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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将

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变化包括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等

多重维度;制造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文章以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

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的综合视角来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合

理化,但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结构

合理化水平,却不利于制造业高度化发展;三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年、少儿抚养比上升

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发展,且老年抚养比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少儿抚养

比.此外,文章还通过更换样本与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支持了文章上述的

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建议既要通过调整与优化人口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

给数量下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负向冲击;又要着力培养为产业发展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
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而以创新驱动制造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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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人口老龄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全面二孩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

变化,并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
质量与结构的变化;制造业结构优化包括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方面.当前我国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总劳动人

口数在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０亿的峰值后正迅速回落,低端劳动力供给数量长期不可逆趋减,成本

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制造业原有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二是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知识

型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不可逆增加,相对成本较低,质量型人口红利显现,但传统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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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创新型人才紧缺,科技创新能力较低,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难以形成;三是人口结构转

变,总抚养比上升,适龄劳动人口数占比下降,高抚养比抑制制造业结构优化.因此,探讨如

何顺应劳动力供给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于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是集中探讨了劳动力供给数量与成

本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如Farrell等(２００５)认为,一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提高

其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却不利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多数学者认为,低劳动力成本

是受资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一旦受资国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上升,FDI 及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都将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这又将倒逼受资国产业升级(Lewis,１９７２;Banister
和Cook,２０１１).近年来,新结构主义者又认为,产业结构能否实现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要素禀赋结构与要素相对价格(Jones和 Monnikhof,２０１２;Harrison,２０１４).国内学者多

数认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正在加速上涨,这将导致传统制造业失去长期依赖廉价劳动

力的优势(罗来军,２０１２;都阳,２０１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将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及技

术创新能力(蔡昉,２００５).而王健(２０１３)和李中建(２０１５)则指出,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在
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重点关注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及成本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但结

合我国阶段性人口、教育与经济政策,研究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及结构差异对产业结构影

响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探讨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及其结构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文献则

更少.鉴于此,本文运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劳动力供给

数量、质量与结构等多重维度,研究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综合影响.

　　文章首先对劳动力供给变化和制造业结构优化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进行探

讨,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构建计量模型,对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

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更换样本与指标,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数

量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正相关,而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关系不明显;劳动力供给质量提

高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却不利于提升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而劳动力供给结构中无

论是老年抚养比还是少儿抚养比上升,都抑制了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发展.最后,根
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论,就如何顺沿劳动力供给新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

了政策建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为:一是脱离了单纯探讨劳动力成本变化影响制

造业升级的传统路径,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三重维度综合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二是不再从要素密集度的视角探讨制造业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

术密集型升级的路径,而是从技术梯度的视角,根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将制造业分为低、中、高
端技术制造业三大类,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背景下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高度化过程;
三是分析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间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从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综合反映

制造业结构优化,并进而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

二、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

　　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与人口红利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一般取决于高、中、低端技术制造业生产总值占比.由于低端技术制造业

的劳动过程已经完全实现了标准化与流程化,廉价劳动力成为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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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旦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成本上升,这类企业的利润与发展空间就会缩减、归零甚至

为负.因此,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逆减少,工资上涨的速度将

很快超越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这将给原本利润就很微薄的低端技术制造业带来巨大的

负向冲击.而在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后,如果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创造

技术竞争新优势,该国产业结构调整将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

阱”.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明显的倒

逼效应,进而可以推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１: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

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进而会倒逼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２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结构与劳动力流动作用于制造业结构合理

化.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在一个

给定的经济体中,当劳动力供给数量发生变化时,如果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能同比同向

发生变化,该经济体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就会发生变动,继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另一方

面,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通过作用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在一个经济

体中当同一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边际产出相等时,可认为其产业结构是合理的.而根据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只有当各生产要素不受任何干扰与限制,实现完全自由流动时,资源配

置效率才为最高,各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效用也最大.因此,一般情况下,随着劳动力供给

数量的增加,劳动力自由流动性随之上升,这有利于实现劳动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

流动与优化配置,继而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２:劳动力供给数量

增加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继而促进制造业结构

的合理化发展.

　　(二)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

　　１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消费结构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

度化.一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高端劳动力,尤其是拔尖型、领军型科技人才是进行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是推动科技进步,
驱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原动力.而教育事业的较快发展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则

是实现人力资本较快积累与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根本途径.二是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

自身及下一代的教育与再教育投入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劳动者越重视对自身及其后代的教育与再教育投入.因此,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较快提

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制造业高度化.三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改变

消费结构影响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一般情况下,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者收入与消费

水平亦随之上升,消费偏好与消费结构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对产品质量、品牌及个性化要

求越来越高.这必将导致人们消费越来越少的低端商品,而购买越来越多的中、高端产品,
从而驱使制造业不断从低端向中端,继而向高端升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３:劳动者人均受

教育年限增加有助于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进而驱动制造业

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２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影响要素供给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制造业结构合

理化.一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改变要素供给结构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随着人均

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劳动者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其技术技能水平、创新能力

与综合素质将随之上升,劳动者报酬也将随之上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都将得到有效积

累,技术水平也将得到提高,资本与技术要素将变得更加丰裕与廉价,从而引导更多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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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流入高端技术制造业,制造业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改变.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通过作

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随着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随之增强.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国或地区

的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各生产性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生产要素的经

济增长效用将得到更有效地发挥,产业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化.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４:劳动力

供给质量上升通过正向影响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促进制造业

结构合理化发展.

　　(三)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

　　１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通过影响有效劳动力供给与储蓄率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一是劳动力供给结构中,总抚养比上升会降低有效劳动力供给,继而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

化.在一个既定的经济体中,无论是老年抚养比还是少儿抚养比上升,都意味着适龄劳动人

口数占比下降,继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并进一步地对低端技术制造业升级形成倒逼机

制.二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在一个国家或地

区,适龄劳动人口是生产者,而无论是老年人口还是少儿人口都是消费者.因此,抚养比上

升会减少社会总产出而增加社会总消费,降低整体储蓄水平,并进一步影响投资结构与产业

结构.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５:劳动力供给结构中,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上升,一方面可

以通过降低有效劳动力供给倒逼低端技术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其降低社会储蓄率可能会

抑制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２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通过影响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性与整体储蓄率作用于制造业结

构合理化.一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通过改变劳动力有效流动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劳

动力供给结构中,无论是老年还是少儿抚养比上升,都意味着总劳动人口数减少.劳动力数

量下降会通过约束劳动力自由流动削减劳动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进而阻碍

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抚养比的提高,更多劳动力将被“照顾儿童或老人

的工作”所束缚,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二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通过影响储蓄率

作用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在一个既定的经济体中,总抚养比越高,生产者占比越低,而消

费者占比就越高,这将降低储蓄率,影响资本有效积累,使资本要素变得更加稀缺与昂贵,从
而改变了要素投入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并阻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由此本文提出假设６:
劳动力供给结构中,无论是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还是总抚养比上升,都将降低劳动力的

流动与社会储蓄率,进而会阻碍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

三、计量模型、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理论上,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及结构变化都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因此,本文以

Mstruc表示制造业结构优化、Labor表示劳动力数量、Labquat代表劳动力质量、Labstruc
代表劳动力结构,制造业结构优化则可设置为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函数:

Mstruc＝f(Labor,Labquat,Labstruc) (１)

　　此外,现有相关文献形成的普遍共识认为,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政府

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城市化水平、社会固定资本和R&D 支出等.因此,综合考虑现有研

究成果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以Govgdp 表示政府干预程度、Urban 表示城市化水平、Capital
表示社会固定资本、R&D 表示研发支出,从而将计量方程重新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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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Mstrucjt＝θ０＋θ１lnLaborjt＋γ１lnLabquatjt＋θ２lnLabstrucjt

＋γ２lnGovgdpjt＋θ３lnUrbanjt＋θ４lnCapitaljt＋θ５lnR&Djt＋ξjt (２)

　　式(２)中,θ０ 为常数项;θ１ 至θ５ 和γ 为相应的弹性系数;ξjt为随机误差,反映其他未知

因素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由于本文的制造业结构优化主要包含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

方面,因而式(２)可进一步分解为式(３)和式(４):

　　lnIndusljt＝θ０＋θ１lnLaborjt＋γ１lnLabquatjt＋θ２lnLabstrucjt

　＋γ２lnGovgdpjt＋θ３lnUrbanjt＋θ４lnCapitaljt＋θ５lnR&Djt＋ξjt (３)

　　lnHightechjt＝θ０＋θ１lnLaborjt＋γ１lnLabquatjt＋θ２lnLabstrucjt

＋γ２lnGovgdpjt＋θ３lnUrbanjt＋θ４lnCapitaljt＋θ５lnR&Djt＋ξjt (４)
其中Indusl和Hightech 分别表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二)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为保持数据完整性和统一性,将
重庆市并入四川省.① 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并以１９９２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

　　１制造业结构优化Mstruc.制造业结构优化包括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

面.一是制造业结构高端化的测度.参考傅元海等(２０１４)的研究方法,按技术水平将制造

业分为高、中、低端技术产业三大类.其中高端制造业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通信电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化工医药等行业;中端技术产

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物、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

炼和金属制品等行业;低端技术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木材、
家具、造纸、印刷与文体用品及其他制造业.制造业三大类产业中,高端技术产业占比越大

代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反之亦然.参照傅元海等(２０１４)对制造业高度化的测度

方法,以高端技术制造业总产值占中端技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Hightech).二是

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强调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协调水平、结构聚

合质量及资源配置效率等.本文采用制造业结构偏离度表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制造

业结构偏离度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Indusl＝１/ ∑
i

qi/li

q/l －１
æ

è
ç

ö

ø
÷ (５)

　　式(５)中Indusl表示制造业结构偏离水平的倒数,qi代表行业i的生产总值,li代表行

业i的就业人数,q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行业整体总产值和总就业人数.在完全竞争市场

中,同类生产要素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将使得各

行业劳动生产率趋同,这时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生产总值与该行业从业人员数占比一致,制造

业结构偏离度为０,结构合理化水平最高.② 由于除了产值,劳动报酬也是导致劳动力在产

业间流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出于对变量度量的稳健性考虑,需要将公式(５)中的产值换成

劳动报酬构建类似指标.但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目前尚无法获得每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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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西藏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因而未包含在样本中.
本文还用泰尔指数的倒数(Indust＝１/∑

i
(qi/q)ln[(qi/li)/(q/l)])测算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并将其代入计量

模型中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偏离指数(倒数)和泰尔指数(倒数)的影响基本一致.泰尔指
数和结构偏离指数都较为准确地表征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将以上结果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来
函索要.



劳动报酬数据.由于主营业务收入与劳动者报酬密切相关,本文用主营业务收入近似代替

劳动报酬重新测算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测度.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Labor),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１５
~６４岁人口数界定为劳动年龄人口数,并以该年龄区间人口总数变化作为劳动力供给数量

变化的测度;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Labquat),一般认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质

量越高,因此以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Eduyears)表示劳动力质量水平;三是劳动力结构

(Labstruc),用人口总抚养比(TFyb)表示,包括少儿抚养比(ChiFyb)和老年抚养比(OldＧ
Fyb).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和结构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

鉴»整理获得.

　　３其他变量的测度.各省(市、自治区)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表示;资本存量(Capital)参考柯善咨和向娟(２０１２),根据永续盘存法来计算;研发经费

(R&D)数据来自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制造业发展与政府招商引资、
制定优惠政策等政府干预措施密切相关,而政府干预主要表现为税收干预,且各省(市、自治

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税收.因此,借鉴陆铭(２０１１)的做法,以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
即政府财政状况表示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制造业发展的干预程度.样本中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各变量统计值见表１.

表１　中国２９个省(市)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等变量的样本统计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制造业高端化 Hightech １３９４５ ０９５３７ ０１３１０ ６３０６８
制造业合理化水平Indusl １５１７３３ ７４８３５ ６５３４７ ６９３８２１

劳动力供给数量Labor(百万) ３０４２６４ １８８９１２ ３２３２０ ８４７６７８
人均受教育年限Eduyears(年) ７７６２７ １２２１０ ４６８９６ １２０２８４

总抚养比TFyb(％) ４１１４６２ １１０４５２ ８６１００ ８８５０５３
少儿抚养比ChiFyb(％) ３３２９１４ １３９４５２ ９６４００ ８２６８００
老年抚养比OldFyb(％) １０９２３３ ２７１９５ ５２２７１ ２３６９１８

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 ７８９２１ ２７５５５ ３３６７８ １９０２３６
城市化率Urban(％) ４１５１５０ １７９９５８ １２５１２２ ８９６０００

资本存量Capital(亿元) ３４００４８４０ ４７６８８９１０ ８２７０００ ４０２７８８４００
研发经费支出R&D(亿元) ６５５５０５ １４８０４２１ ００３８０ １２３９５７５０

四、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方法检验

　　进行面板数据估计之前,应先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等,以
确定合适的估计模型.表２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结构优化化的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表２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方程 检验类型 原假设 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 结论

式(３)
F 检验 不具有固定效应 ２５７８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LM 检验 不存在随机效应 １６９４４０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Hausman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５２７ ０６２７２ 接受原假设

式(４)
F 检验 不具有固定效应 １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LM 检验 不存在随机效应 ２９２６３７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Hausman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３１３５ ００００１ 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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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中F 统计量用以检验固定效应与混合效应,对式(３)和式(４)的检验结果均显示拒

绝“不存在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表明样本数据中存在个体效应,且误差项中不随时间变化的

非观测效应部分与模型中的某解释变量相关;LM 检验用以检验随机效应与混合效应,结果

中统计量大于临界值,伴随概率为０００００,拒绝“不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表明面板模型

中存在个体效应,且随机扰动项与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无关;Hausman 检验则用于选择固

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但对式(３)和式(４)的检验结果迥然不同,对式(３)的检验结果显示

接受“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而随机效应模型在估计中更为适合,而对式(４)的检

验结果显示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更为恰当.

　　(二)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计量分析

　　为检验各参数估计稳健性,本文不仅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

的估计结果,而且报告了抚养比分别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结果,估计结果见表３.
同时,为消除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变化间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并对估计结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将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老年或幼儿抚养比等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引

入模型进行计量估计.从各变量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来看,其参数估计系数与显著性与未

引入滞后项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说明劳动力供给变量与制造业结构变量间联立内生性问

题并不明显,因而可用面板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对式(３)和式(４)进行计量估计.

　　首先,分析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一是劳动

力供给数量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参数估计在制造业结构

合理化方程中显著为正,但在其他方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验证了假设２,却没有与

假设１保持一致.这表明劳动力数量增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民工荒”,有利于促进劳动力

在各行业间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同时也说明,在当前我国

劳动力供给数量长期趋减的情况下,制造业可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民工荒”,制造业传统低

成本优势不可持续,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仅凭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也很难提高我国制

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即不能明显推动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

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效应.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

平,却并不利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即印证了研究假设４,却与假设３相反.这表明,随着我

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学历劳动力占比正迅速提高.由于高学历劳动力往往具有更大

的自由流动性,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并能显著提高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同时也

说明,当前教育体制下,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但劳动力质量可能并没有同步上升.
“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下,低、中、高端劳动力可能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现象,即
受教育程度低、肯吃苦耐劳的“蓝领”越来越少,使“民工荒”日益严重,低端劳动力工资高涨,
制造业失去传统优势;与此同时,尽管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研究生数量迅速增长,但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仍为数不多,“高、精、尖”型领军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导
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瓶颈”难破,新的技术优势难以形成,不利于高

端技术制造业发展.三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反映劳动力供给

结构的抚养比指标参数估计显示,老年与少儿抚养比上升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

高度化发展,支持假设５与假设６的判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制造业结

构优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少儿抚养比.这意味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快速攀升

的老年抚养比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制造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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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国层面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初步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Indusl Indusl Hightech Hightech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Indusl Indusl Hightech Hightech

lnLabor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３ lnLabor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１７
(２６８) (３１２) (０６６) (０６７) (－１) (２５４) (２８４) (０６５) (０７０)

lnEduyears ０２４０９ ０３２０１∗ －０３５３７∗∗∗ －０２８２５∗∗ lnEduyears ０５０５４∗∗ ０５１３１∗∗ －０２６７１∗ －０２５７７∗

(０９９) (１８２) (－２４２) (－１９７) (－１) (２００) (２１５) (－１７６) (－１７３)

lnTFyb －０１５６７∗∗∗ －００４７７ lnTFyb －０１０６７∗∗ －００２８７
(－２７８) (－１６１) (－１) (－１９９) (－０９５)

lnChiFyb －０１５５０∗∗∗ －００４３６∗∗ lnChiFyb －０１７８３∗∗∗ －００４９３∗∗

(－４４１) (－２１４) (－１) (－５０７) (－２４２)

lnOldFyb －０５３９４∗∗∗ －０２０８８∗∗∗ lnOldFyb －０５３２９∗∗∗ －０１６９７∗∗∗

(－８３１) (－５１８) (－１) (－７６１) (－４１２)

lnGovgdp ０１５４３∗ ０１０１４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２６９∗∗∗ lnGovgdp ０１６８９∗∗ ０１４９８∗∗ ０１３９１∗∗∗ ０１３０８∗∗∗

(１９２) (１３５) (３２９) (３０６) (２２７) (２１１) (３１１) (２９５)

lnUrban ０１８２３∗∗∗ ０１７９６∗∗∗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５７５∗∗ lnUrban ０１５５８∗∗∗ ０１８１０∗∗∗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５２９∗

(３３２) (３８６) (１６７) (１９６) (２９２) (３５４) (１３９) (１７５)

lnCapital －０１２６７∗∗∗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３７２ lnCapital －０１７８５∗∗∗ －０１２７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８
(－３０２) (－２０３) (０７２) (１５４) (－４３３) (－３２３) (１０４) (０６６)

lnR&D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８２∗∗∗ lnR&D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２０６∗∗

(１３７) (－１５７) (２６７) (３４２) (０９７) (１２１) (１９５) (２４４)

cons ２９１２５∗∗∗ ３０５０６∗∗∗ ３９８０５∗∗∗ ４１７２０∗∗∗ cons ２１６２３∗∗∗ ３２０２２∗∗∗ ３８６８７∗∗∗ ４１８３４∗∗∗

(４８５) (５９２) (１６０３) (１８２８) (４８３) (８１５) (１５１８) (１７９５)

WithinR２ ００７７０ ０１７１３ ００９４０ ０３２３６ WithinR２ ００６９３ ０１６９４ ００７４６ ０２５４９

　　注:lnLabor(－１)、lnTFyb(－１)、lnChiFyb(－１)、lnOldFyb(－１)、lnEduyears(－１)分别为各变量的滞

后一期值;∗∗∗ 、∗∗ 、∗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其次,探讨各控制变量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一是政府财政状况(lnGovgdp)
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财政干预越强的

地区,越倾向于发展高端产业.二是城市化水平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均显

著为正,这表明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三是资本存量的参数估计仅在制

造业结构合理化方程中显著为负,在其他方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前我国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率很低,仅凭资本投入和规模扩张难以优化

产业结构.四是研发投入对制造业高度化影响显著为正,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为正但

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各级政府R&D 投入具有选择性,即倾向于将R&D 投向能优化产业

结构的高端产业,但这并未能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明显影响.

五、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一)更换样本.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经济空间分布及增长

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迥

异.因此,本文对东、中、西部分地区样本进行了计量估计,①估计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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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全国分成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考虑到东北地区数据量小,把比较发达的辽宁并入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
并入中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和浙江１１个省(市);中部地
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和山西８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甘
肃、四川、新疆、云南１０个省(自治区).



表４　分地区样本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样本 中部样本 西部样本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lnLabor ００６３９(１２６) －００１９８(－０８１) －０１７７０∗∗ (－２０６)－０１０２４∗∗ (－２３１) ００８１５∗∗ (２４４) ００７０６∗∗ (２４６)

lnEduyears ０２９７９∗ (１６９) ０１５３８∗∗ (２０６) １７９８３∗∗∗ (４０５) ０５９８４∗∗ (２３７) ０１５７３(０５５) －０２０７９(－０９３)

lnChiFyb －０１０５５∗ (－１９１) －０００４２(－１１６) ０００８２(１１１) －００２９３(－０９０) －０００７３∗∗ (－２１０) ００３３９(０６０)

lnOldFyb －０５６４８∗∗∗ (－４５６) －００７４６(－１２７) －０３８６１∗∗∗ (－２９１)－００２８１∗∗ (－２３８) －０１０４７∗ (－１８５) －０１０６８(－１０３)

lnGovgdp ０２０１９∗ (１７５) ００６７０(１１５) －０１６６３(－１２４) ００６７９(０９２) －０２１９４∗∗ (－１９８) ０２３８０∗∗∗ (２７４)

lnUrban ０４９５９∗∗∗ (４５３) ０１１８７∗∗ (２２７) ０１５５１∗ (１８６) ０２６００∗∗∗ (７１９) －０１０６２(－１４３) －００３１１(－０５５)

lnCapital －０１０８７∗ (－１６８) ０１１７８∗∗∗ (２７９) －００２６０∗ ∗ (－２４７) ０００１６(１０４) ００４５６(０８１) －００１９８∗∗ (－２４６)

lnR&D ００１５９∗ (１７０) ００４２６∗∗∗ (３７９) ００２７０∗ (１８６) ００３１５∗∗ (２３７) －００３６２∗∗ (－２５５) ０００５５∗∗ (２３２)

cons ２２４７１∗∗∗ (２９６) ３３２９６∗∗∗ (８５４) ５４３３３∗∗∗ (６０５) ４４４７０∗∗∗ (９８３) ２８４４１∗∗∗ (５０２) ３４４７３∗∗∗ (７９０)

WithinR２ ０４１４０ ０２２１９ ０２４７７ ０３３４５ ０１７９７ ０１６５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对各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迥异.具体而

言,劳动力供给数量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中部地区制

造业结构高度化及合理化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而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

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已然不能支撑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
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却仍是推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优

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现阶段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与结构优化仍离不开劳动力数量的支

撑,鼓励西部地区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和促进西部地区劳动力就地就业,已成为西部地

区制造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从劳动力供给质量对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劳动力

质量上升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未对西部地区制

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产生明显影响.这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正向

效用明显,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低,劳动力质量仍难以满

足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现实需要.三是从劳动力供给结构在各地区的参数估计来看,东部地

区老年与少儿抚养比对该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对高度化影响为负但不

显著,这说明总抚养比上升不利于东部制造业结构优化;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制造业结构

高度化与合理化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该地区老年抚养比上升将抑制产业结构优化;西部地

区老年与少儿抚养比提高并未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明显影响,却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

构合理化,这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损失扭曲了西部地区制造业各

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抑制了其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总体而言,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
质量与结构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影响差异正是对全国整体估计结果的真实反

映,而全国层面的整体估计结果则是分地区估计结果的平均体现.

　　(二)更换指标.表２至表４报告了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指标以制造业细分行业

生产总值来测度的估计结果.为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并进一步检验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

合理化指标的合理性,本文重新以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

合理化指标进行测度,并将其引入计量模型,得到了表５至表７的估计结果.其中表７是在

表６基础上引入劳动力供给等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的结果.表５检验结果与表２一

致,因而在稳健性检验中仍然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式(３),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４).除制

造业结构合理化方程中研发支出与政府财政状况及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方程中城市化的估计

系数外,表６中全国样本与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与表３、表４基本一致.由于研发支出、城
市化与政府财政状况并非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且其估计系数在符号上与表３及表４一致,因
而其显著性略有差异并不影响本文对核心问题的讨论.为检验劳动力供给变量和制造业结

构优化之间的联立内生性问题是否严重影响了估计结果,表７报告了滞后一期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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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表７中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系数值及显著性与表６估计结

果基本一致,这说明重新以主营业务收入测算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指标替代原先

以生产总值测算的制造业结构指标后,劳动力供给变量与制造业结构优化之间并不存在明

显的内生性,即使变量间存在些许内生性,但这并不影响主要变量的参数估计效果.
表５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方程 检验类型 原假设 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 结论

式(３)
F 检验 不具有固定效应 ３２５０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LM 检验 不存在随机效应 １５９８３６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Hausman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３６８ ０５３２９ 接受原假设

式(４)
F 检验 不具有固定效应 １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LM 检验 不存在随机效应 ２８５７６１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Hausman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３２１９ ００００２ 拒绝原假设

表６　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全国样本 东部样本 中部样本 西部样本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lnLabor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３０ －０１５１２∗∗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８８６∗∗∗

(１９２) (０１８) (１１３) (－１４９) (－０１８) (－３０９) (１９４) (２７３)

lnEduyears ０６４７５∗∗∗ －０４１４８∗∗∗ １０６０２∗∗ ０１２３８∗∗ －１８３５６∗∗∗ ０５４０１∗ ００５３６ －０３７７４
(２８３) (－２７３) (２３０) (２４９) (－４５１) (１９１) (０１８) (－１４９)

lnChiFyb －０１８５０∗∗∗ －００３５３∗ －０１０１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８８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０５６
(－５６８) (－１６８) (－２１４) (－１０４) (３６０) (－０６４) (－１２８) (－１０９)

lnOldFyb －０６２６７∗∗∗ －０２２５５∗∗∗ －０６３５５∗∗∗ －０１１８６∗∗ ０５８２６∗∗∗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６０５ －０２０９０∗

(－９７４) (－５２８) (－６００) (－２０３) (５１６) (－０３４) (－０４３) (－１７８)

lnGovgdp ０１８０５∗∗∗ ０１７５１∗∗∗ ０３１０９∗∗∗ ０１５０５∗∗∗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５８０∗∗ －０１８２５∗∗ ０１８００∗

(２７２) (３９８) (２９７) (２６１) (－０９４) (２０５) (－２５５) (１８３)

lnUrban ０１７８０∗∗∗ ００３２５ ０４７６８∗∗∗ ０１１２３∗∗ ００１１５ ０２４０２∗∗∗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５９２
(３８０) (１０５) (５０８) (２１７) (０２１) (６２８) (－０３７) (－０９２)

lnCapital －０１０４９∗∗∗ ００３９４ －０１６６６∗∗ ００７９７∗ ０２５２９∗∗∗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８８∗∗

(－２７０) (１５４) (－２２０) (１９１) (４２５) (－０３１) (１１９) (－２３９)

lnR&D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２２１∗∗

(２３６) (２３０) (２２５) (３１７) (０８５) (２０７) (－２３２) (２２３)

cons －３３５６８∗∗∗ ４３３１７∗∗∗ －１５０７６∗∗ ３５１７１∗∗∗ －２８４３７∗∗∗ ４０８８９∗∗∗ －３７２４０∗∗∗ ３９２６７∗∗∗

(－９２１) (１７９０) (－２１５) (９１１) (－３８６) (８００) (－６２６) (７９５)

WithinR２ ０１８１０ ０３１３２ ０４０５９ ０１８５０ ０４０５２ ０３２３３ ０１２６２ ０１８７６

表７　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劳动力供给变量滞后一期)

变量
全国样本 东部样本 中部样本 西部样本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lnLabor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０４１ －０１３６２∗∗∗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６９２∗∗

(１５３) (０２２) (０９４) (－１５３) (－１０６) (－２８１) (１７２) (２１１)

lnEduyears ０７５６７∗∗∗ －０３２２６∗∗ １２９２０∗∗∗ ０１７５５∗ －１３６９２∗∗∗ ０５５７９∗∗ ００７８２ －０３１１８
(３１９) (－２０４) (２６３) (１６７) (－３４８) (２０２) (０２５) (－１１６)

lnChiFyb －０１７９６∗∗∗ －００４３９∗∗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４８０
(－５５３) (－２０３) (－２０８) (－０８３) (３４０) (－０２７) (－１０６) (－０７３)

lnOldFyb －０６１８９∗∗∗ －０１９８１∗∗∗ －０５７３１∗∗∗ －００７６５ ０４８３４∗∗∗ －００３３２ －０２７８４∗∗ －０２１３８∗

(－９４４) (－４５４) (－５１９) (－１３１) (４２５) (－０４２) (－１９８) (－１７５)

lnGovgdp ０２２５６∗∗∗ ０１７０６∗∗∗ ０３３３７∗∗∗ ０１５５７∗∗ －０２４６７∗∗ ０１８４２∗∗ －０２３５９∗ ０１３８４∗∗

(３１９) (３６３) (２９１) (２５７) (－２１４) (２２７) (－１９３) (２３０)

lnUrban ０１８３３∗∗∗ ００２７７ ０４８６８∗∗∗ ０１２３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２４３３∗∗∗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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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劳动力供给变量滞后一期)

变量
全国样本 东部样本 中部样本 西部样本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Indusl Hightech
(３８１) (０８７) (４８８) (２３２) (２２２) (６１４) (－０４３) (－０９６)

lnCapital －０１５１０∗∗∗ ００１３５ －０２４３６∗∗∗ ００５９８∗∗∗ ０２２９６∗∗∗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１３∗∗

(－３６９) (０５０) (－２９１) (２３５) (３８８) (０５７) (０２８) (－２２１)

lnR&D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２６９∗∗

(１６９) (２２７) (１８２) (２４４) (１５８) (１７９) (－２４３) (２３３)

cons －３３５５５∗∗∗ ４３１９３∗∗∗ －１３７４９∗ ３４７０１∗∗∗ －３０９８９∗∗∗ ４３２５１∗∗∗ ３８２３７∗∗∗ ４１５３２∗∗∗

(－９０５) (１７４８) (－１８９) (９０２) (－４４０) (８７２) (６５１) (８１５)

WithinR２ ０４１４０ ０２２１９ ０３７４９ ０１５７７ ０４３２２ ０３２３２ ０１５１９ ０１４１４

六、结论与政策性启示

　　第一,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对

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明显.一方面,这表明在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已经出现且

将长期延续负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引导不当,劳动力供求错位引发的大学生就业难与制

造业招工难问题将更加严重,低端劳动力资源稀缺与高端劳动力资源浪费现象将长期并存,
制造业结构将长期趋于不合理,资源浪费问题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要根据经济社会和人口

发展新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人口与计生政策,在当前全面放开二

孩政策的基础上,如果二孩政策效果仍不明显,部分生育意愿低下的大、中型城市可采取适

当政策鼓励生育二孩,甚至可考虑逐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快速下降

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并不影响制造业转型升

级与高度化.但在劳动力供给数量长期趋紧、成本上升,制造业传统优势削减的新条件下,
迫切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培育技术竞争新优势,以加速推进制造业高端化发展.

　　第二,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表征的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明显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
却不利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一方面,这说明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流动性

更大,劳动与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融合得更好,资源综合利用率更高,经济增长效用更

大,有效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推行更长

年限的义务教育,加快提高劳动力文化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

模式下,我国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水平可能并没有同人均受教育年限同步提高,“千人一

面”的人才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难以支撑高端产业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

需求.因此,要创新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校企协同合作,联合培养

产业发展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尤其是要加快培养高技术产业所急需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高

层次创新型人才,加快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以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三,劳动力供给结构中,无论是老年还是少儿抚养比上升都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高

度化与合理化水平.这表明,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年抚养比上升,全面二孩化,少
儿抚养比开始回升的新条件下,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力流动性与社会储蓄率等都

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无论是制造业结构高度化还是合理化都将受到约束,制造业结

构优化压力重重.因此,既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和

更加科学、合理的退休养老制度;又要积极应对全面二孩化,建立完善的母婴保障体系与婴

幼儿成长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养老与母婴保障体系,使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从高抚养比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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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此同时,还要运用高抚养比对低端制造业的倒逼机制,实施差别化

产业政策,倒逼低端制造业升级或退出市场,并强力推进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与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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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sofLaborSupplyChangesonStructural
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

YangLigao１,GongShihao１,HanFeng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Technology,

Changsha４１００７６,China;２．InstituteofPoliticsandEconomics,NanjingAuditUniversity,

Nanjing２１１８１５,China)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populationagingandthepopularizationofhigher
education,laborsupplyinChinaisundergoingprofoundchanges,andwillhaveaprofound
impactonstructure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Laborsupplychangesmainly
includechangesinmultidimensionssuchasquantity,qualityandstructure,andstructure
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ischieflymanifestedbystructureupgradingand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BasedonthesampleofChineseprovinＧ
cialpaneldatafrom１９９２to２０１３andfromthecomprehensiveperspectiveoflaborsupply
quantity,qualityandstructure,thispaperdiscussestheeffectsoflaborsupplychang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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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Itarrivesattheresultsasfollows:firstＧ
ly,thegrowthoflaborsupplyquantityisbeneficialtothepromotionofstructurerationaliＧ
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buthasnosignificanteffectonstructureupgradingof
manufacturingindustry;secondly,theriseinlaborsupplyqualitysignificantlyimproves
thelevelofstructurerational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butisnotfavorabletothe
developmentofstructureupgradingofmanufacturingindustry;thirdly,theriseintheeldＧ
erandchildrendependencyratioswhichembodieslaborsupplystructure,significantlyinＧ
hibitsthedevelopmentof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ndupgradingofmanufacturingindusＧ
try,andtheinhibitoryeffectoftheelderlydependencyratioisbiggerthantheoneofthe
childrendependencyratio．Furthermore,thispapercarriesoutarobustnesstestthrough
thereplacementofthesamplesandthemethods,andobtainstheresultswhichbasically
supportthepreviousresearchconclusions．Therefore,weshouldadjustandoptimizethe
populationpolicytoreplytothenegativeshocksofpopulationagingandthedeclineinlaＧ
borsupplyquantitytostructure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alsomakeefforts
totrainallkindsoftalentswhomatchthenewrequirementsofindustrialdevelopment,esＧ
peciallyhighlevelinnovativetalents,anddependoninnovationtodrivestructureoptimizaＧ
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
　　Keywords:laborquantity;laborquality;laborstructure;structureupgrading;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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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９页)

mobility,thelongtermincomesharesofeveryincomelevelareconvergenceinthelong
run,andtheGinicoefficientoflongtermincomeismuchlowerthanaverageGinicoeffiＧ
cientofannualincome．Finallyitmeasurestheinfluenceofincomemobilityonlongterm
incomeinequalitybyShorrocksequalizationindex．Duringtheperiodfrom１９８９to２０１１,inＧ
comemobilityleadstothereductionintheinequalitymeasuredintermsoflongterminＧ
comeby２４．４％,butinrecentyears,incomemobilityexperiencesadownwardtrend,and
inhibitstheequalizationoflongtermincome．Owingtotheeffectofincomemobilityon
longtermincomeinequality,publicpoliciesshouldadvancemobilitythroughdeepening
thereformandincreasingeducationlevel,toachievethelongtermincomeequality．
　　Keywords:longtermincome;incomemobility;Shorrocksequaliza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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