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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效应

) ) ) 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评述

靳卫东
*

  摘要: 产业结构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 其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人力资本

是产业结构转化的基础, 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方向和效果。在数量、结构和类型

上,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不匹配,是造成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

原因。中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 并且低层次人力资本占有很大比重,人力资本的区

域分布也不平衡,所以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这妨碍了各种要

素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制约了技术进步以及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同产

业之间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差异, 由此产生了结构性失业, 阻碍了经济增长,扩大了收入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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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动因是技术进步、产品需求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它的本质

是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这些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也包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其中,

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化的重要基础, 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Hausmann, Hw ang and Rodrik, 2007)。

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其他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能够提高

产业转化速度,减小产业结构转化所导致的经济震荡。此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干中学 0和知识外溢的效
果就越好, 这会诱发技术创新 ( Romer, 1990 )并促进技术引进与吸收 ( C iccone and Papa ioannou, 2006;

Acemog lu, 2003),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化。所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化,自然也就有利

于经济增长。

但是,跨国研究表明,一些人力资本高速增长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廖楚晖, 2006)。例如,

在 1960年以前,韩国的教育投资增加不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反而造成了持续的高失业率和劳动报酬下降

( Temple, 1999)。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单纯的人力资本数量增加并不必然会引起经济增长, 有利于产业结构

转化,即与产业结构转化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 Ramos, Surinach and A rt is, 2009)。这种

匹配关系不仅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数量上的匹配,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结构和类型上的匹配。

改革开放 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资源压力逐步增大,劳动力成

本持续上升,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所以,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我国经济未来

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李金华, 2006) , 所以调整产业结构的目标仍然是尽力发

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以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化都

具有明显的 /赶超0性质,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不是发挥资源优势,致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并不匹配。

这种不匹配的直接表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存在很大摩擦, 由此产生了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

的扩大。因此,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关系, 是我国制定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本政策, 以及

解决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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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问题

产业结构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 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不断调整配置,因此劳动力与其他

要素生产之间必然存在配置摩擦。当人力资本的调整速度慢于产业结构转化时,这种配置摩擦会很大,此时

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将受到限制,结构性失业就会增加 ( Pheps, 2008)。我国目前日益严峻的就业问

题, 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结构性失业。

(一 )在总量上,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从整体上看,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类似于日本 20世纪 70年代的状况, 不仅是发展模式, 而且

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都十分相似,只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化的起点要低于日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

较低 (桑俊和马金良, 2008)。所以, 相对于当时的日本, 我国出现了更为突出的就业问题。

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到全部失业人口的很大比重, 所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移是目前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主要任务。近年来,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 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

少, 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基本不变, 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增加 (孙蚌珠, 2005; 李晓嘉和刘鹏,

2006)。这说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正跨越第二产业而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 (邓智团、但涛波, 2005; 陈桢,

2007)。比如,在 2004年,我国 6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直接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叶琪, 2006)。因此, 发展

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但是,李冠霖和任旺兵 ( 2003)以及王云平 ( 2003)认为, 我国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远远高

于国际同等水平,其进一步吸纳就业的空间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是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来

解决。王德文和王美艳 ( 2004)指出,我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我国的资源和要素禀赋,轻工业部门和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较快增长,为缓解我国的就业问题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在强调第三产业为就业主渠道

的同时,肯定第二产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重要性 (蒲艳萍、陈娟, 2008) , 才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策

略。不过,程名望和史清华 ( 2007)认为, 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进入现代工业部门,

第二产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应该很小。所以,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才是解决我国就业

问题的首要任务。

(二 )在类型和结构上,我国人力资本的调整滞后

传统研究认为,社会总需求变化是失业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经济结构变

化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他们认为,产业结构转化改变了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而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的调整

具有一定的时滞,所以结构性失业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Hosios, 1994; V alletta and C leary, 2008; 李晓嘉、刘

鹏, 2006;徐向龙, 2009)。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 /民工荒0与劳动力就业困难并存的现象,正是这种结构性

失业的典型表现。具体来说,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转化, 可以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低层次的人力资本较多,而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相对较少。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转化的核心推

动因素,它对就业具有双层效应,即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 (蒲艳萍、陈娟, 2008)。朱轶和熊思敏 ( 2009)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而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却妨碍了就业增

长。这说明,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基本等于破坏效应;而第三产业缺少符合技术进步要求的

高层次人力资本,其技术进步的破坏效应大于创造效应。

另外,在第三产业内部, 不同部门的就业弹性也有很大差异。其中,生活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主

要是吸纳低层次人力资本型劳动力就业;生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吸纳能力较差, 主要是吸纳高层次人力资本型

劳动力就业 (孙蚌珠, 2005)。三十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是生活服务业一直占据绝对比重。这进

一步说明,我国拥有大量的低层次人力资本,可以满足生活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而符合生产和社会服务业发

展要求的高层次人力资本较少,由此制约了生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在区域结构上,我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并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高层次人力资本,

而中西部地区的低层次人力资本较为丰富。但是,在我国,基于人力资本分布的产业空间布局并没有形成。

我国制造业仍然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 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出现 (周勤、吴利华,

2008)。因此,各地产业发展的就业弹性出现了很大差异。以第三产业为例, 1993年以来, 东部地区的第三

产业增长迅速,但就业增长缓慢;相反, 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较慢,而就业增长却很快 (张晓旭, 2007)。所

以, 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既可以发挥东部地区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优势, 实现

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可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大量低层次人力资本型劳动力的本地就业,从而可以合理

配置各地劳动力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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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产业结构转化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人力资本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并不能及

时做出调整,所以产生了严峻的就业问题。但是,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就业问题的根源是总需求变化,而不是

产业结构转化,只不过总需求变化的作用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产业结构转化的结果 ( Abraham and K atz, 1986;

Va lle tta and C leary, 2008)。姚战琪和夏杰长 ( 2005)的实证研究就表明, 影响我国就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工

资增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 一些学者提出,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

题, 还是要从调整总需求着手。

二、增长问题

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会改变各个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关系,从而会带来社会供求不

平衡和经济波动。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使社会尽快在各产业之间建立起新的供求关系, 恢复新的供求

平衡,从而缓解由产业关联断裂所引致的经济波动 (Han lon, 2008;冉茂盛、毛战宾, 2008)。同时,人力资本水

平还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方向 ( Roma lis, 2004) ,所以也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和速度。

(一 )人力资本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

蒋振声和周英章 ( 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但经济增长

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 在我国现阶段,受人力资本水平制约和支撑的产业结构转化仍然

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刘伟、张辉, 2008)。

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是经济资源从失去竞争力的成熟产业或夕阳产业

向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或朝阳产业的转移, 这种转移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中,最为重要的

转移资源就是劳动力,而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越

高, 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性越强,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摩擦也就越小, 这就迅速提高了各种经济资源的

生产力。所以,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演进的时滞长短、速度快慢与效率高低, 从而

也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徐向龙, 2009)。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阻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不

是自然资源匮乏,也不是缺少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调整的滞后。如果人力资本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不

能适应产业结构转化的需要,劳动力的转移将受到限制, 那么各种经济资源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这自

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 )人力资本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方向

从理论上讲,我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此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一方面, 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限制了政府推行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降

低了微观经济个体的技术创新激励 (许文彬, 2008)。所以, 大量低层次人力资本型劳动力已经成为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的障碍。

华民 ( 2007)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他认为, 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结构、技术水平

和制度因素的制约,选择依靠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对于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经济福利、公平收入分配是

有好处的。我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劳动力,特别是低层次人力资本

型劳动力,这使得技术创新的效率很低。因此,推行依靠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资源投入到技术

创新部门,然后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国家竞争力,不但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

不过,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发达地区积累了大

量高层次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它们可以适时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

型产业。这就是说,各地政府应该遵循自身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人力资本优势, 施行差异性产业政

策, 那种片面追求 /产业结构升级0的经济发展策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产业结构优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在

这方面,台湾的产业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王春、张飞舟, 2008)。

三、收入分配问题

产业结构转化会改变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的供需状况,从而改变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劳

动者收入水平的变化又会改变产品需求结构,从而对产业结构转化具有反馈性影响。因此,在一定人力资本

基础上,产业结构转化与收入分配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循环。

(一 )产业结构转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Rob inson( 1976)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经济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那么,劳动力

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然会引起收入差距的变化。所以, 按照 Robinson的分析, 在产业结构转化的早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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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具有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人口逐步流动到生产力较高的现代部门,

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

与 Rob inson的研究不同,我国学者更加强调在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 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偏离所引

起的收入差距变化。首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产业结构转化中具有很大的倾斜性, 倾斜性产业政策

有利于加速产业结构转化,但是却容易脱离人力资本基础,使结构转化产生巨大摩擦。这种摩擦主要表现为

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使得我国不同产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由此出现了产业之间的收

入差距 (毕先萍、简新华, 2002)。其次,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在产业结构转化中很难实现各种

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 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所以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收入

具有很大差距 (蔡昉、王德文, 2002)。最后,还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与人力资

本不匹配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变化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在长期中,产业结构转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最终会

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基于对人力资本的分析,尹翔硕 ( 2002)和华民 ( 2007)认为,我国存在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矛盾。虽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但是也会减少低层次人力资本型劳动者的收入, 恶化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所以, 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化还是

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同步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 在不断提高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前提

下, 以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由此最终实现优化产业结

构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双重目标 (张耀辉, 2002)。

(二 )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转化的反馈性影响

产业结构转化会影响收入分配,同时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转化也有反馈性影响。汪同三 ( 2004)指出,

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投资率偏高,这是多种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根源。另外,生产最终决定于需求, 需求

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变。收入分配的变化改变了不同经济个体的收入水平, 而不同产品需

求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所以收入分配变化可以影响产品需求结构变化, 从而也就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

整。通过对收入分配与产品需求的分析, M urphy、Sh leifer和 V ishny( 1989)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过大或

过小都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转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产业结构转化与收入分配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可能是恶性的,它可以使产业结构和收

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不过,这种循环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力资本的协同调整可以改变产业结构转

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所以也就可以打破上述循环。

四、结论与政策寓意

产业结构转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它不是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决定的外生变量,任何脱离人力资本基础的产

业政策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产业结构优化, 反而可能带来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不

顾人力资本现状,产业结构的超前调整会造成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偏离,增加各种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摩

擦, 从而引起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和经济波动。其次,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

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很容易导致经济衰退。再次,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不匹配,会造成不

同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变化,从而可能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因此,根据人力资本状况制定产业政策,

同时,根据产业结构转化的需要,从数量、结构和类型上调整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

的动态匹配,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产业政策方面:首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任何脱离经济资源基础, 特别是脱离人

力资本基础的赶超式的产业政策, 都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其次,产业结构转化是源于技术进步、产品需求

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本身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产业结构转化也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因此,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最后, 我国经

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经济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所以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可以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由此形成合理

的产业空间布局。

第二,人力资本政策方面:首先,要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增加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投资, 以满

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其次,要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

移, 缩小城乡差距。再次,要加强要素市场建设, 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这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又可以缓解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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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第三,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

尽力处理好 /公平与效率 0的关系。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投资与消费比例, 调整社会需求结构,从而有利于

产业结构的优化 (靳卫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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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ynam icM aching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JinWe idong

( Shandong Un iversity o f F inance)

Abstract: The transform ation o 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 dynam ic pro cess, and its essence is product factors rea llocation. H um an

cap ita l is its founda tion and dec ides the speed, d irection, and effection. If hum an capita l does no t m atch w ith the transfo rm ation o f

industrial struc ture, there w ill be mo re unemp loym ent, econom ic fluctuation, and incom e d ispar ity. In our country, the leve l o f hum an

cap ita l is low, and so there is too m uch labor force w ith low - leve l hum an capita .l In addition, there is d iffe rent quantity o f hum an

cap ita l in d ifferen t reg ions. Therefore, labour force cannot flow free ly betw 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wh ich reduces the produc tiv ity o f

fac to rs and restricts techn ic advance, and then the re is e fficiency d ispar ity o f product factors betw een d ifferent industr ies. Sim ilar ly, th is

phenom enon increases structural unem ploym ent, induces econom ic grow th and en larges incom 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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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Analysis on Consumption

and Life Insurance on the Basis of VECM odel

Zhang Ji

(TheUn 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 ic)

Abstract: A fter the financia l crisis, prom oting consumption and expand ing dom estic dem and are the m ain tasks in Ch ina. s economy,

wh ich needs to reduce future risk o f residents tom ake the long- term consum ption stab le. A s an effective means of a precautionary r isk

fo r indiv idua ls and fam ilies, the life insurance can ensure the stability o f consum ption for a long tim e and m ake a reasonable spending

plan fo r ind iv idua ls and fam ilies. By com paring sav ing s w ith insurance, this pape r conc ludes that the life insurance is m ore advanced

than trad itiona l forms of sav ing s. Through the IRF and the VEC m ode l va lidation of the insurance and consum ption, we find that the

short- term effect of life insurance on consum ption is g reater than that of the long- term. Som e exp lana tions can be der ived from the

phenom enon: the life insurance is an effectivem echanism to ensure the stab lity o f long- term consum ption o f ind iv idua ls and fam 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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