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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江苏省劳动力文化素质与技术能力素质的主要因素进行

识别和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劳动力素质水平主要受区域经济增 长、经 费 投 入、流 动 人 口 数 量 等 因 素 影 响。其

中经费投入、区域经济增长、外来人口数量、劳动力性别比、中等受教育程度 毕 业 生 占 比 对 劳 动 力 文 化 素 质 的 影

响显著。同时，苏南、苏北因资源配置不均等造成劳动力素质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及均衡

江苏省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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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素质

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提

升，将会带动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黄

运武对劳动力素质的概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劳动

力素质是指劳动者思想素质、智力素质和体力素质

的总称。可见，劳动力素质是一个综合指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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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和

职业操守等多方面内容［１］。但是从劳动力 是 社 会

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和首要资源及其对社会经济

发展促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本文认为劳动力素质

主要包括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素质两个方

面，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基本成分是科学知识，主要

依靠教育、学习等方式获取，而技术能力素质（操作

技能、生产经验及后期培训等）主要依靠长期一线

工作方式来积累。

一、文献梳理

关于劳动力素质现有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括

对劳动力素质的评价研究、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

的关系研究以及影响劳动力素质的主要因素研究

等方面成果。其中，关于劳动力素质的评价研究成

果较少。袁利金从文化教育素质、劳动技能素质以

及生理体能素质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劳

动力素质进行综合评价［２］；程林从劳动力作为社会

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视角，构建基于投入—产出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并 对 江 苏 省 劳 动 力 素 质 进 行 评

价［３］。有关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 系 研

究方面成果较多。阎志强、陈华峰等从地区和全国

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皆表明劳动力素质对

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呈正相关关系［４－５］。目 前，关 于 劳 动 力 素 质 的

影响因素研究文献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

素质的影响及各级教育对劳动力素质的影响等方

面展开。如蓝满榆、任栋、赵利、江永红的研究结果

显示人均ＧＤＰ、财 政 收 入、城 市 化 水 平、外 来 人 口

以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方面对劳动力素质有显

著影响［６－９］。
综上所述，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发挥比 较 优 势

带动禀赋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要

明确影响劳动力素质的主要因素，这也正是当前学

界和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厘清影响

江苏省劳动力素质水平的主要因素，本文在相关文

献研究及专家访谈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回

归模型，对影响江苏省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因素进行

鉴别和筛选。

二、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素质

水平的高低主要受教育、培训及其经费投入的影响，
而教育和培训能开发智力和积累操作技能。从现有

研究结果看，多数研究学者以平均受教育程度来代表

劳动力素质水平。但本文认为，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文化素质提升和技能

素质提升两个方面。因此参照相关研究选取平均受

教育程度指标来衡量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用平均

受教育年限（ＥＤＵ）代替；选取技术能力水平来衡量区

域劳动力素质，用劳动力生产率（ＬＢＰ）代替。其中，
平均受教育程度根据相关文献，选取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

两次全国普查数据和２０１５年抽样调查数据，按照文

盲受教育年限为１年、小学受教育年限为６年、初中

受教育年限为９年、高中（包括中专）受教育年限为１２
年、大学及以上受教育年限为１６年来计算［１０］。

２．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分析，劳动力素质主要

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所以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影响劳

动力素质的首要因素。因此本文选取经费投入比重

（ＦＩＲ）、高等教育学校数量（ＨＥＳ）作为衡量教育资

源投入水平的指标。其中经费投入比重指标以统计

年鉴中一般财政支出中教育和科技经费支出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代替。选取区域经济增长率（ＥＧＲ）、技术

进步（ＴＥＰ）、城 镇 化 水 平（ＵＲＢ）、外 来 人 口 数 量

（ＦＬＰ）及产业升级（ＩＮＵ）指标来衡量其对江苏省劳

动力素质的影响水平。其中技术进步指标主要是衡

量经济社会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以专利授权量代

替；由于目前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外来人口统计数据，
本文暂以年末常驻人口数量减去年末户籍人口数量

代替外来人口数量指标［１１］；产业升级指标是衡量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借鉴干春晖等的做法，用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反映产业高

级化的指标［１２］。同时，考虑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的特

点，故从人口结构方面选取劳动力的教育结构、性别

结构两个指标衡量其对劳动力素质的影响程度。其

中教育结构选用高校毕业生数占从业人员数比重

（ＣＧＲ）衡量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水平，用中等

职业、技工毕业生数占从业人员数比重（ＭＧＲ）衡量

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水平；性别结构则用区域

人口的性别比（ＳＥＸ）代替。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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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面

板数据信息，相关指标数据取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

鉴》及各地 级 市 历 年 统 计 年 鉴，运 用Ｅｖｉｅｗｓ．１０软

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影响江苏省劳动力素

质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研究。其中部分年份数据缺

失采用临近年份的平均值估算得出。在实 证 分 析

时，为了确保各指标之间的可比性，对原始数据进行

取对数处理。其中部分城市外来人口数量（常驻人

口数量减去户籍人口数量）为负数时取值０．０００　０１。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ＬＲ检验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对模型进行

检验，确定建立双固定效应模型对江苏省劳动力素质

在文化和技能两方面的影响进行检验（表１）。

表１　江苏省劳动力素质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１）ＥＤＵ （２）ＬＢＰ
ＣＧＲ －５．８７５　５

（－１．６５５　７）
１８．１６７　９
　（０．８６２　７）

ＦＩＲ　 ９．６５４　８＊＊＊
（７．８６０　９）　　

—
—

ＦＬＰ　 ０．００１　４＊＊＊
（５．５７１　０）　　

—
—

ＨＥＳ　 ０．０４９　７
（０．８８０　６）

－０．９０７　８＊＊
（－２．２３５　３）　

ＩＮＵ　 ０．０１７　１
（１．６４８　０）

－０．０７８　７＊
（－１．８１０　１）　

ＭＧＲ　 １０．８９９　５＊＊＊
（３．２５８　１）　　

　—
　—

ＥＧＲ　 ０．５８７　２＊＊
（２．５８４　１）　　

　—
　—

ＳＥＸ －０．０３５　５＊
（－１．９０６　７）　

　　—
　　—

ＴＥＰ －０．０２４　０
　（０．７０５　５）

０．４５４　２＊＊＊
（２．６０６　７）　　

ＵＲＢ －０．００７　５
（－１．０８６　６）

－０．３４２　１＊＊＊
（－８．１９１　９）　　

ＥＤＵ —
—

１．８５３　４＊＊＊
（３．４６７　１）　　

Ｃ　 １２．９９６　３＊＊＊
（８．３２７　４）　

１１．２００　８＊＊＊
（１．７０６　５）　

Ｒ２　 ０．９８５　９　 ０．９８７　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８２　４　 ０．９８５　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７６．４９５　９　 ３７４．０１６　８
Ｐｒｏｂ．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 号
内数值为ｔ值。

模型（１）结果显示，经费投入比重（ＦＩＲ）、区域

经济增长率指标（ＥＧＲ）跟劳动力文化素质水平呈

正相关，且分别在０．０１和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下影响

显著。这验证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说明教育

经费的投入、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对教育水平、科技

水平有较大的提升作用，从而能促进劳动力文化素

质水平的提高。外来人口数量（ＦＬＰ）指标对劳动

力的文化素质在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显

著水平为０．００１　４），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

进程的推进，对较高文化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旺盛，
从而带来外来人口数量的激增，有利于高文化素质

劳动力的集聚，对促进地区劳动力文化素质提升有

明显帮助。另外劳动力的性别比对劳动力技能素

质的影响在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而且呈负

相关，说明女性劳动力在技能素质方面体现出女性

心思细腻的优势。代表较高教育程度的高校毕业

生占比（ＣＧＲ）与 劳 动 力 的 文 化 素 质 呈 负 相 关，但

是并不显著；而中等教育程度的中等教育毕业生占

比（ＭＧＲ）对 劳 动 力 文 化 素 质 的 影 响 在０．０１显 著

性水平下影 响 显 著，影 响 系 数 达 到１０．８９９　５。其 主

要原因是近年来江苏省中等教育逐渐占据重要位

置，而高等教育本地招生指标缩减。同时高校毕业

生的异地流动导致高校毕业生占比对江苏省劳动

力文化素质影响甚微，且呈反向作用。而占据主要

地位的中等教育毕业生往往是流动性较小的本地

生源，或是外地具有较好技能的流动人口，这能很

大程度上带动区域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升。
模型回归 结 果 显 示，产 业 升 级（ＩＮＵ）对 劳 动

力文化素质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目前江苏

省产业转型升级仍处于关键时期，虽然对劳动力文

化素质需求旺盛，但是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

第三产业占比仍然不够高，对较高文化素质劳动力

的吸引力不够大。而技术进步（ＴＥＰ）与劳动力文

化素质水平之间呈负相关且影响同样不显著。其

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集中，技术

创新正处于发展阶段且转化率尚不高，新兴技术需

要时间去转化成生产力，从而导致目前技术进步对

劳动力文化素质的需求不足，尚不能带动劳动力素

质的整体上升。
高等教育学校数量（ＨＥＳ）对劳动力的文化素

质的影响不显著（显著水平０．０４９　７），这主要是因

为江苏省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等教育院校主

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地区较少。另外，高等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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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院校数量 多，有 利 于 短 期 区 域 高 素 质 人 才 的 聚

集，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学生毕业分流等原因，高
校数量对 区 域 劳 动 力 素 质 提 升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
同时，代表较高劳动力素质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占比

对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影响同样不显著，其原因主要

是江苏省高等教育的生源主要来自于其他省份，本
地生源比例较小，导致高校毕业生的流动并未对江

苏省劳动力文化素质产生显著的影响。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对江苏省劳动力的文化素

质水平影响不显著（０．２９５　５）且呈负相关。可见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加速农村人

口市民化进程，但是客观上城镇化率的上升主要源

于新农村建设。而且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加

速集聚，短时间内反而降低了劳动力技能素质的整

体水平。
为了全面了解江苏省劳动力素质及其影响因

素，模型（２）选取较高受教育程度占比、高等教育学

校数量、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及产业升级指标考

察这些指标对劳动力素质的另一面———技 术 能 力

素质是否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劳动力技术能力

素质大部分由后期的培训和经验积累所养成，但是

仍然有文化素质的作用在内，所以将平均受教育年

限纳入在内。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水平指

标（ＴＥＰ）对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水平呈正向影响

且在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而产业升级指

标（ＩＮＵ）对 劳 动 力 技 术 能 力 素 质 呈 反 向 作 用，并

在０．１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这说明技术创新

进步能够促进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及转化，在一定

程度上能促进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的提升，但是随

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劳动力技能

素质水平要求大幅度提升，导致现有的劳动力技能

素质 与 快 速 发 展 的 新 兴 技 术 不 匹 配。城 镇 化

（ＵＲＢ）对劳动 力 的 技 术 能 力 素 质 影 响 在０．０１显

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且呈负相关。说明随着农村

劳动力的集聚，短期内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劳动力

市场，拉低了整体劳动力技 能 素 质 水 平，但是长期

来看，随着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得到更多培训及再教

育，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水平。
高等教育学校数量（ＨＥＳ）对劳动力的技术能力素质

的影响在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但是呈负相

关，因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学校主要集中在发达的苏

南地区，同时劳动力的技术能力素质主要依靠实践、
培训等途径来提高，而苏北落后地区的高校数量不

多，就业培训的信息不畅，资源缺乏，导致从全省整

体看高等教育学校数量越多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反

而稍微有所下降的现象。

四、考虑地区的进一步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大省，全省１３个地 级 市 分

布长江南北，但是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且各具特点。
为此本文将１３个地级市划分为苏南、苏北两个片

区①，按照上文选取的指标分别对这两个区域的劳

动力素质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检验，以全面了解江苏

省劳动力 素 质 的 影 响 因 素。通 过ＬＲ检 验、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模 型（１）采 用 个 体 固 定 效 应、时 点 随 机

效应模型，模型（２）（４）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模型

（３）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模型（１）（２）是反映各影响因素对苏南城

市群的劳动力素质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３可知，
模型（１）中经费投入、高等院校数量、产业升级、经

济增长、中等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及技术进步６
个指标对苏南城市群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影响不显

著。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苏南城市凭借地理区位优

势及与 上 海、浙 江 等 发 达 省（市）临 近，受 这 些 省

（市）的经济、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新兴产业、高质

量劳动力集聚，从而带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及经济

快速发 展。而 面 对 庞 大 的 经 济 体 量，教 育 资 源 投

入、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影响就显

得较小，而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外来人口、
劳动力性别比及城镇化水平则影响显著。其中，较
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数占比与苏南劳动力文化

素质之间呈负向关系，主要原因是江苏省高校外省

的生源较多，虽然受较高教育程度的毕业生占劳动

力人数的比例升高，但由于像住房、医疗、教育等刚

性需求给外来人口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大量优秀

毕业生流失，反而给江苏省整体劳动力文化素质带

来负向影响。
模型（２）则反映了经费投入、高等院校数量、产

业升级、经济增长及中等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
技术进步对苏南城市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的影响

２４

① 此处有别于目前对 江 苏 省 苏 南、苏 中 及 苏 北 的 划 分，主
要是由于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受到样本数量及数据可得
性限制。苏南城市为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常州、扬州
六座城市，其余为苏北城市。



第４期 程　林，等：江苏省劳动力素质影响因素识别实证研究

表３　考虑地区的江苏省劳动力素质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苏南 苏北

（１）ＥＤＵ （２）ＬＢＰ （３）ＥＤＵ （４）ＬＢＰ
ＣＧＲ －４．９５９　８＊

（－１．９３３　１）　
　—
　—

９．３５７　１
（１．０９７　６）

３８５．４４９　０＊＊＊

　（５．３９１　６）
ＦＩＲ　 ６．４６０　７

（０．６０６　４）
４７．６４１　３
　（０．８０８　９）

６．５７４　０＊＊＊
（３．６８０　９）　　

—
—

ＦＬＰ　 ０．００２　４＊＊＊
（３．１８０　５）　　

—　
—　

０．００１　９＊＊＊
（７．８３９　３）　　

—
—

ＨＥＳ －０．２１４　７
（－０．９７４　２）

－４．４４９　８＊＊＊
（－３．８１１　３）　　

０．０２４　７
（０．７８７　２）

－０．６４９　４
（－１．１４１　６）

ＩＮＵ　 ０．０１２　９
（１．０６７　０）

－０．０５３　７
（－１．２０７　８）

０．０７０　８＊＊＊
（２．８７８　４）　　

—
—

ＭＧＲ　 ８．５２７　５
（０．８２６　９）

１８６．４１４　５＊＊＊
（４．０１３　４）　

－４．９５９　４
（－０．７０３　８）

－４９．３１８　８
　（－１．３０９　７）

ＥＧＲ　 ０．０２０　６
（０．０４７　１）

２．２１９　２
（０．５０９　９）

０．９４４　１＊＊＊
（５．０６５　９）　　

—
—

ＳＥＸ －０．１４８　０＊＊＊
（－５．３４２　３）　　

　—
　—

－０．００６　２
（－１．１３２　２）

－０．３６７　４＊＊＊
（－４．１５２　７）　　

ＴＥＰ －０．０４４　１
（－０．５９２　１）

２．００７　１＊＊＊
（５．６９６　５）　　

０．０３０　５
（１．６３８　３）

０．５３８　３＊＊
（２．０８７　９）　

ＵＲＢ　 ０．０２８　９＊＊
（２．０７１　９）　

—
—

０．０２３　９＊＊＊
（４．１７４　２）　

—
—

ＥＤＵ —
—

０．６５６　８
（１．１６７　９）

—
—

５．２９３　２＊＊＊
（７．４６６　８）　　

Ｃ　 ２３．１１５　６＊＊＊
（９．０６２　０）　

－２．１４８　８
（－０．２３０　０）

７．４５８　６＊＊＊
（１１．５６５　１）　　

－５．２７１　５
（－０．３２６　８）

Ｒ２　 ０．９７２　８　 ０．９９３　３　 ０．９６４　６　 ０．９７７　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６６　３　 ０．９９０　２　 ０．９５６　９　 ０．９６９　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４８．０９６　５　 ３２６．７３８　７　 １２５．９４６　５　 １１９．６３６　５
Ｐｒｏｂ．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情况。结果显示：高等院校数量、中等受教育程度劳

动力占比和技术进步对苏南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影

响显著。其中，高等院校数量与苏南劳动力技术能

力素质呈负相关，主要由于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民工返乡潮的涌现，大批拥有优秀技能的员工返

回家乡导致；而经费投入、经济增长及产业升级对苏

南城市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３）和模型（４）反映了苏北城市群劳动力

素质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费投入、外来

人口、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及城镇化水平与苏北城

市劳动力文化素质呈正相关，且在０．０１显著性水

平下影响显著；而较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劳

动力性别比、技术进步对苏北城市劳动力技术能力

素质影响显著；中等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高等

院校数量对苏北城市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

力素质影响皆不显著，主要原因是苏北地区劳动力

大量迁出，高等教育资源省内分布严重不均。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素质两个方面

看，江苏省劳动力素质水平主要受区域经济增长、
经费投入、流动人口数量、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城

镇化水平、劳动力性别等因素影响，且各个指标影

响的方面各不一样。其中，技术进步、高等教育院

校数量及城镇化水平、产业升级对劳动力技术能力

素质的影响显著，而其他因素对劳动力文化素质的

影响较大。
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劳动力文化素质主要受

外来人口、劳动力性别、较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

比、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高等院校数量、中等

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对苏南城市劳动力技术能力

素质的影响显著。而经费投入、经济增长、产业升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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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苏南城市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能力素质的影

响都不显著。苏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及

技术进步与苏南城市相比都有明显差距，所以经费

投入、流动人口、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镇化水平

等指标对其 劳 动 力 文 化 素 质 影 响 较 大，而 技 术 进

步、较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劳动力性别比指

标对劳动力技术能力素质影响显著。受中等教育

程度劳动力占比、高等教育学校的数量对苏北城市

劳动力整体素质水平影响不显著。
（二）建议

一是教科文经费投入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协调

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也是教科文经费之源。苏北部分地区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时提高教科文经

费投入比重，提高教科研水平和效率，促进区域技

术进步，加速区域经济增长。教科文经费投入占比

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是劳动力素质整体提

升和发挥最大效用的前提。
二是制定相关政策，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

之间的配置。江苏省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明显“厚南

薄北”，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素质均衡发

展。所以，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相关

激励政策，鼓励部分高校将分校区、二级学院等高

等教育资源进行区域调整，促进劳动力素质水平的

提升与均衡。
三是制定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吸引高层

次外来人员落户。劳动力素质本质是人力资源，当
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人

力支撑，区 域 外 来 人 口 聚 集 将 带 动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提升区域劳动力素质水平。然而流动人口相关

福利、权益由于“流动”而无法充分享受，因此应制

定相关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在住房、教育、医疗等

方面解决流动人口的生活、生存问题，以稳定外来

流动人口；同时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从而达到提

高劳动力数 量 规 模、提 升 劳 动 力 综 合 素 质 的 基 本

要求。
四是推动 产 业 升 级，提 升 全 省 劳 动 力 素 质 水

平。劳动力是生产主力军。高质量劳动力将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相反，产业升级也将引

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江苏省要持续加快产业升

级，提高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占

比，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升。

参考文献：
［１］梁咏梅．劳动 力 资 源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区 域 错 配［Ｊ］．中 国

人口科学，２０１１（５）：３６－４８
［２］袁利金．劳动 力 素 质 体 系 及 其 综 合 评 价 方 法 研 究［Ｊ］．

管理工程学报，１９９４（４）：２５１－２５５
［３］程林，包耀东．基于熵权ＴＯＰＳＩＳ的江苏劳动力素质评

价及时空演化［Ｊ］．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４）：３４－３８
［４］阎志强，钟 英 莲．劳 动 力 素 质 对 广 东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Ｊ］．南方人口，２００９（４）：１４－１８
［５］陈华峰．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影响［Ｄ］．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２０１３
［６］蓝满榆．区 域 劳 动 力 素 质 变 异：内 部 因 素 还 是 外 部 作

用？［Ｊ］．南方经济，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２－１２０
［７］任栋，崔雁冰．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效应［Ｊ］．公共财政研究，２０１６（２）：５２－５９
［８］赵利，姜均武．中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影响的实证

研究［Ｊ］．经济经纬，２０１１（２）：８２－８５
［９］江永红，张彬，郝楠．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引致劳动力“极

化”现象［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６（３）：２４－３１
［１０］马 茹，王 宏 伟．科 技 人 才 红 利 与 中 国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Ｊ］．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２）：４０－４８
［１１］白先春．江苏外来人口集聚规模预测研究［Ｊ］．西北人

口，２０１２（５）：７－１０
［１２］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

长和波动的影响［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５）：４－１６

（责任编辑：刘　鑫）

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