以及资源消耗等多个维度（左秀平等，2023）。这一效率

指标直接反映了流通价值实现的速率和能力（纪路宇、张弘，2021）。由于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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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总和，且两者相互排斥，因此流通效率的高低成为

评估流通体系质量的基础性指标（严金强、武艺扬，2023）。提高流通效率具有

一定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畅通双循环、构建现代化流通网络以及挖掘消费潜能（陈

甬军等，2022）。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这两个维度来量化消费升

级指数。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相应模型，以深入探究消费升级是如何影响产业结

构升级的。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流通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我国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消费升级作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已有前人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与产业结构升

级之间的关系也已被众多学者所探讨。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

因素的调节却少有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流通效率可以通过对产业拉

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

用。通过对这一调节机制的分析，本文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

开拓了新思路。

（2）现实意义

在实用价值层面，消费无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环节。鉴于中国已全

面完成脱贫摘帽任务，在新的征途中，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依靠内需拉动消

费升级，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引擎。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疫情阴霾持续笼

罩，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导致全球产业链出现断裂，进而影响我国产业链的

外部循环。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

支撑，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消费作为经济

“主引擎”的作用，促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有信心消费、有意愿消费。通过强化

国内经济发展，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和潜在风险，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为此，

应密切关注消费升级的动态变化，精准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的状况，明晰消费升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深远影响，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因地制宜提出针对性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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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旨在深入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这对于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新发展格

局顺利运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此外，对流通效

率这一调节机制的探究，也为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选择。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系统查阅相关文献，深入理解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

并对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全面分析。其次，搜集相关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2.2 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后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相应的整理归

纳，了解目前该领域现有的研究进度和研究范围以及未涉及的或是未深入探讨的

方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另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和收集相关变量及其所需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2）文献研究法与理论分析法

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以现有文

献研究为基础，搭建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首先梳理了消费升级理论、产

业结构升级理论以及流通效率相关理论，其次整理了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

相关文献、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最后，提出了流通效率在消

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的理论机制。

（3）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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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实证模型分析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是面板数据分析法，

面板数据综合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特点，可以有效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

虑到数据结构特点和分析需求，本文测算中国 30个省级层面的消费升级水平以

及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是调节效应分析法，调节变量指在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过程中，发挥调

节作用的变量。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因素 C在 A与 B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一般会以交叉项的形式存在。本文从流通效率这一视角对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

升级的调节机制进行分析。

（4）比较分析法

本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究了消费升级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异质性。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明确研究思路与

方法，并概述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同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为

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通过对消费升级的内涵与测度方法、产业结构升级的

概念、测度手段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梳理，全面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

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为后续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

第三部分：理论分析。本部分介绍相关理论基础，深入剖析消费升级影响产

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具体包括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

以及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这些分析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本部分从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两个维度衡量

消费升级，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来评价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构建计

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内

生性讨论和异质性分析，并检验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

及流通效率调节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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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得出研究结论。并借助

流通效率作为工具，提出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

关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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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技术路线

图1.1 论文研究框架

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

消费规模扩大

消费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升级

高级化

合理化

基准回归及相关检验

机制检验

结论与政策

建议

研究结论

政策建议

绪论

研究背景及意义

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文献综述

消费升级的内涵及测度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

相关理论基础

机制分析

收入弹性机制

流通效率调节机制

技术创新机制

要素配置机制

指标构建及选取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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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多数文献探讨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却少有人研究。本文使用流通效率这一调节变量，

对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并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调节作用，最后从流通业发展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因此本文视角及结论对于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研究以及我国经济政

策的调整及制定具有一定意义。

1.4.2 本文的不足

第一，相关文献综述不够充分，对现有研究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第二，

本文在消费升级的测度上，仅依据官方的八大类消费数据，这虽能展现一定的消

费结构，却不能更进一步地进行分析，因而测度略显表面化，无法全面反映消费

升级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消费结构，以

更准确地刻画消费升级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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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在过去，学者们已经对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部分

将对这些研究进行全面的概述，包括消费升级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

的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并对相

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从而找准本文的切入点。

2.1 消费升级的研究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日益增强，消费升级的趋势也日渐显著。

鉴于消费升级这一概念深具中国特色，本文仅聚焦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

理。目前，关于消费升级的探讨已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以下

几个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

2.1.1 消费升级的内涵研究

首先，消费升级的概念比较特殊，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使用的，目前并没有统

一的定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李世美、狄振鹏（2020）

认为，从刀耕火种的文明向蒸汽文明以及新工业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消费升

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活不再受物质匮乏所限，消费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刘子兰、姚健（2018）将其看作是动态的，表现为水平、品质以及需求层级都更

加高级。孙豪（2020）指出，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决策过程中，中高端消费的增

加，以及对必需品的依赖的减少，是消费升级的体现。石明明等（2019）从结构

上划分了两种类型的消费升级：一类消费升级表现为生存性消费，例如食品支出

占比的下降，而二类消费升级则表现为服务性消费，例如家庭消费支出的上升。

此外，还有学者的视角更为开阔，从多个维度丰富了消费升级的内涵，认为在方

式上创新，也是消费升级的内涵之一（Jian et al，2021）。由此可见，消费升

级涵盖了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黄隽、李冀恺（2018）也对其

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包括消费升级的具体表现、如何度量消费升级、目前存在的

问题以及如何促进消费更好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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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关于消费升级的测度研究

在现有文献中，对于消费升级指标的量化，学者们采用了多种不同维度的度

量方法，这反映出测度方法尚未实现标准化。一些学者聚焦于消费不公平，采取

了基尼系数等指标，对消费升级来进行量化（Giles，2004；Fisher et al，2015；

Niño-Zarazúa et al，2017）。潘锡泉（2019）强调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

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内容。徐卓顺等（2022）则采用熵值法计算消费规模和消费结

构的权重，进而得出消费升级指数。石明明等（2019）指出，不能只考虑微观，

还要在宏观上进行研究，这样测度才能更加客观综合，因此他将人们的消费水平

也纳入考虑。此外，部分学者在衡量消费升级时，考虑了消费结构这一因素。举

例来说，黄隽（2018）通过收入弹性大小来进行定义，如果商品的收入弹性值大

于 1，那么称其为高层次，并以在这些商品上面的消费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作为

居民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俞剑、方福前（2015）则利用家庭在三种不同品类上

的消费比重来度量消费升级，并且对农村和城镇分别进行衡量。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历史悠久，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便对此进行了深入探

讨。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研究，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接下来，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2.2.1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研究

在探讨产业组织优化理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溯到国外的早期研究。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William Petty（1690）首次提出了产业组织变动与

社会劳动力流动相适应的观点，这为后续的产业组织研究奠定了基石。随后，

Colin Clark（1940）参考了他的研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他注意到，当一

个国家人均薪酬逐渐增加之后，产业的重点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起初产业的

重心可能集中在第一产业，然后逐渐转向第二产业，最终会向第三产业倾斜。这

种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被后人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与此同时，Fisher（1935）

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经济部门划分为三大产业，这是首次按照经济运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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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原理来进行划分，并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位经济学家 Simon

Smith Kuznets（1941）进一步细化了分类，第一产业主要涵盖农业，第二产业以

工业为主，而第三产业则主要指的是服务业。并通过大量的统计研究，为后续的

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Lewis（1954）主

要探讨了农业与工业之间并行不悖的关系，创造了二元经济模型。筱原三代平

（1957）站在外贸的视角，探讨了产业是如何变迁的，他主张国家应重点关注比

较弱小的工业，以促使它们转变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Hirschman（1958）则

强调了资源分配的重要性，特别是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首要考虑那些效率高、

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大的部门。Rostow（1960）进一步提出，每个占主导地位的部

门随着时期的不同，其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而 Hollis Chenery（1989）将工业

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所依据的是内部生产这一理论。由此可见，国外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产业的演变以及调整。而我国学者对此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初主要借鉴

国外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研究。近年来我国实证研究的趋势日渐增加，对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入。由于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第二

产业的关注也相对较多。

2.2.2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多数研究使用两个维度，即高级化和合理化，分

别进行了测度。然而，由于各自的理解不同，在指标的选取上存在着一些差异。

对于高级化如何衡量的问题，潘文卿和陈水源（1994）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不

同产业间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这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趋向高级的核心要素。也

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更高效，那么其产业结构的高级

化水平也就更高。靖学青（2005）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计算不同行

业间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评估高级化程度。一些研究者受研究资料所限，如周昌

林（2007）选择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单一指标，作为评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指

标。他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加权计算，得出一个综合的数值，来反映产业结构的

高级化程度。这种方法虽然简化了计算过程，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结构

的优化情况。刘伟（2008）的研究则更为全面，他既考虑了“质”的方面，即各

行业结构比例大小的调整和优化；又考虑了“数”的方面，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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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辉等（2017）用各产业部门产出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来衡量产业结构高

级化。在衡量合理化方面，早期，Henri Theil（1967）基于劳动产出弹性的理论

构建了泰尔指数，为后续的测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后，干春晖（2011）

对该指数进行了改进，使其更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此外，也有学者采取了与众

不同的角度，例如潘文卿和陈水源（1994），他们将产业技术特征看做关键因素，

因此在测度过程中，使用了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制造

业以及服务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研究针对于特定行业展开了测

度，使研究趋于精细。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的相关研究中，黄乾和李竞博（2018）针对人口

综合因素进行了评估，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而高

级化的发展则呈现出一致性，服务化水平未见显著区别。此外，他们还观察到经

济发达省份的人口活跃度较高，而东北三省和西北地区则相对较低。在控制其他

社会经济变量后，他们发现人口活跃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从地区层

面来看，郭佳和扶涛（2015）等人以云南省为例，构建了一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评价体系，并深入探讨了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

社会需求、人口素质、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是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因素。黄天能、许进龙（2021）等通过实证分析，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了量

化研究，利用 24座资源枯竭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一些因素可以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如就业增加、政府支持水平提高、消费提升以及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固定

投资则表现出负向影响。庞建刚和李思思（2023）聚焦于县城，利用耦合协调模

型，发现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和城市空间因素均对区域耦合协调度产生积

极影响，而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则呈现出负向效应。武晓霞（2014）运用空

间计量方法，对省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投资

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并不显著，而外贸规模、个人消费需

求和人力资本虽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所推动，但作用有限。相比之下，技术水平

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较大。白云朴和李辉

（2015）则针对资源型产业的优化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分析了资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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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从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人力资本投

入等角度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机制。

2.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杨天宇和陈明玉（2018）从理论上阐述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推

动作用：一方面，通过增加高需求收入弹性产品，扩大其产业的占比，使产业更

加高端；另一方面，发展高生产率产业，增加其比重，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

级。这些研究表明，消费升级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其向中高端发展。张广柱

（2019）通过实证研究对其中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分析，发现消费结构调整之后，

产品相对价值会改变，资源会更多地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领域，推

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陈中耀和李坤（2019）关注

了消费结构持续性，他们认为，为达到最佳状态，必须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与

此同时要推动服务业市场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

玉梅和龚长兰（2019）研究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升

级能够推动工业结构优化，而企业模式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产生了中介效应。在双

循环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潘海岚（2022）基

于当前的时代背景，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进行研究，探讨了消费升级对产业

转型的影响。徐卓顺（2022）则探讨了空间效应，对二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显示，消费升级不仅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

通过区域间的空间外溢效应对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但存在地域性差

异。刘汝浩（2021）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和互动效应

进行了测度和检验，并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创新在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中的中介效应。

2.4 相关研究评述

已有大量文献对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思路。然而现有文献仍然存在着以下不足：关

于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异质性的研究较少，对于二者之间影响的调节

机制的研究仍存在探索的空间。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照本文的理论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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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使用计量模型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流通效率在其中的

调节作用，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和方法借鉴。

2.5 本章小结

本章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研究综述，包括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及

测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研究，并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帮助本文找准研究的切入点以及可能

的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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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章探讨了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包括消费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流

通效率相关理论。并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

这些机制具体包括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调

节机制。

3.1 理论基础

消费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流通效率相关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理论支撑。

3.1.1 消费理论

（1）马克思消费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不仅在研究生产方面取得了成就，还深入探讨了关于

消费的问题。马克思的消费学说发端于 19世纪，在 40年代初现，50-60年代有

了雏形，70-80年代成为体系。它的消费思想主要包括三点：首先，任何生产的

核心目标均在于响应特定的消费需求，而正是这些需求驱动着生产力的持续提升。

其次，产品只有被消费出去，才可以真正称其为产品，如果它只是被生产出来，

不能被叫做完整意义上的产品。最后，生产服务于需求，而需求描绘的是人们内

心的愿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可能会期望满足更高需求，

新的需求由此产生，刺激着厂商发展生产，因此，消费也能够催生生产。除此之

外，马克思还指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循环，在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劳动也更

加高效，人们的闲暇变多，更多地进行消费，同时劳动素质也变得更高，从而带

来下一环节的更高效的生产。

（2）恩格尔定律

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之后，对生活品质的考虑也会增加，人们不

仅会扩大消费，其结构也会产生调整。早在 19世纪，德国的 Ernst Engel就对其

进行了研究，他对欧洲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分析，探究其如何受到居民收入影

响。Engel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食品、衣着等基本支出比例会慢慢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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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娱等享受型支出比例则在增大，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也由此产生，

它可以用来衡量居民生活质量。该系数通过计算食品支出占比来反映居民的消费

结构的变动。

（3）马斯洛需求理论

Abraham H. Maslow 以人类心理动机作为出发点，将人类需求归纳为五个

不同的层级。他提出，需求的满足是一个由低到高，层层推进的过程。对于消费

领域，这一理论表现为当生活水平达到人们的基本需求目标后，他们通常会向往

更高的品质，进而引发支出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行为，实则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

说明。美国学者 Paul A. Samuelson则基于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幸福的量化

方法，即幸福等于效用除以欲望。因此，消费的升级，实际上是人类为了提高自

身幸福感所体现的一种行为模式。这也为恩格尔定律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1.2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配第-克拉克定理

William Petty（1960）认为，各国公民之所以收入和经济情况参差不齐，有

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他研究得出，相比于其他两个产业，工

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增量。Colin Clark（1940）参考前人的研究进行产业分类，

探索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流动模式。他发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呈现出一种趋势：起初，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

逐步向第二产业转移；随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转

向第三产业。这一发现，后来被广泛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是本文选取

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测度中将劳动力因素纳入考虑。

（2）人均收入影响论

Simon Smith Kuznets（1941）对总产值和就业人口的变动规律进行了考察，

进而揭示了产业结构总体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经济运

行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收入份额逐渐下降，同时其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也在不断

减少；第二产业虽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几

乎保持不变或略有增强；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虽然略有上升，但变动

并不稳定，然而其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却呈现出持续增大的趋势。该理论是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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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定理的进一步证明，对于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

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着重考虑了产业产值的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一指

标综合考虑了产业产值以及就业人口的比重。

（3）主导产业理论

Rostow（1960）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六阶段论，他强调，在每个阶段中，

都有相应的主导产业在推动发展。主导产业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能够依托科

技进步或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因此主导产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研

发，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二，能够

形成持续高速的增长率。主导产业通常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能够保

持较高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第三，具有较强的扩放效应，

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主导产业通过前向关联效应、

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旁向关联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经济体系

的增长。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主导产业会不断变换，这是演进过程中的一

个鲜明标志，由此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成为了实现经济跨越的核心动力。

伴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中国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培育主导产

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该理论为本文探索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内在关系奠定了基础。

3.1.3 流通效率相关理论

商品价值的实现是商品流通的本质，即商品经济由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运行过

程。因此，流通效率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有着多元的内涵。流通效率具体包括流

通的成本、流通的速度、流通的时间及资源消耗等多个方面（左秀平等，2023）。

流通效率是衡量流通价值实现速度与能力的直接指标（纪路宇、张弘，2021）。

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共同构成，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

因此，流通效率的高低成为评价流通体系质量的核心依据（严金强、武艺扬，2

023）。提高流通效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畅通双循环、构建现代化流

通网络以及挖掘消费潜能（陈甬军等，2022）。

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提升流通效率的关键所在（曹海苓，2023）。学界与各

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通过优化流通效率来推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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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李艳，2023）。流通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改善民众生

活，而且在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下，必须构建更为健全的流通体系，进而实现

流通效率的显著提升（杨向阳等，2023）。流通体系的变革对于提升流通效率具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构成流通效率改进的重要一环（刘海建、胡化广，2023）。

流通体系作为纽带，连接着生产与消费，其效率在数字经济助力下得到显著改善，

成本亦有所降低，这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共同富裕的步伐。流通效率在提高国民经

济总体运行效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丁华、丁宁，2023）。

3.2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节分析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

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为后续中介效应以

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3.2.1 收入弹性机制

消费升级是收入稳步提高的体现。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

对于食品等生存必需品的消费减少，而发展型等支出会增加，也就是说，会更多

购买收入弹性大的商品。而供给侧通过市场这一媒介接收到这种消费上的转变，

进而不仅能够促使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还可能推动其成为主导产业（杨天宇、陈

明玉，2018）。以第二产业为例，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加，在电子产品等高技术

产品上的消费日渐扩大，这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地位提升，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走向更加智能化的未来；而对于第三产业，居民购买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文娱、教育等高品质服务的消费，同时有助于激发对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的

投资热情，这也成为了行业内部提供更高质量服务、从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催化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消费升级可以使对高需求收入弹性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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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要素配置机制

上述机制以生产后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影响机理，而要素配置机制更加关注生

产中的问题。根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经济

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说，在这种前提下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理

性的企业家在生产决策时，不仅会参考以往的产品的生产情况，以此来计划当期

所需的生产数量，从而使生产规模与结构更加合理；还会敏锐捕捉市场信息，掌

握最新动向，以便于使生产更精准满足市场需求，甚至引领新的消费风尚，催生

新的产品和服务，塑造需求新格局，通过改善质量、优化性能等举措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简而言之，市场上需求信息的更新不仅促使企业调整原有计划，还对其

有着激励作用，推动创新。当购买者增加对更高层次产品的购买时，这相当于给

了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高端产业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利益导向下，企

业捕捉到这一市场信号之后，会转移生产要素，将其向中高端产业倾斜，这不仅

可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还鼓励了中高端增加生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

等，202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2：消费升级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向中高端产业集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

3.2.3 技术创新机制

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为现代经济赋能，为生产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技术

这一生产要素，其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逐渐超越传统要素。技术可以使产品拥

有高附加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这一生产要素的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也是

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实现产业转型过程中，对科技方面大力投入。消费需求的变迁

不仅推动了市场的繁荣，更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马斯洛需求理

论，随着居民消费层次的提升，对企业的期待也日益增强。为应对消费者日益多

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企业必须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从安全性、环保

性、智能性等多个维度提升产品品质，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那些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高品质需求的产业，将逐渐被市场淘汰，而

这一过程正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刘汝浩，2021）。新兴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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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仅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崛起，占据了市场份额，还使得对传统商品的消

费下降，由此引发了导致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而科技

创新使其产生协同效应，推动了新兴经济的出现，并一点点替代传统产业，成为

经济的支柱，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3：消费升级可以激励厂商进行产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2.4 流通效率调节机制

流通效率通过对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

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1）流通效率对产业拉动效应的调节作用

在微观层面，厂商为迎合消费升级趋势，会进行更多的科技投入，改变其策

略，进而使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使生产结构和规模更加适应市场需要。从宏观角

度来说，消费升级同样促进了要素流动，只不过这种流动不再是企业内部，而是

由低端转移至中高端行业，推动产业更加合理布局，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同

时，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整合商品及资源，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可以拓宽商品流通途

径，使过程中的损耗降低，让供给和需求更加匹配。这也对更高的效率提出了要

求（宋则等，2010）。流通效率的提升不仅能够充分使各种生产要素更有活力，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使供求更能匹配，还能加快交易速度，进而显示流通业的重

要作用，特别是在指导生产和扩大消费方面，从而助推高质量发展。（孔庆景，

2023）。此外，流通效率的提升也将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资源在国内市场的顺畅

流通，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陈锦然等，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

假设 4：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加速生产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产

业拉动效应，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2）流通效率对收入弹性效应的调节作用

消费升级的核心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弹性的作用机制，推

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消费升级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能反

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随着中等收

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根据边际消费理论，高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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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度有限，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将显著提升对需求收入

弹性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引导企业进行生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市场经济中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体现，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

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流通业的发

展不仅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助推国民收入增加，进而推动劳动报酬的增长，还能通

过带动社会就业，直接增加劳动收入（谢莉娟等，2023）。提升流通效率，有利

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范围（刘海建、胡化广，2023），从

而扩大收入弹性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5：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扩大收入弹性效应，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

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3.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并分析了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

论机制：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流通效率调节机制。为

下文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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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章介绍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并进

行了实证分析与机制检验。

4.1 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造如下实证模型：

ittiit3it21it εδμXαCSααS  （1）

其中， i表示地区， t表示年份，采用 2011-2020年中国除西藏外的 30个省

区面板数据。S是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本文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 1S 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2S 两个维度进行度量。CS是表征消费升级的指标，

X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gdp，金融发展水平 fin，对外开放程度

open，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infrastr和财政支出水平 fisc。 i 为各省份的个体固定效

应，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it 表示干扰项。

4.2 变量选取

4.2.1 消费升级指标选取

消费升级主要包含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潘锡泉，2019），本文借

鉴了徐卓顺等（2022）的研究，将消费规模的指标用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人均消

费总支出（简称人均消费总支出）来表示，并将其中四大类型发展型消费的人均

消费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指标。并使用熵值法得出规模和结构

的权重分别为 0.731和 0.269，最后获得消费升级指标，该指标用 CS表示。消费

升级的指标体系构建见表 4.1。消费升级的测度结果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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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消费升级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消费升级

消费规模 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人均消费总支出

消费结构
（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

和医疗保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总支出

表 4.2 消费升级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54 0.58 0.63 0.66 0.64 0.64 0.69 0.70 0.75 0.61
天津 0.33 0.36 0.31 0.35 0.39 0.46 0.49 0.57 0.61 0.49
河北 0.16 0.18 0.18 0.23 0.25 0.27 0.31 0.31 0.34 0.34
山西 0.13 0.14 0.19 0.22 0.27 0.30 0.32 0.33 0.37 0.33
内蒙古 0.22 0.27 0.26 0.30 0.33 0.35 0.38 0.40 0.42 0.37
辽宁 0.21 0.26 0.30 0.27 0.31 0.40 0.43 0.45 0.46 0.37
吉林 0.16 0.20 0.27 0.27 0.28 0.33 0.33 0.38 0.41 0.34
黑龙江 0.14 0.16 0.20 0.21 0.25 0.30 0.31 0.35 0.39 0.31
上海 0.54 0.58 0.61 0.67 0.57 0.63 0.66 0.75 0.80 0.68
江苏 0.31 0.36 0.33 0.37 0.38 0.41 0.44 0.44 0.48 0.43
浙江 0.40 0.42 0.33 0.39 0.42 0.48 0.48 0.52 0.58 0.53
安徽 0.16 0.17 0.17 0.15 0.19 0.25 0.27 0.27 0.33 0.30
福建 0.23 0.26 0.22 0.24 0.27 0.29 0.31 0.34 0.38 0.35
江西 0.12 0.13 0.16 0.12 0.17 0.19 0.20 0.27 0.31 0.30
山东 0.13 0.15 0.17 0.22 0.27 0.31 0.35 0.39 0.42 0.43
河南 0.15 0.18 0.21 0.18 0.21 0.23 0.26 0.29 0.33 0.29
湖北 0.12 0.15 0.18 0.18 0.24 0.28 0.30 0.37 0.42 0.31
湖南 0.18 0.21 0.20 0.26 0.28 0.34 0.38 0.41 0.44 0.43
广东 0.32 0.35 0.26 0.31 0.35 0.40 0.42 0.43 0.50 0.45
广西 0.16 0.18 0.22 0.14 0.17 0.20 0.25 0.31 0.35 0.29
海南 0.11 0.14 0.17 0.16 0.20 0.23 0.27 0.28 0.35 0.50
重庆 0.14 0.15 0.14 0.18 0.24 0.29 0.34 0.37 0.40 0.40
四川 0.11 0.14 0.18 0.18 0.22 0.23 0.29 0.31 0.36 0.38
贵州 0.09 0.12 0.17 0.17 0.19 0.22 0.25 0.27 0.29 0.30
云南 0.10 0.11 0.15 0.18 0.18 0.18 0.22 0.29 0.29 0.33
陕西 0.17 0.20 0.23 0.26 0.27 0.32 0.33 0.36 0.38 0.36
甘肃 0.08 0.13 0.13 0.15 0.17 0.24 0.27 0.25 0.28 0.28
青海 0.13 0.17 0.17 0.21 0.29 0.30 0.34 0.36 0.35 0.38
宁夏 0.16 0.20 0.24 0.27 0.31 0.38 0.39 0.40 0.44 0.38
新疆 0.12 0.13 0.21 0.19 0.24 0.30 0.34 0.33 0.35 0.31

由表 4.2可知，各省份消费升级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消费升级水平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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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海南、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消费升级水

平较低。

4.2.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

（1）产业结构高级化

信息时代催生了服务业快速发展，这标志着了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必须清

楚这样的典型事实，即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速要快于第二产业（吴敬琏，

2008），因此本文在选取高级化指标时，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借助三

产与二产的产值之比来衡量高级化水平。该指标能够直观显示经济的服务化倾向，

同时很容易了解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当该指标上升，可以表明经济走向服务化，

同时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在本文中高级化水平表示为 S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

度结果见表 4.3。

表 4.3 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3.79 3.90 4.03 4.14 4.57 4.77 4.89 5.02 5.23 5.24
天津 1.12 1.15 1.22 1.27 1.39 1.59 1.69 1.73 1.80 1.81
河北 0.82 0.85 0.89 0.92 1.02 1.06 1.15 1.26 1.35 1.33
山西 0.53 0.61 0.69 0.78 1.13 1.19 1.07 1.15 1.16 1.16
内蒙古 1.01 0.98 1.01 1.06 1.15 1.18 1.26 1.27 1.27 1.20
辽宁 0.73 0.80 0.87 0.99 1.18 1.36 1.38 1.37 1.39 1.43
吉林 1.26 1.26 1.29 1.29 1.28 1.38 1.46 1.49 1.52 1.48
黑龙江 0.68 0.74 0.79 0.95 1.29 1.48 1.66 1.78 1.85 1.95
上海 1.43 1.59 1.78 1.91 2.18 2.47 2.44 2.47 2.72 2.79
江苏 0.82 0.86 0.92 0.97 1.02 1.09 1.09 1.11 1.17 1.20
浙江 0.86 0.92 0.96 0.96 1.03 1.10 1.17 1.21 1.30 1.37
安徽 0.76 0.77 0.80 0.84 0.98 1.07 1.14 1.23 1.27 1.29
福建 0.76 0.76 0.76 0.75 0.81 0.87 0.94 0.93 0.98 1.03
江西 0.62 0.65 0.67 0.70 0.80 0.90 0.95 1.07 1.09 1.12
山东 0.77 0.83 0.90 0.95 1.03 1.11 1.16 1.24 1.32 1.37
河南 0.64 0.69 0.74 0.78 0.84 0.91 0.94 1.07 1.13 1.20
湖北 0.79 0.79 0.90 0.94 1.01 1.06 1.14 1.19 1.22 1.44
湖南 0.86 0.88 0.92 0.96 1.04 1.16 1.29 1.39 1.35 1.34
广东 0.93 0.99 1.03 1.04 1.11 1.22 1.28 1.32 1.39 1.43
广西 0.96 1.04 1.16 1.17 1.27 1.37 1.43 1.48 1.53 1.62
海南 1.72 1.82 2.19 2.21 2.28 2.50 2.55 2.73 2.92 3.13
重庆 1.05 1.02 1.02 1.01 1.08 1.16 1.22 1.29 1.3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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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四川 0.82 0.85 0.87 0.94 1.02 1.17 1.31 1.40 1.42 1.45
贵州 1.18 1.16 1.20 1.20 1.21 1.22 1.33 1.40 1.43 1.45
云南 1.13 1.12 1.19 1.24 1.35 1.46 1.56 1.53 1.50 1.50
陕西 0.69 0.69 0.72 0.75 0.88 0.95 0.95 0.97 1.02 1.12
甘肃 0.88 0.93 1.00 1.06 1.32 1.46 1.57 1.60 1.68 1.76
青海 1.20 1.18 1.22 1.28 1.37 1.35 1.28 1.27 1.29 1.34
宁夏 0.91 0.96 1.00 1.03 1.10 1.15 1.10 1.17 1.19 1.22
新疆 0.77 0.87 1.03 1.05 1.29 1.37 1.35 1.39 1.47 1.47

由表 4.3可知，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北京、海南、上海、天津、吉林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高

级化水平位居前列；辽宁、陕西、河南、江西、山西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

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

（2）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一个重要概念，体现了产业间的配合能力，以及聚合质量。

它不仅体现了产业的协同程度，还能够说明资源是否得到合理利用。目前许多研

究运用逆向指标，比如结构偏离度等来衡量合理化，对于这种方法来说，如果数

值越大，则合理化水平越低。本文出于统一形式以便比较分析的考虑，借鉴了龙

少波等（2022）的研究，对结构偏离度指标合理改进并利用各产业的产值比重来

赋权，计算公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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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 i表示产业， iY 表示 i产业的产值，Y表示总产值，用于衡量产出结

构； iL 表示 i产业就业人数，L表示总就业人数，用于衡量就业结构。 2S 的值越

大，说明产业结构越趋于协调合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结果见表 4.4。

表 4.4 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10 -0.06 -0.05 -0.05 -0.06 -0.06 -0.06 -0.06 -0.0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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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天津 -0.10 -0.09 -0.08 -0.08 -0.08 -0.07 -0.07 -0.07 -0.07 -0.05
河北 -0.41 -0.38 -0.36 -0.36 -0.35 -0.33 -0.31 -0.28 -0.27 -0.19
山西 -0.83 -0.70 -0.57 -0.58 -0.43 -0.39 -0.43 -0.42 -0.42 -0.36
内蒙古 -0.77 -0.68 -0.62 -0.59 -0.56 -0.55 -0.55 -0.55 -0.57 -0.63
辽宁 -0.58 -0.53 -0.41 -0.35 -0.34 -0.37 -0.38 -0.40 -0.41 -0.36
吉林 -0.58 -0.60 -0.60 -0.62 -0.63 -0.64 -0.64 -0.64 -0.63 -0.63
黑龙江 -0.93 -0.70 -0.69 -0.57 -0.35 -0.33 -0.29 -0.30 -0.28 -0.24
上海 -0.03 -0.06 -0.04 -0.05 -0.09 -0.12 -0.08 -0.07 -0.03 -0.14
江苏 -0.22 -0.21 -0.20 -0.19 -0.18 -0.17 -0.16 -0.15 -0.14 -0.13
浙江 -0.16 -0.14 -0.13 -0.12 -0.10 -0.09 -0.10 -0.09 -0.10 -0.10
安徽 -0.61 -0.55 -0.49 -0.45 -0.40 -0.38 -0.37 -0.37 -0.37 -0.26
福建 -0.29 -0.27 -0.25 -0.25 -0.24 -0.23 -0.22 -0.24 -0.26 -0.28
江西 -0.54 -0.50 -0.47 -0.43 -0.33 -0.29 -0.27 -0.24 -0.22 -0.19
山东 -0.48 -0.44 -0.41 -0.38 -0.36 -0.34 -0.33 -0.31 -0.29 -0.27
河南 -0.59 -0.56 -0.51 -0.48 -0.42 -0.37 -0.34 -0.30 -0.28 -0.26
湖北 -0.80 -0.79 -0.70 -0.63 -0.58 -0.53 -0.50 -0.47 -0.45 -0.30
湖南 -0.63 -0.62 -0.61 -0.61 -0.60 -0.57 -0.55 -0.54 -0.53 -0.27
广东 -0.25 -0.22 -0.20 -0.18 -0.16 -0.15 -0.14 -0.12 -0.11 -0.10
广西 -0.77 -0.77 -0.74 -0.72 -0.67 -0.57 -0.51 -0.44 -0.38 -0.30
海南 -0.57 -0.51 -0.38 -0.36 -0.34 -0.31 -0.31 -0.29 -0.27 -0.24
重庆 -0.52 -0.47 -0.41 -0.38 -0.35 -0.31 -0.30 -0.30 -0.28 -0.29
四川 -0.59 -0.57 -0.56 -0.53 -0.50 -0.46 -0.43 -0.42 -0.40 -0.37
贵州 -1.62 -1.48 -1.35 -1.19 -1.06 -0.70 -0.56 -0.49 -0.42 -0.34
云南 -1.23 -1.14 -1.05 -0.98 -0.92 -0.86 -0.77 -0.70 -0.65 -0.58
陕西 -0.60 -1.14 -1.01 -0.96 -0.89 -0.85 -0.85 -0.91 -0.92 -0.52
甘肃 -1.40 -1.33 -1.24 -1.18 -1.06 -1.00 -0.95 -0.92 -0.88 -0.60
青海 -0.51 -0.47 -0.47 -0.46 -0.45 -0.46 -0.41 -0.41 -0.40 -0.35
宁夏 -0.98 -0.86 -0.72 -0.59 -0.52 -0.49 -0.45 -0.41 -0.39 -0.37
新疆 -1.04 -0.96 -0.80 -0.81 -0.72 -0.71 -0.71 -0.75 -0.63 -0.60

由表 4.4可知，各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合

理化水平位居前列；宁夏、新疆、云南、甘肃、贵州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

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

4.2.3 中介变量选取

高端产品销售情况（tecinco）。收入弹性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使得高收入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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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拉动和促进产业升级。高收入弹性的产品往往是非生存

必需且附加值较高的高端产品，产品需求反映到市场层面可以是产品的销售情况，

本文借鉴龙少波、丁点尔（2022）的研究，采用高技术产业产品的营业收入占工

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测度指标，以检验收入弹性机制。

高端产业就业水平（tecpeo）。要素配置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促使厂商优化

要素配置结构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

文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为例，采用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第二产业比重比作为

测度指标，以检验要素配置机制。

产业技术创新水平（tecmark）。技术创新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促使厂商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借鉴潘雄锋等（2023）的研究，

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的比重作为测度指标，以检验技术创新机制。

4.2.4 调节变量选取

对流通效率进行测度，一类主要尝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林翊和吴碧凡，2

017），通常采用因子及主成分分析方法。还有一部分学者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将流通效率的指标用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孙畅和吴立力，2017）。

本文参考冯树辉、朱平芳（2022）的做法，用 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流通效

率进行测算，用 tfpch来表示。

该方法在测算时，流通效率可以用 DEA-Malmquist指数来代替。如果将第 t

期技术水平看做依据，Malmquist指数可以这样表示：

 
 ti,ti,ti,

1ti,1ti,ti,
ti, Y,Xd

Y,Xd
M  （3）

根据上式， t,iM 代表 t期技术水平下，t期与 1t  期之间技术效率的增减； t,iX

表示第 i个单位于第 t 期的要素投入； t,iY 表示第 i 个单位于第 t 期的产出；

 t,it,it,i Y,Xd 为距离函数，它的公式为：

    ti,1ti,1ti,ti,ti,ti, CY,Xθ：minY,Xd   （4）

鉴于 DEA方法的核算方式，下一步是确定流通业的投入产出指标。在产出

指标方面，本文遵循封永刚（2022）的研究，选择增加值作为衡量我国商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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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产出指标，并使用省级层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减指数对商贸流通业的产出指

标进行不变价（以 2000年价格为基期）处理。对于投入指标，遵循现有研究，

本文同样选择劳动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要素。在劳动投入指标方面，本文使用商

贸流通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数的总和衡量劳

动投入。对于资本投入指标，采取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度量，公式为：

  t
i

1t
i

t
i IKδ1K   （5）

其中，K为资本存量， I为固定资本投资额，为折旧率。使用永续盘存法

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时，需对基期的资本存量进行确定，本文选择陈昌兵（2014）

的方法，使用资本产出比的方法，即假设 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占全

国资本存量的比例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的比例相同，以此确定基期资

本存量。因此本文借助基期商贸流通业的增加值，确定基期的资本存量，其中省

级层面商贸流通业的基期资本产出比值参照单豪杰（2008）的研究进行设定。在

此基础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进行衡量。在折旧率的设定方

面，参照王明雁等（2021）的研究，将其设定为 5%。另外，使用第三产业增加

值的平减指数对资本存量进行价格调整。

4.2.5 控制变量选取

出于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的考虑，本文选取相关控制变量，排除潜在因素的

干扰。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金融发展水平（fin）、对外开放程

度（open）、公共基础设施水平（infr）和财政支出水平（fisc）。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生产效率高

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魏滨辉等，2023），为此，本文将经济发展水

平纳入控制变量，采用经济发展水平（平减人均 GDP）取对数来衡量。

财政支出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可以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

进资源合理流动，最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为此，本

文将财政支出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通过各省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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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反映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程度（冯树辉、朱平芳，2022），为此，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通

过各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长，对外开放水平已

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魏滨辉等，2023），为此，本文将对外

开放程度纳入控制变量，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外部效应，通过地区分工合作和产业集聚，提升各地生

产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产业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为此，本

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采用单位面积公路里程作为测度指标。

4.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全国 30个省份在 2011-2020年共 10年的数据。鉴于数据

可得性，不含西藏、台湾省的数据。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国

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由于流通效率是用

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测度，计算的是 t 期到 1t  期的变化，因此没有第一

年的数据，所以观测值为 270。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4.5。

表 4.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消费升级 CS 300 0.307 0.135 0.106 0.724

产业结构高级化 S1 300 1.323 0.717 0.629 4.958

产业结构合理化 S2 300 -0.460 0.289 -1.377 -0.0369

流通效率 tfpch 270 0.979 0.148 0.669 1.750

经济发展水平 gdp 300 9.320 0.460 8.653 10.66

金融发展水平 fin 300 3.230 1.137 1.661 7.585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300 0.266 0.293 0.0168 1.403

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infr 300 2.710 0.360 1.413 3.250

财政支出水平 fisc 300 0.264 0.113 0.121 0.723

高端产品销售情况 tecinco 300 0.100 0.0748 0.00231 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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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高端产业就业水平 tecpeo 300 0.0456 0.0368 0.00365 0.151

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tecmark 300 0.152 0.255 0.00264 1.500

4.4 实证分析

本节对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了

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4.4.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结果

见表 4.6。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一列，核心解释变量CS的回归系数为 0.806，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该回归系数表明，消费升级水平每提高 1个单位，

则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 0.806个单位。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从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份额变化动态来看，消费升级为

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后，社会生产力得

到显著提高，经济迅速腾飞，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人们的需求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精神上的需求也逐

渐增加，多种服务业也因此蓬勃兴起，从而助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二列，核

心解释变量CS的回归系数为 0.288，说明消费升级虽未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但与其具有正相关性。产业结构合理化不仅体现了产业间的协调与否，还能够说

明资源的利用情况。消费升级对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或许是因为没有起到对产

业关联的促进作用，因而没能优化资源配置，这产生的消极作用抵消了其对合理

化的积极影响，因而不能明显起到带动作用（潘海岚等，2022）。这说明产业结

构合理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产业结构还有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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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1）

S1

（2）

S2

CS
0.806***

（4.00）

0.288

（1.54）

gdp
0.223

（1.65）

0.390***

（3.11）

fin
0.119***

（3.41）

0.046

（1.43）

open
-0.771***

（-8.22）

0.384***

（4.41）

infr
-0.078

（-1.18）

0.431***

（7.02）

fisc
2.324***

（7.53）

0.733**

（2.5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R2 0.984 0.91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4.2 内生性检验

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有

误。消费升级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升

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产品研

发和生产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推动消费者收入不断提高，引导居民消费从满

足最基本生活向更高层次转变，从而带动消费升级（祁艳艳等，2022）。因此本

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即 2SLS缓解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 Head and

Mayer（2006）以及刘修岩等（2007）的方法，通过构建各省份地理中心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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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作为衡量各省面临全国市场消费升级水平的工具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1j
1

ijdlngc ，即一个省份（自治区、市）与其他省份（市、直辖市）距离倒

数之和的自然对数。由于该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量，为体现动态特征参考陈启

斐和吴金龙（2020）的做法，采用 2011-2020年官方名义汇率（rate）进行调整。

在相关性方面，地理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该地区在国内的相对地理位置，地

理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地区拥有更通达的市场网络，市场发育相对成熟，该地区的

消费升级水平也越高，且这一地理指标严格外生，不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

此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以地理中心度与官方名义汇率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 2SLS回归，结果见表 4.7。

从 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来看，它的 p值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表

明所选工具变量并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从 Cragg-Donald Wald检验来看，它

的 F值大于 10%的临界值 16.38，故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

之后，核心解释变量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著，且在 5%的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依旧为正且不显著，

该结果与前文的分析一致，表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表 4.7 2SLS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CS

第二阶段

S1 S2

gc*rate
0.008**

（2.42）

CS
2.304**

（2.17）

0.843

（1.50）

gdp
-0.052

（-1.25）
0.331**
（2.07）

0.430***
（3.27）

fin
-0.021*

（-1.76）

0.058***

（3.47）

0.061*

（1.77）

open
0.104***

（2.96）

-0.936***

（-5.58）

0.322***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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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变量
第一阶段

CS

第二阶段

S1 S2

infr
-0.18

（-0.89）

-0.036

（-0.54）

0.446***

（5.40）

fisc
-0.002

（-0.02）

2.307***

（6.52）

0.727**

（2.22）

观测值 300 300 300

R2 0.960 0.981 0.91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4.107** 4.107**

Cragg-Donald Wald F 300 16.788 16.788

4.4.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刘伟等（2008）的研究方法，利用各产业产值之比与各产业劳动生产

率的乘积加权值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 S1的替代变量，并采用均值化方法消除量

纲。其计算公式为：






  i

i3

1i

i
1 L

Y
Y
YT （6）

其中，Yi、Y和 Li同式（2）。

本文参考了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方法，利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

化 S2的替代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L
Y

L
Y

ln
Y
YT i

i

3

1i
i

2 （7）

其中，Yi、Y、Li和 L同式（2）。若该值为 0，说明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

若不为 0，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即泰尔指数值越大越

不合理。结果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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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可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著，且在1%的显著性

水平下通过检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依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该

结果与前文主回归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前文的结论是可

信的。

表 4.8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T1

（2）

T2

CS
0.294***

（1.98）

-0.096

（-1.21）

gdp
0.361***

（3.57）

-0.235***

（-4.33）

fin
0.043*

（1.69）

-0.029**

（-2.08）

open
0.144**

（2.19）

-0.152***

（-4.33）

infr
-0.003

（-0.05）

-0.201***

（-7.57）

fisc
-0.588***

（-2.64）

-0.175

（-1.47）

观测值 300 300

R2 0.890 0.62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2）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直辖市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政策偏向性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

文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与重庆市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 4.9。从回归结果可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

著，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依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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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4.9 剔除直辖市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S1

（2）

S2

CS
0.972***

（4.71）

0.270

（1.25）

gdp
0.193

（1.43）

0.515***

（3.65）

fin
0.087**

（2.38）

0.068*

（1.79）

open
-0.029

（-0.21）

0.286*

（1.96）

infr
-0.072

（-1.02）

0.516***

（6.98）

fisc
2.609***

（8.26）

0.903**

（2.74）

观测值 260 260

R2 0.856 0.65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4.4.4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距比较大，可能会存在地区异质

性。为考察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本

文将 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一步讨论不同地区费

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见表 4.10。东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这说明，在东部地区，消费升级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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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理论，消费升级可以通过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收入弹性机制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较高，且

要素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因而消费升级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消费者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需求，因而会购买

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对高收入弹性商品的需求在增加。这种消费需

求的变化会引导生产的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

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但系数为正，说明

在中部地区，消费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明显差距，没有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和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与消费升级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可能是由于在中部地区，多数省份产业结构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和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技术壁垒弱化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

西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传统农业比重过大，且产业间资源配置不合理，

产业间关联度较弱。总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

异质性，需要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表 4.10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东部 中部 西部

变量 S1 S2 S1 S2 S1 S2

CS
1.293***

（3.44）

0.371***

（3.37）

0.615

（1.15）

0.266

（0.65）

-0.229

（-0.92）

-0.889*

（-1.96）

gdp
0.530

（1.32）

0.329***

（2.80）

-0.116

（-0.23）

-0.061

（-0.16）

0.352***

（2.75）

1.314***

（5.62）

fin
0.174**

（2.29）

-0.050**

（2.23）

-0.086

（-0.54）

-0.110

（-0.89）

0.083**

（2.24）

0.192***

（2.83）

open
-0.935**

（-5.15）

0.218***

（4.09）

-0.578

（-0.70）

-0.771

（-1.22）

-0.398*

（-1.82）

0.106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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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0

东部 中部 西部

变量 S1 S2 S1 S2 S1 S2

infr
-0.257

（-1.62）

0.043

（-0.93）

0.215

（0.86）

0.398**

（2.09）

-0.064

（-0.91）

0.591***

（4.61）

fisc
-0.182

（-0.22）

0.218

（0.89）

4.798***

（3.83）

1.682*

（1.76）

2.553***

（9.61）

0.709

（1.46）

省份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2 0.865 0.618 0.865 0.618 0.916 0.765

4.5 机制检验

4.5.1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选取高端产品销售情况（tecinco）、高端产业就业水平（tecpeo）和产

业技术创新水平（tecmark）三个中介变量来检验前文所述三大理论机制，即收

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重点检

验解释变量消费升级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因此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ittiit3it21it XCSM  （6）

表 4.11检验了消费升级高端产品销售情况、高端产业就业水平以及产业技

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第 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

了高端产品的销售量，说明消费升级使居民增加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拉动了高端

产业的发展和高端产品市场的繁荣，假设 1得到验证。第 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高端产业的就业水平，说明消费升级优化了

生产要素的配置，促使优质的人力资源不断向高端产业转移，提高了高端产业的

就业水平，假设 2得到验证。第 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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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了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说明消费升级激励了厂商进行多维度的技术创

新，研发新兴产品以适应需求端的变化，假设 3得到验证。因此，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验证了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合理性。

表 4.11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tecinco

（2）

tecpeo

（3）

tecmark

x1
0.156***

（2.88）

0.045***

（2.89）

0.354***

（2.69）

gdp
0.159***

（4.37）

0.036***

（3.45）

0.202**

（2.29）

fin
0.016

（1.71）

0.001

（0.27）

0.104***

（4.59）

open
0.097***

（3.84）

0.042***

（5.71）

0.070

（1.15）

lnfrastr
0.001

（0.03）

0.010**

（2.03）

-0.184***

（-4.27）

fisc
-0.119

（-1.44）

-0.013

（-0.53）

0.057

（0.2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300

R2 0.438 0.322 0.412

4.5.2 调节作用检验

为验证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消费升级和流通效

率的交互项，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itt1it5it4it3it21it XCS*tfpchtfpchCSS  （7）

其中，tfpch为流通效率，tfpch*CS为流通效率和消费升级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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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4.12所示。第一列，消费升级和流通效率的交互项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提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

第二列，消费升级和流通效率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流通效率尚未在消

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作用，这说明流通效率通过增强产业拉动效应

和收入弹性效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

设 4和假设 5。总的来说，流通效率和消费升级水平的同步提升，将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表 4.12 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S1

（2）

S2

tfpch*CS
1.019**

（2.19）

0.490

（1.16）

CS
-0.721***

（3.62）

-0.270

（1.49）

tfpch
0.020

（0.49）

-0.065

（-1.76）

gdp
0.232

（1.63）

0.418***

（3.24）

fin
0.112***

（3.13）

0.048

（1.48）

open
-0.667***

（-6.43）

0.382***

（4.04）

lnfr
-0.079

（-1.15）

0.359***

（5.78）

fisc
2.306***

（7.50）

0.341

（1.2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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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变量
（1）

S1

（2）

S2

R2 0.987 0.927

4.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计量模型设定，接着介绍了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实证研究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

著促进作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相关性；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收入弹性机制、

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

构升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提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促进作用，但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作用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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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和预期较为相符，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且流通效率在其中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消费升级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

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消费升级具有正相关

性。第二，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流通效率对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调节作用，提

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在消费升级

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作用。这说明流通效率通过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

效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而对产

业间的素质协调、关联方式协调等尚未发挥明显作用。第四，消费升级在东部地

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较强，在中部、西部地区的驱动作用较弱。因此应

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刺激中西部更高层次消费需求，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

5.2 政策建议

本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刺激消费升级、提升流通效率和重视产业间的协调

与平衡的政策建议。

5.2.1刺激消费升级

第一，政府要增强消费预期，提高人们消费信心。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

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同时，改善消费基

础设施，提升消费体验，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还可以通过减税降费，

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降低居民的消费成本，提高消费意愿。并且要鼓励和支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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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费、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便捷化的消费选择。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目前许多消费者拥有购买意愿，但却缺少购买能力，这使

他们望洋兴叹，也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的基础在于收入，收入增加了人

们的消费能力才能增加，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动，体现为追求更高层次

的商品。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所得，提高工资标准，让劳动报酬更加

合理，使得劳动供给更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促进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鼓励创业、支持灵活就业。鼓励居民发展多元化收入，

增加收入途径，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积极推动乡村振兴，鼓励农民发展特色产

业及旅游业等。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养老、医疗等方面，解决

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敢花钱，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从而也能更加敢于消费，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关注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改革收入分

配制度，完善初次分配，多劳多得，并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缩小差距促进公

平，在第三次分配上，倡导慈善组织等参与分配，让分配更加公平，促进共同富

裕。第三，国家要积极引导，鼓励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强消费新动能，推

动多元化消费体系的形成，在此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群体差异。第四，要大力支

持消费信贷，优化信贷政策，鼓励银行等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例如降低贷款利率，

延长贷款期限，简化审批流程，以及为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政

策、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贷产品等为消费升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要完

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减少融资风险。

5.2.2提升流通效率

（1）真正确立流通产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地位

第一，应该摒弃过去忽视流通，重视生产的思想，深刻认识到流通产业的重

要地位。第二，要意识到流通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流通也能够产生价值，甚

至在某些角度其价值要高于生产。第三，要有系统思维，不能单独把流通环节孤

立来看，而是要把其放入经济四环节的循环中，促进一种良性互动。这四个环节

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果缺乏整体意识，只关注其中某一个环节，

无异于扬汤止沸，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第四，流通业要与时俱进，转变经

营理念，拓宽渠道，加大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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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还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加强交通建设

可以促进流通业更好经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是流通体系的根基所在。第一，

构建海陆空综合网络，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互联互通，加强部门协同，树立系统思

维。加大对中西部交通设施建设投入，补齐短板，更好促进流通体系的整体建设。

重视各枢纽的流通能力建设。第二，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利

用物联网进行实时监测，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深度分析交通数据，从而为交通布局

提供更加合理的建议。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可靠性和时效性，支

持移动支付的发展，增强交通服务的便利性。注重人才培养，培育专业的交通行

业人才，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针对本土情况，科学施策助力交通发展。第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交通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紧

密围绕人民群众的出行和货物流通需求，不断适应并引领其深刻变化。在新时代

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出行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出行方式逐渐

被高效、便捷的新型交通方式所取代，如高铁、地铁、共享单车等。同时，货物

流通方式也呈现出小批量、高价值、分散性、快速化的新特点，这对交通建设提

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关注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注重优化公

共交通线路，提升服务质量，打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另一方面要关注小批量、

高价值、分散性、快速化的货运需求，建设更多停车设施，解决停车难问题；推

动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提高出行效率等。

（3）优化市场匹配机制

第一，要把能否有效实现市场匹配当作选择环节的重要标准，避免抽象地讨

论流通中是多环节好还是少环节好。第二，不仅要重视有形市场，为商家与消费

者打造价格低廉的交易渠道，也要优化购销关系，寻找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形

成长久的合作。第三，建立大型流通集团，它具有买家和卖家双重属性，对于此

类集团应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利用其淡储旺销的功能，可

以防范国内外市场风险。第四，加大技术创新。依托大数据等先进手段对市场匹

配机制进行优化。例如，可以通过算法对供需信息进行精准匹配，提高市场匹配

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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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关注产业的发展，也要关注产业间的协调和平衡，

防止出现“短板”或“过剩”产业。这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促进产业结构

的均衡发展。

（1）优化产业布局

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地区特点，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合理布局，

各地区之间互帮互助、重视发展质量。例如，在国家层面，必须遵循整体的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方向，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2）促进协调发展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同时，要根据各地的

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合作，以实现各

地产业和财政政策均等化、协调性，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产业协调发展。

（3）提升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之间或者相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通过相互渗透、交叉

重组融为一体并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过程，主要涵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

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

合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推动价值链重构和优化，催生产业全方位、多领域的革

新。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和节本降险，提升产业的生产率、附加值和竞争力，

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变化的动态适配性，增强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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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回想这三年的经历，有欢笑也有心酸，有遗憾

也有满满的回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感谢我没有辜负当初考上研的自己，感谢我在灰暗痛苦的时候没有放弃，完成了

三年的学业，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正如那句话所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

三年我学到了很多道理，比如，先完成再完美。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做事之

前也会想很多，担心自己做不好，很焦虑，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不敢去做，但是

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减轻了我的很多焦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更多的是磨炼了

我的心性，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

一直在背后支持我，鼓励我，给予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让我能够继续前行。最

后我想说，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研究生的旅程即将驶向终点，该

收拾行囊，踏上旅途，奔赴下一场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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