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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

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分段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

产业结构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更换变量

衡量方式、改变样本容量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2) 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

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3) 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两个

渠道影响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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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indus-
trial 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
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using two-way fixed effect and segmented tes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bove results are still stable after changing the variabl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chang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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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size; 2) The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of human capital on indus-
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most obvious in the eastern region; 3) Further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ffects industrial structure mainly through two channels: labor produc-
tivity and consump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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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推动产业结构的

转型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随着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加剧，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产业结构的

演进规律，及时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以适应新的经济格局和发展需求(刘健和沈群，2022) [1]。二十大

报告提出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调整生产方式，进一

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因此，细化研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力资本作为具备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劳动力群体，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得到提升，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参与各种产

业的发展(刘富华和梁牧，2021) [2]。这将引导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增强产业

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助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王芳琴，2022) [3]。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人力资本水平

的提高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拓

展的空间。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并实

证检验它们的作用效应；另一方面，细化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通过提高人力资

本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所拥有的非物质资源，包括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它具有积累性、投资性和复杂

性等特点，在经济增长、创新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通过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两方面产生影响。 
首先，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劳动者能

够通过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力，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合理的资源配置也能够使优秀的人才充分

利用其专长和潜力，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单位劳动投入可以创造更多产

出，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可以释放出资本、土地和技术

等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向更具竞争力和潜力的领域转移，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其次，人力资本通过提高消费水平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创新和科技进步起到

积极作用。知识和技能的增加为创新提供基础，促进了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和推广。创新和科技进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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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带来经济增长，还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对

高质量和创新性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将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这将

推动产业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品转向更先进、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H2：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H3：人力资本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为验证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前述理论分析并借鉴王昕阳等(2022) [4]、郭英彤等(2023) 
[5]的基础上，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0 1it it x it i t itstr cap Xα α α ν µ ε= + + + + +                            (1) 

0 1it it x it i t itm cap Xβ β β ν µ ε= + + + + +                            (2) 

0 1 2it it it x it i t itstr cap m Xγ γ γ γ ν µ ε= + + + + + +                         (3) 

模型中，i，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strit 表示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capit 表示人力资本，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对数衡量；Xit 表示控制变量集，包括城镇化水平(urbit)、
研发投入(rdiit)、信息化水平(infit)、，分别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研发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衡量；mit 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lapit)和消费水平(conit)，分别采用工业总产

值与总人数的比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vi 表示地区效应；μt 表示时间效应；εit 是随机误差项。 
实证研究所用样本选取 2011~2018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官网。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4.1. 基准回归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要显著优于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

方法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应。表 1 第(1)列报告了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有效推

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验证前文假设 1。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高素质的劳动者运用技能和知识，不仅

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和创新能力，还推动现有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他们适应并驱动新

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高素质的劳动者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生产效率和组织能力。这些优势可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推动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另外，新兴产业对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较大。这些产业依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需

要专业技能娴熟的劳动者参与。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为新兴产业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促进其

快速发展。 

4.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本文采用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改变样本容量两种做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首先，为进一步准确体现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借鉴朱喜安和马樱格(2022) [6]的做法，采用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回归结果列于表 1 第(2)列；其次，为准确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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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排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借鉴谢智敏和陈翀(2023) [7]的做法，采用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回归结果列于表 2 第(1)列；最后，由于直辖市的

政策实施与其他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后进行回归，回

归结果列于表 2 第(2)列。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的

提高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型，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前文假

设 1，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Table 1.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I 
表 1. 模型回归结果 I 

变量 (1) str (2) str (3) 东 (4) 中 (5) 西 

cap 0.083*** 0.046*** 0.073*** 0.054*** 0.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个体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容量 248 248 80 72 96 

拟合优度 0.213 0.174 0.158 0.163 0.125 

注：***、**、*分别代表估计结果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P 值。下同。 

4.3. 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程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根据本文

的测算结果可知，东部地区的平均人力资本值为 28.43，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人力资本值分别为 17.43
和 10.43，可以发现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大。因此认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

性影响，本文将回归样本数据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子样本，标准化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于表 1 第(3)~(5)
列。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但东部地区的系数更大。其中可能的原因在

于：东部地区的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机构相对较为发达，提供了充足的教育资源。这优质的教育系统为

居民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和知识获取途径，并培养了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这些高素质的劳动

者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兴产业的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方向转型。同时，东部地

区聚集了许多高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和创新基地。这些机构和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具有强大的能

力和资源。高素质的劳动者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和知识，具备更强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产业创新中，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此外，东部地区拥有较强

的产业集聚效应，各类产业和相关企业相互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和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了人

才的流动和交流，增强了人力资源的集中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素质的劳动者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找

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并能够通过与其他企业和产业的合作实现技术和知识的迅速传播和交流。最后，东

部地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环境，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和发展。这为高素质的劳动

者提供了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此外，东部地区还具备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 

4.4. 传导机制检验 

在实证检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根据前文理论分析，进一步

采用分段检验方法检验人力资本是否通过劳动生产率、消费水平两个中介变量影响产业结构。 
1) 检验劳动生产率的传导机制：采用工业总产值与总人数的比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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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处理，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检验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① 做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判断人

力资本的系数是否显著；② 做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回归，判断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是否显著。机制检

验结果列于表 2 第(3)~(4)列，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劳动生产率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验证前文假设 2。 
2) 检验消费水平的传导机制：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取对数处理，

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检验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① 做人力资本对消费水平的回归，判断人力资本的系数是

否显著；② 做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回归，判断消费水平的系数是否显著。机制检验结果列于表 2 第

(5)~(6)列，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消费水平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会提高消费水平，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验证前文假设 3。 
 
Table 2.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II 
表 2. 模型回归结果 II 

变量 (1) str (2) str (3) lap (4) str (5) con (6) str 

cap 0.047*** 0.072*** 12.534***  4.065***  

lap    0.007***   

con      0.0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个体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容量 248 216 248 248 248 248 

拟合优度 0.154 0.118 0.085 0.075 0.032 0.054 

5.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18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分段检验方法实证检

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人力

资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

步，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谨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 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支持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技

术密集型产业转型。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措施，吸引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

结构的优化。同时，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转移和应用，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2) 推
动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打破地区差距，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加强中小城市的发展，缓解一线

城市的人口压力，为人才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同时，加强区域间合作，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

融合和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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