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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36个城市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构造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数据，

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对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中介变

量。为此，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畅通人才流动的各种渠道，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最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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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6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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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relative price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data of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and us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abor market in-
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plays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interme-
diary variable of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con-
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smooth various channels for labor mobility, 
and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fin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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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面临转型升级，人口红利比较优势弱化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

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国家经济的发

展，归根到底是高水平人才队伍的建设，而要想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就需要破除阻碍人才发展的各

种体制机制障碍，真正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高水平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进而培养造就一批专业

的人才创新团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由于户籍制度和分权制度的存在，地方政府

具有利用市场分割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1]，导致国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程度落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需求。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使劳动力能够实现充分自由流动，降低要素配置扭曲，是实

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市群在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长三角城市群位

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是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区位优势突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壁垒，使劳动力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充

分激发其发展动力，对其他城市群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

例，通过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深入揭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作用于技

术创新，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形成条件和背后机制，从而理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 
围绕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一是在针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方面，目前学者主要集中于测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分析影响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以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Doeringer 和 Piore (1971) [2]
提出二元劳动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分割现象。

都阳、蔡昉(2004) [3]使用行业工资数据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情况，发现中国的改革提高

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黄赜琳、姚婷婷(2020) [4]研究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商品市场

分割程度，且不同类型的市场分割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单爽(2021) [5]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

分割表现为行业、职业、工会等制度引起的分割和种族、性别、移民等歧视引起的分割两部分。唐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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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要继续加强城市群的市场

化开放水平。甘清华、陈淑梅(2021) [7]研究显示市场一体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有关

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经济增长可分为数量型增长和

质量型增长，数量型增长是对经济增速的判断，质量型增长则更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8]。在古典经

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增长数量问题上。随着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出现，经济学者转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9]，测度方法主要有人均 GDP、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构建综

合指标[10]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作

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发展状况对经济会产生特殊影响，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且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为此，本文在我国推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

背景下，利用长三角城市群 3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打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黑箱，为实现我国市场一体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一定经验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国家将大量资源集

中到工业体系中，并通过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不仅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

割，而且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要素配置扭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1]。随着中国改

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间的联系加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交通和

制度问题得到解决，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逐渐加强[12]。随着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地区间人

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大城市涌入并且加快向周边城市辐射的速度，产生知识

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产生助推作用[13]。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为信息和技

术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充分便捷的通道，人力资本的“面对面”交流成本降低，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之间

的技术交流和合作，而且为企业搜寻更多匹配人才创造了有利环境[14]。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为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之外，政府政策变化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在过去，由于受到财政

分权和晋升激励的影响，政府倾向于采取市场分割的行为来维持本地区经济发展。随着政府政绩考核指

标的不断调整优化以及市场环境更加开放，为了激活本地经济发展活力，政府更多是在发挥市场决定作

用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降低了区域内市场分割限制，促进了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了劳动力

市场一体化水平。 
这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大环境的发展，对劳动者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从人力资本积累来说，

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劳动者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劳动者会形成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来获

得更优质工作的预期，因此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年限或积累更多工作经验等方式，来提高自身劳动

生产率[15]，这有利于提高整体劳动者素质，进而更好地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此外，外地

劳动力的流入还会对本地劳动者产生竞争效应，更多高素质人才集聚，形成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发展

局面，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使该地区劳动者努力提高生产率，激发群体创新精神，进而作用于整体产

业和区域经济。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一： 
假说 1：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劳动者更好地积累人力资

本，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进而更好地适应中国转型升级的劳动力需求，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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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经济发展主动性，必须突破原有的低端模仿模式，进入

高端自主创新层次。一方面，较高层次的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科技研发人员。由于技术创新不仅需要较高

的技术复杂度，还需要有大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因此要想实现高水平创新，就需要加强创新主体间的

协同合作，充分利用创新要素资源，提升创新的效率和质量。随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市场整合水

平提升，企业创新不必局限于本企业内部，而是可以利用外部资源提高本企业创新效率，以弥补内部资

源不足的缺陷，实现开放式创新[16]。在大学中，大量富有创新力的人才集聚，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够与企

业创新实现协同联动，进而将创新科研产品转化为企业生产产品，实现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的绩

效。同时，更高效率的生产部门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劳动力，更好满足目前产业转型对高素质劳动者的

需求。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最终要落脚到产品层面，企业要提供更多自主创新的高质量产品，从而化解产

能过剩问题，提高我国经济的供给质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均指出了

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熊彼特技术推力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毁灭”过程[17]。在集

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企业之间交流成本降低，

交流质量和交流频率提高，劳动者能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创新产出。而企业层面的创新，在乘数效应的

作用下，反映到整体产业层面，促进产业深度分工和市场扩张，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二： 
假说 2：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实现技术创新的突破，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3. 模型、数据与变量 

3.1. 基准模型 

为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0 1 2lnpgdp segit it it itXβ β β ε= + + +  

其中， lnpgdpit 为经济增长， segit 表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 itX 为各控制变量， it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采用人均 GDP (lnpgdp)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一体化(seg)。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借鉴

盛斌，毛其淋(2011) [18]和陈红霞，席强敏(2016) [19]的研究，首先需要构造 3 维(t × m × k)面板数据，其

中 t 代表时间，m 代表地区，k 代表劳动者工资水平，本文选择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劳动者平

均工资作为分析数据。首先采用价格比的对数一阶差分度量相对价格，即为： 

1

1 1 1

ln ln ln ln
kk k k
jtk it it it

ijt k k k k
jt jt it jt

PP P P
Q

P P P P
−

− − −

      
∆ = − = −                 

                      (1) 

然后，对相对价格取绝对值： 

1 1

ln ln
kk
jtk it

ijt k k
it jt

PP
Q

P P−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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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由于地区间市场环境变化，也包含劳动者自身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从而

导致市场分割指数的高估。因此采用去均值法进行处理： 
假设 k k k

ijt ijtQ a ε∆ = + ，其中 ka 为第 k 类商品的某些特征引起的价格变动，
k
ijtε 与两地区的市场环境相

关。为了消除 ka 的影响，就要求得商品 k 的均值 k
tQ∆ ，然后用相对价格绝对数减去均值的绝对数，即： 

( ) ( )k k k k k k k k k
ijt ijt ijt ijt t ijt ijtq Q Q a aε ε ε ε− − −= − = ∆ − ∆ = − + −                     (3) 

所求出的
k
ijtq 即为相对价格变动部分，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随机因素有关。然后根据市场分割指

数计算得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 

( )seg 1 var k
ijtq=                                    (4) 

3) 中介变量：本文选择技术创新(lninnova)作为中介变量，技术创新采用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 
4) 控制变量：政府财政支出(lngov)，进出口总额(lnexpo)，实际利用外资(lncap)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数(lnstu)。 
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 36 个城市 1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

鉴，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3.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lnpgdp 10.592 0.746 8.296 12.201 468 

seg 16.198 6.074 2.224 33.846 468 

lngov 14.631 0.992 12.235 18.240 468 

lnstu 10.790 1.063 7.591 13.626 468 

lncap 10.911 1.384 7.130 14.431 468 

lnexpo 3.638 1.990 −0.887 8.548 468 

lninnova 7.892 1.788 3.178 11.434 468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以检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 2 为固定效应下

的普通 OLS 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且回归系数为 0.0259，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

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列(2)和(3)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

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控制变量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

果依然显著，但回归系数变小，为 0.0024，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劳

 

 

136 个城市为：上海、南京、常州、苏州、连云港、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市、宁波市、温州、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

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丽水、合肥市、芜湖市、蚌埠、淮南、马鞍山市、淮北、铜陵市、安庆市、黄山、滁州市、

阜阳、宿州、六安、亳州、池州市、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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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助推经济增长。在控制变量方面，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对经济增长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系数为正，说明随着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人才队伍逐渐庞大，能

够发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5266，在 1%的水平下

显著。政府通过财政手段等方式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营造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有利于充分

释放市场经济主体发展活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实际利用外资

对经济发展促进负向影响，且结果不显著。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seg 0.0259*** 

(8.11) 
0.0022** 

(2.07) 
0.0024** 

(2.33) 

lnstu  0.0436 
(1.20) 

0.0228 
(0.64) 

lngov  0.6289*** 
(45.51) 

0.5266*** 
(22.98) 

lnexpo   0.1339*** 
(5.50) 

lncap   −0.0077 
(−0.54) 

C 10.1713*** 
(184.03) 

0.8837*** 
(3.00) 

2.1978*** 
(5.95) 

N 468 468 468 

R2 0.0649 0.4768 0.5998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代表在 1%，5%，10%水平下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接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选

择替换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个

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劳动力市场分割应该阻碍经济发展。

因此，本文选择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3 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

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利于经济发展，回归系数为−0.0179。市场分割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造成要素配置扭

曲，影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为了降低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对劳动力市场一

体化和经济增长进行 5%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见列(2)。在剔除了异常值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

增长的回归系数为 0.0027，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前文的回归结果稳健。最后，本文去掉上海市、南

京市、合肥市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降低核心城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回归结果见列(3)，回归结果显示，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回归系数为 0.0029，且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在控制变

量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均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

验证了前面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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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lnmeg −0.0179** 
(−2.17)   

seg  0.0027** 
(2.53) 

0.0029** 
(2.49) 

lnstu 0.0238 
(0.67) 

0.0327 
(0.93) 

0.0292 
(0.80) 

lngov 0.5286*** 
(23.16) 

0.4993*** 
(21.96) 

0.5016*** 
(20.72) 

lnexpo 0.1326*** 
(5.44) 

0.1457*** 
(6.03) 

0.1468*** 
(5.83) 

lncap −0.0081 
(−0.56) 

0.0011 
(0.08) 

0.0007 
(0.05) 

C 2.1088*** 
(5.73) 

2.3394*** 
(6.38) 

2.3997*** 
(6.39) 

N 468 468 468 

R2 0.5983 0.6038 0.6195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代表在 1%，5%，10%水平下显著。 

4.3.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识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接下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发展，本部分就技术创

新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造如下的中介效应

模型： 

0 1 2lnpgdp seg crlit it it itβ β β ε= + + +                             (1) 

0 1 2Med seg crlit it it itµ µ µ ε= + + +                              (2) 

0 1 2 3lnpgdp seg Med crlit it it it itθ θ θ θ ε= + + + +                         (3) 

其中，lnpgdp 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seg 为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一体化，Med 为中介变量技术创新，crl
表示控制变量。如果中介效应成立，则上述模型回归结果应均显著。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实证检验。表 4 第(1)列中，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回归

系数为 0.0024，在 5%的水平下显著。第(2)列中，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0147，
在 1%的水平下显著。第(3)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 0.0023，在 5%的水平下显著，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 0.0572，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第(3)列中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回归

系数小于第(1)列中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说明技术创新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等人力资本要素实现高效率流动，

人才之间交流频率和交流质量提高，有效的促进了技术创新的产生和转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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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pgdp 

(2) 
lninnova 

(3) 
pgdp 

minteg 0.0024** 
(2.33) 

0.0147*** 
(2.66) 

0.0023** 
(2.28) 

lninnova   0.0572*** 
(3.34) 

lnstu 0.0228 
(0.64) 

-0.0803* 
(-1.70) 

0.0016 
(0.05) 

lngov 0.5266*** 
(22.98) 

0.9021*** 
(16.07) 

0.4502*** 
(14.01) 

lnexpo 0.1339*** 
(5.50) 

0.4041*** 
(14.40) 

0.1224*** 
(5.03) 

lncap -0.0077 
(-0.54) 

0.0886** 
(2.20) 

-0.0139 
(-0.97) 

C 2.1978*** 
(5.95) 

-7.1532*** 
(-10.24) 

3.2039*** 
(6.77) 

N 468 468 468 

R2 0.5998 0.8508 0.6248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代表在 1%，5%，10%水平下显著。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36 个城市 2006~2018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创新性地从技术创新这个中介渠道考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作用于

经济发展的背后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技术创

新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因此，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

人才集聚质量，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转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最终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质

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首先，要不断完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劳动

者流动的交通成本，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充分发挥人才对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坚实保障。其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激发劳

动者主体活力。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所学，在就业市场中获得与自身能

力相匹配的工作回报。因此，要进一步破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壁垒，让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朝

着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流动，同时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能力，使劳动者能够充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区域间政府合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一方面，各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内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存在相互影响的溢出效应，因此要想更加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需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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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政府合作效力，不断探索更多区域间合作模式，争取实现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发挥各自

比较优势，共同营造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环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不

断完善相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为劳动者营造公平有利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水平的劳动力

市场一体化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保障。 
第三，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在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在资金、

政策等方面激发劳动者和企业的创新动力。一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人才的知识

溢出效应，促使企业进行更多实质性的内部创新，提高区域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地区比较

优势，打造多样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聚资金、技术等密集型产业，提高科

技创新效果，将科技成果惠及整个产业链。欠发达地区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借

鉴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从而逐步实现本地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三是推动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与大

学顶尖科研团队合作，使企业充分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不断提高企业科技创

新实力，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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