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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化的推动力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数量+

结构和类型的需求结构$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对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综合评述了二者关系的理论基础+互动机理和实证研究方法$并就人

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协同研究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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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调整互动规

律!理论研究

配第"克拉克定理阐述了经济发展中就业人

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的变化规律# 那么产

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和作

用机制呢2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互动间存在一种%推

力"拉力&规律!即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人才结构

调整!人才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赵光辉!

!""N)高子平!!"#"'# 从本质上说!产业结构决定

人才需求结构!影响人力资源发展方向与水平)人

才结构和发展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

技能基础$吕宏芬(王君!!"##'# 具体来说!二者

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及

机制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化的重要基础

$Q.,<_.--!Qc.-3.-: [+:(5Y!!""K'# 人力资本

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靳卫东!!"#"'!也

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转化方向 $[+_./5<!!""$' #

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产业结构变化的重

要因素$罗国勋!!"""'# 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

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和高级

化的实现!倘若一个社会低素质的劳动者所占比

重较大!则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也将相

应增加!速度也会减慢$蒲艳萍!!""MZ'# 人力资

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作用体现在*人力资本

有效供给不仅有助于提高产业弹性!而且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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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产业活力和产业转换承受力#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通过产品供求变动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

在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前提下!人力资本品的供给是被动而缺乏弹性的!

往往滞后于市场需求形成供给不足# 而人为因素

的外在施加容易造成人力资本的供给过剩!由此

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偏差和结构偏差!从而推

动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张少红!!""$)李玉

江!!""M'#

这一作用机制从供需角度可进一步阐述为*

供给推动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强劳动者素

质(推动技术进步(改变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

整)需求推动则以人力资本积累能促进社会财富

和人均收入增加为前提!进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改

变需求结构!从而刺激产业结构调整$孔进(孔宪

香!!""K'# 高永惠和陶同$!""H'认为需求推动

体现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对不同产品与劳务

的需求量不同会造成某些行业或产业的消长!对

不同产品与劳务的质量需求推动产品结构与产业

结构的升级换代# 而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能够提

高产业转化速度$靳卫东!!"#"'# 简而言之!产

业结构表现为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人才结构则

表现为产业的投入结构$吕宏芬(王君!!"##'#

$!'人力资本通过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产业间以人力资本为主

的要素转移来实现!由此产生资源聚集效应与资

源置换效应两个方面*聚集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存

量和高素质人力吸引了以物质资本为主的其他生

产资源)资源置换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使得普通劳动者被高素质人才或机器部分或全部

置换$张少红!!""$)李玉江!!""M'#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这两大资源配置

效应!鲜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 目前可参照的一

项是高永惠(陶同$!""H'对我国西部区域的产业

结构调整与人才结构的联动研究!他们发现在西

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克拉克&流动过程中存在资

源聚集效应和资源置换效应!但对于两种效应

的具体体现和作用机制也并没有进行深入

分析#

$G'人力资本通过生产效率影响产业资源

转换

在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必定会

存在摩擦!体现在数量上的不匹配和质量上的不

协调!这种资源间摩擦的存在降低了资源转换效

率!直接影响产出的大小# 而产业资源转换效率

是与生产经营技术(组织管理相联系的!其中高素

质的人才是影响产业资源转换效率的重要因素

$张少红!!""$)李玉江!!""M'# 吕宏芬和王君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和产业结

构高度相关# 产业资源转换效率静态上体现为劳

动力的产业配置问题!动态调整上体现为劳动力

的产业间流动问题!产业资源转换效率的高低直

接影响了产业结构转换速度#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配置的

反作用

人力资本配置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产业配置

和地区配置!而配置过程的实质就是劳动力的流

动过程!主要包括在产业之间(地域之间以及职业

内外的流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配置

的作用体现在*首先!产业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

在产业间的配置发生改变!即人力从衰退的产业

中释出!而由兴盛的产业吸纳$边文霞!!""N')其

次!市场的诱导机制会使人力资本从低效率的地

区(产业(企业向高效率的地方转移$张其春(郗

永勤!!""H')最后!因各产业使用的劳动力密集

度不同!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和其职业类别结构的

要求也有差异$边文霞!!""N'# 以上 G 个方面都

是从需求拉动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力资本

配置的反作用!实际上产业结构优化还可以通过

经济增长间接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因为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带来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

本投资能力的提高$张其春(郗永勤!!""H'#

总的来说!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

优化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体

现在*第一!合理的人才结构能够实现技术(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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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的高效率使用进而保证各种投入要素的合

理流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产业

结构的优化则会带来人力资本利用在广度(深度(

效率以及效益上的提高)第二!人才结构的调整受

产业结构的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从数量(结构(

分布等方面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产

业结构的发展也必须以人才结构的同步发展为

前提#

二&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互动调整!

实证分析

"一%实证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从全局角度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与

人力资本的关系进行论证

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发展状况的整

体研究!大部分学者参照了库兹涅茨(钱纳里和艾

金通(西姆斯和塞尔奎因等对劳动力变动和产业

结构的演化规律的总结# 李仲生$!""G'结合库

兹涅兹模式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

变动过程!指出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还处于

发展型阶段!其发展趋势基本上符合世界各国工

业化加速阶段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罗文标(黄

照升和夏洪胜$!""G'(赵光辉$!""M'等也都进行

了类似的研究# 蒲艳萍$!""M'在总结各国经济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呈

现出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居高

不下(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特点# 同时!劳动力就

业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能动反作用!

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

结构的演进速度和高级化的实现#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出发!验证人力资本对

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刘桂芝(张肃$!""$'分析出东北地区劳动力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产业结构滞后于 gR̀

产业结构!提出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和

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而张胜冰(吉宇$!""N'则

将此研究应用于中部地区的分析# 张晓旭

$!""K'运用偏离"""份额方法分析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自的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变

迁关系!发现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地区性特

点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的确表现出与东部沿海地区

不同的特征!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状况严

重# 区域人才状况是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

决定性因素$赵光辉!!""N'#

G)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和人力资

本相结合的产业政策

由于信息产业是我国工业部门中第一大产业

和外贸出口的最大行业!赵光辉$!""H'运用实证

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信息产业的人才资本的研发

结构(数量结构和质量结构等!针对人才结构与产

业结构互动现状提出了自然调整模式(市场机制

模式(政府干预模式 G 大对策# 同时信息产业也

上海市的支柱产业!因此高子平$!"#"'运用产业

人才结构偏离度指标!同样以信息产业为例!对上

海市的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进

行了深入分析!发现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的缺乏

和结构失衡直接制约着上海市的产业结构优化#

$)从结构偏离度出发研究人力资本和产业结

构的不协调所引发的就业问题

靳卫东$!"#"'认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

化不匹配!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原因# 中国

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低层次人力资本比重

大!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也不平衡!劳动力在产业

之间的自由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喻桂华(张春

煜$!""$'同样认为我国的就业问题需要联系产

业结构考虑!一方面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

调问题!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内部的协调发展问

题# 秦建国(张明明$!"#"'通过分析 #%%!"!""N

年我国%产业结构
"

就业能力&复合系统的协调

度的发展态势!发现产业结构与就业能力具有密

切的相关性!产业结构与就业能力演变之间的协

调性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长足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方法

#)构建统计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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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者 统计指标 主要结论或观点

穆怀中!闫琳琳

$!""%'

结构偏离度!结构相

似系数

东北三省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失衡!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下!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基本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第三产业吸纳

就业能力有待提升#

戴启文!

杨建仁$!""K'

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但产业结构的变

化不是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动因#

陈大红$!""K'

产业产值及就业人

员数量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偏多!与三大产业的产值均呈负相关!第三产业产值

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李丽萍!黄薇

$!""H'

产业结构偏离度
武汉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过高!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产业的产值比

重略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低!产值比重略低#

程红莉$!""H' 产业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对我国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工业部门技术进步

可以创造新型岗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就业量#

王芳$!""$' 结构偏离度
江西省仅有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性较强!吸纳劳动力的

能力较强#

王孟欣!王俊霞

$!""G'

产业贡献率!各产业

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但仍然是我国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部门!第二产

业对gR̀ 增长的贡献(就业人数和比重呈稳定发展趋势!第三产业已成

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门#

张俊莉$!""$'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西部地区特有的二元封闭人力资本结构使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普遍较低!

西部目前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很差#

DD由表中分析可知*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就

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偏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采用的分析指标主要是产业结构偏离指标和劳动

生产率指标# 其中!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 gR̀

结构比重I产业就业结构比重 P#!产业劳动生产

率\产业产值I劳动力就业人数#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运用就业弹性指标探讨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相互关系!就业弹性指经济

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数量关系# 王昊$!"##'

认为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根源在于产业结构不

合理# 李丽莎$!"#"'提出影响就业弹性的重要

因素是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与三次产业的产值比

重)我国就业弹性偏小的主要原因是三次产业的

就业弹性偏小#

!)运用回归或相关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回归分析!其中

大部分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二者之间的

关系# 王忠平(史常亮$!"#"'通过构建 B&[模

型!对江苏省的 gR̀ 增长(产出结构变动与就业

结构变动(社会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L

2.-<7-协整检验和g(.-37(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江

苏就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 戴启

文(杨建仁$!""K'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出江西省人

力资本是产业产值的格兰杰原因#

也有一部分学者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

析# 边文霞$!""N'!何筠(张波$!""H'!李丽萍(

黄薇 $!""H'和张中华(刘继兵$!""M'就分别利

用双对数线性模型(罗默模型(三次方曲线的时序

动态分析模型和指数模型进行回归来分析人力资

本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上两种方法主要运用结构偏离分析对产业

结构和人力资本偏差进行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影

响影响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部分学者对上

述所采用的一般性指标进行了改进# 孙丽欣

$!""N'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专业人力资本存量

和基础人力资本存量来分别与产值结构变动进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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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出河北省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第

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杨益民$!""K'(高

子平$!"#"'等人!直接以专业人才数替代从业人

员数!修正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指标# 经修正后

的计算公式如下*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 \$gR̀

产业构成比I专业人才产业构成比'

#

## 由此可

以看出专业人才与产业结构的错位!能够进一步

说明不协调的来源!也能更准确地反映产业经济

发展的内在需要#

G)投入产出分析

这一方法主要用于单向考察行业的就业吸纳

能力的研究!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 国内较

早应用此方法的学者是雷明$!""$'!他利用地区

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各行业劳动力投入次数(就业

效应向量和行业产值的就业弹性(总产值就业弹

性以及农业就业弹性等# 此后!此方法相继被用

于对中国各行业吸收就业能力的测度$吕忠伟!

!""H'和江苏各行业吸收就业能力的分析$金乃

丽!徐盈之!!""N'!金乃丽!徐盈之$!""%'则运用

此方法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吸纳就业能力进行

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

国内外学术界运用此方法进行人力资本和产

业结构研究的非常少!目前可查的只有一项!即周

建安$!""H'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问题的

灰色关联分析!他针对产业结构是多因素变量的

特点!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第三产

业的就业状况联系最为紧密!而与全社会的总体

就业状况关系甚微#

综上所述!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

要可分为二者的偏离度分析和影响度分析!目前

国内关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互动研究较为充

分!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三大产业的层面)在方法

的选择上!对 RA&方法(投入产出法的运用并不

多!灰度关联分析的应用者则更少!而这两种方法

能够针对性地分别解决产业的人力资本效率评价

和产业吸纳能力研究的问题!这是目前的实证研

究方法选择上的不足#

三&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结论

#)人才结构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合理的人才结构能够实现技术(物质和资本

的高效率使用进而保证各种投入要素的合理流

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产业结构

的优化则会带来人力资本利用广度(深度(效率以

及效益的提高)人才结构的调整受产业结构的制

约!产业结构高级化从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对

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产业结构的发展

也必须以人才结构的同步发展为基本前提#

!)我国的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呈非对称性

我国目前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转

换之间的偏离度过高!就业弹性偏低!区域结构偏

差大!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所

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不能发

挥资源优势!进而产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的摩

擦# 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增长迅速!劳动力增长

速度过快!以致第三产业吸收的就业量无法赶上

劳动力供给量#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已经不再

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作用

和产业结构对人才结构的反作用研究!而是向互

动作用及其机理和二者的偏差产生的一系列就业

问题的深入研究方向发展!由定性向定量逐步深

化!实证研究丰富#

"二%未来研究方向

#)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分行业研究

国内目前关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互动研

究较为充分!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三大产业的层

面!从而只是从第一(二(三产业的角度提出产业

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优化的互动政策!到目前为

止!仅有杨益民$!""K'和高子平$!"#"'两位学者

采用等级位差从 #G 大产业的层面分别对江苏省

和上海市 #G 大产业的人才结构供给与需求协调

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同时!各行业吸纳人才能

力的分析是评价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互动效应

的重要方面!对于制定产业的人力资本政策具有

指导性意义!分产业的分析也比较多!但对行业就

业效应的分析目前却也稍显不足!可以成为以后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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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方向之一#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协同研究

目前国内对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的研究大部

分都是采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对二者的偏离程

度及因果关系进行的分析!发现二者的结构偏离

度较大!人力资本发展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

方向!但是对于两者之间协同程度的研究却很少!

其中仅有梁向东!殷允杰$!""M'运用结构变化的

协同系数分析出我国劳动者的产业适应性比较

弱!带来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强# 结构协同研究!

作为一种能够较好的描述劳动力结构变动对产业

结构变动反应敏感性和适应性的方法!是未来研

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G)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反作

用机制的研究

对于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研

究!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及作用

机制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

人力资本配置的反作用机制研究却鲜有研究# 并

且在作用机制方面!大多数学者从供需层面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而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

资源配置效应很少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目前可

参照仅有一项!并且对该作用机制的具体体现也

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赵光辉$!""M'提出!应该着

手于怎样建立指标体系(运用新的方法建立数据

库与过程分析模型!并对互动的情况作动态监测

与预警研究!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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