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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

人力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研究表明：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 在时间

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人力资本错配不仅直接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还通过抑制科技创新和阻

碍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间接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应统筹全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情况， 出台相应的政策提高

全国人力资本的配置水平，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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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我国人力资本在数量上已经达到足够规

模， 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升， 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动力因素， 庞大的人力资本规模并没有

形成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过程， 其重要原

因就是人力资本错配［１］， 通过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

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的潜在空间仍然较大［２］。 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牵头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３］ 研究

认为，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

逐步放缓的情况下， 在投资增长动力和劳动增长动

力消失以及 “干中学” 效应逐渐减弱的压力下， 提

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释放人力资本潜力是保持经

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途径。 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是

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政策

参考意义的课题。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

素错配这一重要特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

大多数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分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这

两种传统生产要素的错配上， 对人力资本这种非传

统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关注较少， 与劳动力错配从

劳动力存量的角度衡量错配不同的是， 人力资本错

配则反映的是劳动力质量配置的扭曲程度［４］。 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 影响及其改

善机制三个方面。 其中， 人力资本的成因方面， 研

究发现， 行政垄断、 公共部门低效、 经济集聚以及

国有产权等因素均可以导致人力资本错配［５－７］； 人

力资本错配的影响方面， 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错配

导致了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演进迟滞、 经济稳定增长

动力不足、 技术进步阻碍、 科技创新抑制并最终阻

碍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具有降低工业部门 ＴＦＰ 等负

面效应［８－１１］； 人力资本错配的改善机制方面， 研究

发现， 深化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变革、 提高高技术产

业的投资回报、 提升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以

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机制均有助于缓解人力资本的

错配程度［１２］。 随着 “人口红利”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带动作用逐渐减弱， 应更加关注人力资本的配置问

题， 将人力资本错配作为研究要素错配问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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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那么， 人力资本错配是否也如物质资本

和劳动力这两种传统生产要素错配一样降低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便成为一个亟待检验的问题， 因此，
提出假设：

Ｈ１： 人力资本错配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力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张

对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是

“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原因。 然而， 人力资本对

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仅与其规模有关， 还与其配

置状态有关。 在薪酬激励和员工福利等因素的影响

下， 大量具有创新潜力、 拥有科学和工程技术学位

的毕业生选择到高收入、 高福利的公共服务行业和

经济实力雄厚的垄断性行业就职， 特别是分布在科

教文卫等非市场化、 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事业单位和

高度管制的电信、 金融、 交通业等公共服务行业。
这些行业往往都是非生产型、 非科技创新型的行业，
而那些科技创新型的行业由于缺少更高质量和更多

数量的科技人力资本注入， 创新效率低下、 要素报

酬下降， 从而进一步恶化了高人力资本向科技创新

型行业的聚集， 阻碍了自主创新的实现。 因此， 提

出假设：
Ｈ２： 人力错配通过抑制科技创新降低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大规模的工业

化阶段已经结束， 产业结构开始二次转型升级， 以

劳动、 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升级为

以知识、 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然而， 现

有的人力资本与新型产业结构之间难以达到完美的

匹配状态。 我国的人力资本虽然在数量上已经初具

规模， 但非生产、 非科技创新行业与知识、 技术密

集型的创新型行业之间存在人力资本竞争， 在固有

的薪酬激励和员工福利政策环境下， 高素质劳动者

积压在低技能行业， 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受

到抑制， 不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 因此， 提出假设：
Ｈ３： 人力资本错配通过阻碍产业升级降低了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二、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１.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参考 Ｌｅｓａｇｅ［１３］等的做法， 采用 ＳＤＭ 来设定基准

回归模型。 此外，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模型中引入滞后一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解释

变量， 构建动态 ＳＤＭ， 模型设定如下：
ＴＦＰ ｉｔ ＝ σ１ＴＦＰ ｉｔ－１ ＋ρ∑ｊωｉｊ ＴＦＰ ｊｔ ＋σ２Ｍｉｓｉｔ ＋π１ ∑ｊωｉｊ

Ｍｉｓｊｔ＋σ３Ｃｏｎｉｔ＋π２∑ｊωｉｊＣｏｎ ｊｔ＋μ１ｉ＋υ１ｔ＋ε１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被解释

变量 ＴＦ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Ｍｉｓ 为人力资本错配指数， Ｃｏｎ 为一组控制变量；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ω 为空间权重矩阵， 使用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的倒数构建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并选取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来

对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μ１ 和 υ１ 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１

为随机干扰项。
２. 中介回归模型设定

参考 Ｂａｒｏｎ［１４］等提出的中介效应三步检验方法，
以基准回归模型 （１） 为第一步的回归模型， 并继

续基于动态 ＳＤＭ 将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回归模型设定

如下：
Ｍｅｄｉｔ ＝ θ１Ｍｅｄｉｔ－１ ＋ ρ∑ｊωｉｊ Ｍｅｄ ｊｔ ＋ θ２Ｍｉｓｉｔ ＋ϕ１ ∑ｊωｉｊ

Ｍｉｓｊｔ＋θ３Ｃｏｎｉｔ＋ϕ２∑ｊωｉｊＣｏｎ ｊｔ＋μ２ｉ＋υ２ｔ＋ε２ｉｔ （２）
ＴＦＰ ｉｔ ＝ τ１ＴＦＰ ｉｔ－１ ＋ ρ∑ｊωｉｊ ＴＦＰ ｊｔ ＋ τ２Ｍｉｓｉｔ ＋φ１ ∑ｊωｉｊ

Ｍｉｓｊｔ＋τ３Ｍｅｄｉｔ＋φ２∑ｊωｉｊＭｅｄ ｊｔ＋τ４Ｃｏｎｉｔ＋φ３∑ｊωｉｊＣｏｎ ｊｔ＋μ３ｉ

＋υ３ｔ＋ε３ｉｔ （３）
其中， Ｍｅｄ 为表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介

变量。 如果系数 θ２ 和 τ３ 均显著， 说明中介效应存

在； 如果 τ２ 不显著， 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

系数 τ２ 和 τ３ 均显著，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中

介效应所占比重为 ［ （θ２τ３） ／ （τ２＋θ２τ３） ］。
（二） 研究变量

１.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ＴＦＰ）
通过增加劳动、 资本、 自然资源投入实现的增

长被称作 “粗放式增长”，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简称 ＴＦＰ） 实现的增长被

称为 “集约式增长”。 当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重点， 意味着我国必须从 “粗
放式增长” 转向 “集约式增长”。 因此， 参考刘思

明［１５］等的做法， 通过测度 ＴＦＰ 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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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
２. 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错配指数 （Ｍｉｓ）
参考陈永伟［１６］ 等的研究， 定义 ｉ 省份 ｔ 时期人

力资本的相对错配指数为：

λＬｉｔ ＝
Ｌｉｔ ／ Ｌｔ

ｓｉｔβｉｔ ／ βｔ
（４）

其中， ｓｉｔ ＝Ｙｉｔ ／ Ｙｔ， 为 ｉ 省份 ｔ 时期的产出占 ｔ 时
期国家总产出的份额； βｉｔ为 ｉ 省份 ｔ 时期的人力资本

产出弹性； βｔ 为 ｔ 时期所有省份人力资本投入对于

国家总产出的 Ｄｏｍａｒ 加权贡献值。 因此， 分子为 ｉ
省份 ｔ 时期配置的人力资本占国家人力资本总投入

的实际比例； 分母则度量了人力资本不存在错配时，
ｉ 省份 ｔ 时期应该配置的人力资本占国家资本总投入

的理论比例。 因此有： （１） 当 λＬｉｔ－１＝ ０， ｉ 省份 ｔ 时
期的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等于国家平均水平， 实际配

置的人力资本等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 （２） 当

λＬｉｔ－１＞０ （＜０）， ｉ 省份 ｔ 时期的人力资本使用成本

低于 （高于） 国家平均水平， 实际配置的人力资本

多于 （少于） 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 人力资本配

置过度 （不足）。
由于存在 λＬｉｔ－１＞０ 和 λＬｉｔ－１＜０ 两种情况， 为使

回归方向一致， 对 λＬｉｔ －１ 做绝对值处理， 构建 ｉ 省
份 ｔ 时期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为：

Ｍｉｓｉｔ ＝ ｜ λＬｉｔ－１ ｜ （５）
其中， Ｍｉｓ 值越大， 人力资本的错配程度越高；

Ｍｉｓ 值越小， 人力资本的错配程度越低。
３. 中介效应变量

（１） 科技创新水平 （Ｉｎｎ）。 从创新投入和创新

产出两个角度来衡量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水平， 其中，
创新投入 （ Ｉｎｎ１） 采用 Ｒ＆Ｄ 经费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

重即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来表示， 创新产出 （ Ｉｎｎ２）
采用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来表示。

（２） 产业升级水平 （Ｕｐｇ）。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

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来考察产业升级， 其中，
产业结构高级化 （Ｕｐｇ１） 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

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Ｕｐｇ２） 采

用泰尔指数的倒数来衡量。
４. 控制变量

综合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代表性文献，

选取经济增长水平 （ＰＧＤＰ）、 投资水平 （ Ｉｎｖ）、 消

费水平 （Ｃｏｎ）、 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 城镇化水

平 （Ｕｒｂａｎ） 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 Ｉｎｆ） 作为控

制变量。 其中， 经济增长水平采用经过平减后的人

均 ＧＤＰ 的对数形式衡量； 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采用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

衡量； 对外开放水平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衡量； 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总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

重衡量；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单位国土面积交通

基础设施 （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 的

密度衡量。
（三） 数据来源

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 （西
藏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故删除， 且不包括港澳台，
下文将其统称为省份） 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所有变量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的 《中国统计年

鉴》 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的前提是变量存在

空间自相关性， 通常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来判别变量

的空间自相关性。 本文计算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在 １％或 ５％的水平

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 在空间上各省份的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不是随机分布的， 具有较强的正

相关性和相似值的空间聚集性， 即经济发展质量较

高的省份彼此相邻， 而经济发展质量较低的省份也

彼此相邻， 相邻省份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彼此

促进。
（二）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结果

显示其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其

次， 对其进行 Ｗａｌｄ 检验和 ＬＲ 检验， 结果显示各检

验的 ｐ 值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０， 并且由于解释

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显著不为 ０， 表明 ＳＤＭ 不能退

化为 ＳＡＲ 和 ＳＥＭ。 因此， 最终采用固定效应的 ＳＤＭ
进行空间计量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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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ＦＰ

年份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ｚ 值 ｐ 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ｚ 值 ｐ 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ｚ 值 ｐ 值

２０００ ０. ３８４ ４. ８７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６８ ３. ２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３２９ ３. ７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 ４４８ ５. ６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３５５ ３. １４１ ０. ００２ ０. ３０３ ３. ４８９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 ３７３ ４. ７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６ ２. ７３６ ０. ００６ ０. ２８２ ３. ２６１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０. ４５０ ５. ６６６ ０. ０００ ０. ３４１ ３. 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２７６ ３. ２１２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０. ４２０ ５. ３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３４７ ３. ０７２ ０. ００２ ０. ３０６ ３. ５１９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 ４２６ ５. ４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３ ２. ８９９ ０. ００４ ０. ２６９ ３. １４８ 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０. ４２４ ５. ４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６ ２. ９３３ ０. ００３ ０. ２５５ ３.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０. ４２４ ５. ４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８ ２. ９５８ ０. ００３ ０. ２４０ ２. ８７３ ０. ００４
２００８ ０. ４２６ ５. ４４８ ０. ０００ ０. ３２５ ２. ９３４ ０. ００３ ０. ２４４ ２. ９１４ ０. 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０. ４１４ ５. ３４７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１ ２. ８３９ ０. ００５ ０. ２２３ ２. ７２０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０. ３９１ ５.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６ ２. ９１９ ０. ００４ ０. ２２１ ２. ７２７ 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０. ３６２ ４. ８５８ 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５ ２. ８７５ ０. ００４ ０. ２１２ ２. ６７９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０. ３３０ ４. ５６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０ ２. ６２８ ０. ００９ ０. １８６ ２. ４４０ 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３ ０. ３０２ ４.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０ ２. ６９１ ０. ００７ ０. １９２ ２. ５６８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０. ３１８ ４. ４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１ ２. ６５６ ０. ００８ ０. １９３ ２. ５４３ ０. 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０. ３０１ ４. ２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２５０ ２. ５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１９０ ２. ５３２ ０. ０１１
２０１６ ０. ２７９ ４. ０８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３１ ２. ３９１ ０. ０１７ ０. １６７ ２. ３２３ 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７ ０. ２６９ ４.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３３ ２. ４４１ ０. ０１５ ０. １７３ ２. ４２７ 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８ ０. ２６０ ３. ９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１６ ２. ３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１６３ ２. ３４５ 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０. ２５１ ３. ８６９ ０. ０００ ０. ２１０ ２. ２８７ ０. ０２２ ０. １５６ ２. ２８６ ０. ０２２
２０２０ ０. ２５６ ３. ９１２ ０. ０００ ０. ２１３ ２. ３００ ０. ０２１ ０. １５９ ２. ３０５ ０. ０２０

表 ２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 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 ｚ 统计量； ∗、 ∗∗和∗∗∗分别表示估
计系数在 １０％、 ５％ 和 １％水平上显著。

对比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

现， 静态 ＳＤＭ 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在核心解释变量的

大小和显著性方面， 还是在 Ｒ２ 和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值

的稳健性方面均不及动态 ＳＤＭ 的估计结果。 由此可

见， 不考虑时间滞后效应的静态 ＳＤＭ 的估计结果有

一定的偏误， 因此， 本文以第 （２） 列基于经济距

离矩阵的动态 ＳＤＭ 估计结果进行基准分析。
由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在 １％的水平显著为正，
这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相关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显著有利于本省

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 因此， 在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的过程中， 各省应加强沟通协作， 凝聚发展合力，
携手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９０７， 且在 １％的水平统

计显著， 表明前一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每增加 １
个单位， 将导致下一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继续走

高 ０. ９０７ 个单位， 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和路径

依赖现象， 各级政府在追求经济 “量” 的增长的同

时， 更要重视经济发展 “质” 的持续提升。 核心解

释变量人力资本错配指数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１８，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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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的水平统计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要素错配指数

每增加 １ 个单位， 将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０. ０１８ 个单位， 假设 １ 得到证实。
控制变量方面， 投资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以增加投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产

生地区政府性垄断行为， 造成资本错配， 从而降低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消费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城镇化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正， 说明增加消费、 扩大对外开放、 提升城镇

化水平以及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提升。 扩大开放， 坚持创新引领， 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强化要素集聚能力， 吸

引更多的劳动力人口、 高端人才流入， 也能够为当

地产业布局的更新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撑， 实现经济

良性发展， 同时也为消费提供了稳定的空间依托，
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

发展的基底， 在我国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 经

济社会趋于稳定， 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 推动了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 经济增长水平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 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省份， 其消费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也往往

较高， 这些都使得高质量发展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还报告了邻接矩

阵动态 ＳＤＭ 和地理距离矩阵动态 ＳＤＭ 的估计结果，
以验证第 （２） 列经济距离矩阵动态 ＳＤＭ 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与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相比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错配指数的估计系数大小虽

然有所变化， 但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其余

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没有明显改变，
说明了第 （２） 列经济距离矩阵动态 ＳＤＭ 的估计结

果是稳健的。
（三） 中介效应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利用经济距离矩阵动态 ＳＤＭ 对模型 （２） 和模

型 （３） 进行估计， 以识别人力资本错配降低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中介机制。 表 ３ 和表 ４ 分别给出

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模型估计

结果。
由表 ３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表 ３　 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Ｔａｂ.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 ｚ 统计量； ∗、 ∗∗和∗∗∗分别表示
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 和 １％水平上显著。

中介变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均在 ５％的水平显著为正， 说明科技创新也具有明显

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相关省份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升显著有利于本省份科技创新水平的改善； 创新投

入和创新产出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显

著为正， 说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也是一个动态过

程， 前期的创新能力提升会促使当期的创新能力进

一步提升； 人力资本错配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

估计系数分别为－０. ０５７ 和－０. １４０， 且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平显著为负， 说明人力资本错配越严重， 越

不利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人力资本错配指数每

增加 １ 个单位， 将显著降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０. ０５７ 和 ０. １４０ 个单位。 由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

的估计结果发现， 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４７ 和 ０. ００１， 且均在

５％的水平显著为正， 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每增加一

个单位， 将分别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０. ０４７ 和 ０. ００１ 个单位。 总之， 两个中介变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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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均显著存在，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论均为部分

中介效应， 两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１３. ６１３％和 ０. ７７２％。 这一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错

配降 低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水 平 的 总 效 应 中， 有

１４. ３８５％是通过抑制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

的， 假设 ２ 得到证实。
表 ４　 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Ｔａｂ. 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 ｚ 统计量； ∗、 ∗∗和∗∗∗分别表示
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 和 １％水平上显著。

由表 ４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可

知， 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空间自回

归系数 ρ 分别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

产业升级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相关省

份的产业升级显著有利于本省份的产业升级； 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

水平显著为正， 说明产业升级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前期的产业升级将推动当期的产业进一步升级； 人

力资本错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估计系数

分别为－０. ０４６ 和－０. ００３， 且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人力资本错配越严重， 越不利

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人力资本错配指数每

增加 １ 个单位， 将显著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

化 ０. ０４６ 和 ０. ００３ 个单位。 由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的估计结果发现，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０９， 且

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

化每增加一个单位， 将分别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 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０９ 个单位。 总之， 两个中介变

量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论均

为部分中介效应， 两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

别为 １. ８５９％和 ０. １５０％。 这一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

本错配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效应中， 有

２. ００９％是通过阻碍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

的， 假设 ３ 得到证实。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

板数据， 通过动态 ＳＤＭ 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力

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地区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

相关性特征， 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

特征； 人力资本错配不仅直接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 还通过抑制科技创新和阻碍产业升级的中

介效应间接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两种中介

效应所占比重分别为 １４. ３８５％和 ２. ００９％； 以增加投

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提升， 而增加消费、 扩大对外开放、 提

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配置是优化经济结构、 激发创新活力

的关键。 在经济增速下行期， 要重点防止劳动力过

度向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 应完善市场淘汰机制，
加快低效部门退出市场， 释放低效部门的资源， 转

移到更高效的部门， 增加产出， 激发创新， 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 地方政府要始终明确人力资

本水平的储备和错配情况， 适当完善劳动力市场机

制， 适度出台劳动力转移政策， 适当调整产业结构，
使得当地的人力资本储备水平更好地匹配当地的产

业结构， 从而在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的同时促进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 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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