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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
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陈建军１　杨　飞２
（１．浙江大学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２．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于区域产业升级日益重要。人力资本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 力 资

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差异。除了人力

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人力资本异质性通过

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就业和企业选址，改变产 业 空 间 分 布。人 力 资 本 水 平 通 过 影 响 区 域 的 技 术 选 择，决 定

了技术进步路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

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最

优比例、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及其空间经济效应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人力资本异质性；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产业集聚；技术选择；区域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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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ｕｇｅ　ｇａ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依靠人力资本来提高生产率［１］１７－１８。人力资本是经济增

长的关键要素，也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更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不仅存在着数量上

的差异，也存在着质量、结构上的差异，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①。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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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教育程度 或 技 术 能 力 越 高 的 人 力 资 本 对 经 济 增 长 和 技 术 进 步 的 促 进 作

用越明显。参见欧阳峣、刘智勇《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异质性与适应性视角的研究》，载《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２６－３５页。



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时，就业者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的重

要性愈加凸显，人力资本异质性成为产业布局和区域产业升级必须考虑的因素。
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但人力资本也具有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异质

性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于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配置的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明

显。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流动偏好，在企业选址和区域产业升级中不能忽视其影响。
一般认为，产业升级与创新有关，创新推动了区域产业升级。本文认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会

通过技术进步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当前，中国各区域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而产业升级则需要根据各地的人力资本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选择最优产业升级路径，合理制定

产业升级政策。因此，迫切需要从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对产业空间格局形成的机制进行再认识，对
区域产业升级实践进行科学指导。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

升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通过对相关研究结论的综合与比较，揭示其内在作用传导机制，从而为我

国区域产业升级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界定与衡量

人力资本异质性是指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

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差异。Ｂｅｌｌａｎｔｅ用受教育年限、年龄和种族的差异来对异质性

人力资本进行分类［２］。Ｃａｓｅｌｌｉ和Ｃｏｌｅｍａｎ按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将人力资本分为初级、中级和高

级三种［３］。而基于人力资本是否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则可划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

本［４］。类似的划分还有教育型与健康型人力资本［５］１３、基础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６］４４等，都强

调前者的报酬递增及后者不对前者产生替代效应。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研究有初始禀赋与分布

的不同［７］、年龄结构的不同［８］８００、区域间的流动约束［９］２２８、教育水平的不同［１０］１１４、衡量人力资本空间

分布的相对异质性指数［１１］８９４－８９５等等。
衡量不同区域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一般用三种方法：收入法、成本法和教育存量法。收入法以

预期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成本法用与人力资本发展相关的支出来衡量人力资

本。教育存量法以受教育程度来间接描述人力资本水平。具体到中国人力资本的测算，相关研究有

基于总投资从成本角度计算人力资本存量［１２］３９－４２，从收入方面估计人力资本［１３］８６－８８，用人力资本的综

合指标体系测度人力资本［１４］，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

标［１５］３，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１６］１２。这些方法

对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剖析都存在不足，存量计算存在质与量的相互替代，平均教育水平存在教育两

极分化的可能，而分类统计则无法同时反映区域人力资本的整体数量和质量状况。

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来源

（一）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是提高人力资本技能水平［１７］２１７，这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根本来源。教育是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法，它能增强人力资本对技术环节变动的适应性，降低技术变化引起的人力资

本折旧［１８］。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分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中国人力资本投资高度不均衡，企业人

力资本投资以“东部－中部－西部”梯度递减。中部地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比重最高，西部地区由于

个人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较少，更多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以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个人与企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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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投资结构比为例，东部为２．１１∶０．２４，中部为２．３９∶０．２０，西部地区为１．７７∶０．１７①。
技术进步会带来就业和收 入 分 配 上 的 不 均 等，使 人 力 资 本 投 资 更 有 利［１９］，促 成“人 力 资 本 投

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与人力资本异质性增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闭环机制的形成。人

力资本投资与技术进步的互补关系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途径的选择偏好，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总

体结构与异质性特征。分工理论认为分工促进了经济发展，此处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增强指人力资

本类型的增多，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带来更多专业化的分工和更高级人力资本类型的出现。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会影响人力资本异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下，不同劳动者在接受教

育水平、就业 机 会、劳 动 报 酬 等 方 面 会 受 到 差 别 对 待，从 而 影 响 其 人 力 资 本 投 资 的 收 益 与 决

策［２０］１１７。在考察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时，应充分考虑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现实。
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于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配置的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明显，

有城乡分割［２１］８０、地区分割［２２］６１２、部门分割、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２３］２、体制性

分割［２４］９３８、雇佣合约类型不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②等。以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为例，体制内

外劳动力市场在人事档案、户籍管理、劳动及社会保障、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方面均显著不同。从

图１可以看出，中国各个省份（本研究未含港澳台地区，下文同）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程度存在

较大差异，最高的新疆是最低的安徽的四倍之多，这种差异带来了各省份的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现有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多见于劳动经济学之中，主要用于收入差距的分析，并且注意力

仍然集中在城乡分割上，而较少关注地区分割、体制性分割、部门分割等其他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
没有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引入新经济地理学与产业集聚、区域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劳动力市场的每

一种分割都带来了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影响就业选择与人力资本流动，在企业选址

与区域产业升级中不能忽视其影响。

图１　２０１１年中国各省份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程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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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字为以政府投资为单位值表示的比值。资料来源：李 福 柱、周 立 群《基 于 区 域 经 济 差 异 的 人 力 资 本 结 构 研 究———以 东、

中、西部为例》，载《科学管理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５９页。

参见陈小瑛、李光汉、赵忠《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形势：雇佣合约的视角》，《经济研究》网 站 工 作 论 文，２０１４年，文

章编号：ＷＰ５８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ｊ．ｃｎ／ｃｎ／ｌｗＩｎｆｏ．ａｓｐｘ？ｍ＝２０１００９２１１１３７３８３９０８９３＆ｎ＝２０１４０１１４１０５１４５１２０４６０。

图中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程度（％）以国 有 单 位 从 业 人 员 占 该 省 份 从 业 人 员 百 分 比 表 示。资 料 来 源：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编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推算。



三、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人力资本异质性

（一）新经济地理学与人力资本异质性

人力资本会受个人的某种情结、家庭状况、特殊偏好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流动行为，这些异质

性影响因素通过企业 生 产 成 本 函 数 和 消 费 者 效 用 函 数 体 现 出 来，对 经 济 活 动 的 空 间 分 布 产 生 影

响［２５］１６２。类似于异质性企业的集聚模式，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核心－边缘分布结构也强化了集聚经

济的空间异质性［２６］２４９－２５０。
异质性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是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生

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２７］３１４－３１５。人力资本会根据其技能水平进行空间排序，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力

资本选择在技术要求较高和收入较高的地区就业，高技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会促成企业区位选择

的集聚特征与产业集中［２８］６３４。人力资本的不同偏好也会带来新的发散力［２９］１７４，集聚力与发散力的

平衡共同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的分布。

（二）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产业集聚

如前文所述，现有研究多根据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把人力资本分为高技能人力资本

与低技能人力资本。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人力资本流动，其地区

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人力资本的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

扩大［３０］３４。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动比高成本约束的低技能人力资本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

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降低低技能人力资本在地区间流动

的成本有利于形成分布均衡的经济格局［３１］２３－２４。
我国各区域人力资本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表１可知，从西部、中部到东部，人力资本水平

依次递增，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近年来，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

本基尼系数方面同中部、东部地区的差异逐渐缩小，解释了其在制造业份额上的显著提高。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制造业份额的区域比较

年份
人力资本水平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力资本基尼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制造业份额（％）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０１　 ９．７９　 ９．２２　 ７．６３　 ０．２２３　３　 ０．２２６　３　 ０．３２１　３　 ５９．９３　 ２５．１７　 １４．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５　 ９．３９　 ７．９２　 ０．２２４　３　 ０．２１９　７　 ０．３１９　２　 ６１．１０　 ２４．０９　 １４．８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２５　 ９．１５　 ７．８５　 ０．２２３　１　 ０．２３２　２　 ０．３２５　２　 ６２．５５　 ２２．６６　 １４．７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４６　 ９．３５　 ８．０７　 ０．２１４　１　 ０．２１７　９　 ０．２８４　１　 ６０．９１　 ２３．０６　 １６．０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８０　 ９．６０　 ８．３１　 ０．２０８　６　 ０．２０５　６　 ０．２７２　９　 ５８．３４　 ２３．９９　 １７．６７

２０１１　 １１．９８　 １０．５８　 １０．１４　 ０．２０２　０　 ０．１９６　５　 ０．２３８　８　 ５４．９２　 ２５．７３　 １９．３５

　　注：（１）制造业份额用当年该区域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产值的百分比表示。

（２）资料来源：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考虑各教育层级的异质性和就业的学历要

求，这里取教育折算系数为：小学１．０，初中１．２，高中１．４，大专１．６，大学本科１．８，研究生及以上２．０。本文关于

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考胡永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实 证 分 析》，载《经 济 科

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５４－６０页。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偏好决定了人力资本流动的规模，人力资本流动通过直接效应和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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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引起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带来人力资本集中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则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溢

出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带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区域产业升级。

四、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下的区域产业升级

前文所述，人力资本异质性影响了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形式，产业集聚可促进技术进步、
优化产业结构，对产业升级有重要意义。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微观层面主要从要素转换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认为

技术进步带动了产业升级；宏观层面则关注行业的升级所引发的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由各产业的比

重变化衡量产业升级，按产业特征定义为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递进，按生产要

素密集度定义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递进［３２］１２９。本文从技术进步、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两方面综合考虑区域产业升级。

（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异质性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异质企业从一系列竞争性技术中选择一种技术并从异

质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中选择雇员，从而产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３３］１８。人力资本水平决定

了一个区域的技术选择［３４］５０８，而技术选择又决定了技术进步的路径。

１．人力资本门槛与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强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３５］１４８２。生产率越高，
对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需求也越多，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带来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增强。人力

资本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吸收外来投资技术外溢的能力［３６］，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才能

实现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即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用男性接受中等程度教育时间计算，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
等人得到人力资本门槛为０．５２年［３７］１２５，Ｘｕ计算发展中国家获得美国企业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门

槛是１．４－２．４年［３８］４９０。中国人力资本门槛值的计算有：中等教育以上年限２．９－３．６年［３９］２３、区域

每万人普通高校毕业生为４．８９７人［４０］９５、国内企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门槛值（即国内企业技

术人员数量）为２　５７８［４１］８７等。人力资本水平可指代吸收能力，度量区域产业升级的潜力。从表２
可看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际人力资本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际人力资本水平变化表

地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第一层次地区

（ＨＣＬ≥１０）
京、沪、津 京、沪、津、辽、粤；晋

京、沪、津、粤、鲁、苏、浙、闽、

辽、琼、冀；湘、晋、鄂、吉、赣、

豫、黑；陕、蒙、新、宁、青、

藏、桂

第二层次地区

（９≤ＨＣＬ＜１０）
辽、粤、鲁、苏；吉、晋、黑、

鄂、豫、湘；新

苏、琼、浙、冀、鲁；黑、吉、鄂、

豫、湘；新、蒙、陕、桂
徽；渝、甘、川

第三层次地区

（ＨＣＬ＜９）

闽、冀、琼、浙；赣、徽；蒙、

陕、桂、宁、川、渝、甘、贵、

云、青、藏

闽；赣、徽；宁、渝、青、川、云、

甘、贵、藏
云、贵

　　注：（１）表中省份用简称表示，按人力资本水平（ＨＣＬ）高低排序，分号表示东、中、西部间隔。

（２）资料来源：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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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进步路径

人力资本积累得益于干中学，而技术进步路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干中学效应，进而导致不同的

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水平［４２］２７０。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干中学的外溢效果就越好，越有利于促进技

术的消化与吸收，并诱发技术创新。
技术进步路径取决于高技能人力资本的供给［４３］１８８，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高技能人力资本

数量供给不足，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干中学，若超出人力资本门槛值则主动研发更有利。如表３所

示，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以东部、中部、西部的三个典型省份北京、湖北、内蒙古为

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研发经费比例越高，基础研究经费与应用研究经费比例越高，而试验发展经

费比例越低。

表３　２０１１年中国三个区域的典型省份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进步路径

省份 人力资本水平 研发经费比例（％）
基础研究经费

比例（％）
应用研究经费

比例（％）
试验发展经费

比例（％）

北京 １６．１５　 ５．７６　 １１．５９　 ２４．３４　 ６４．０７

湖北 １１．３０　 １．６４　 ４．３１　 １４．６０　 ８１．０９

内蒙古 １１．００　 ０．５９　 １．９２　 ７．２４　 ９０．８５

　　注：（１）研发经费比例为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例，其他经费比例为各自投入费用占研发经费比例。

（２）资料来源：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二）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化的重要基础，也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转化方向［４４］８０，人力资本水平的高

低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和高级化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会推动区域不断进入

更高级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４５］８４。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转换。由于三次产业的异质性（对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

的需求不同），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第三产业（服务业）在三次

产业中的发展速度相对越快。由表４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三次产业的增长率排序不

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最高，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最高，西部地区虽然第二产业增长率

最高，但第一产业增长率相比其他地区为最高。

表４　２０１１年中国各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与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率

地区 人力资本水平
第一产业产值

增长率（％）
第二产业产值

增长率（％）
第三产业产值

增长率（％）

东部 １１．９８　 １５．６５　 １６．３５　 １８．４０

中部 １０．５８　 １７．１６　 ２５．８４　 １９．３０

西部 １０．１４　 ２４．９５　 ２５．４２　 １９．３６

　　注：（１）本表计算增长率未考虑价格因素进行折算，但不影响分析结果。

（２）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三）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以往研究大多把人力资本作为整体对待，未考虑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即人力资本的类型、结构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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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可表示人力资本类型、结构的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类型、结构发挥作用要以人力

资本水平为基础，这里用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乘积作为调整后的人力资本与第三

产业产值比例作图，如图２所示，两者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际调整后的人力资本与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关系图①

１．人力资本类型与产业结构优化

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在供给上通过改变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在需求上通过对不同产

品与劳务数量上的需求差异影响行业消长，通过质量上的需求差异推动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

级［４６］。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集聚会带来其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和配置，提高产业转化速度，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４７］５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演化，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必然会出现更高

级的人力资本类型，进而带来新的产业形态的生长，促进高端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重

要基础就是新的产业能够得到其所需的人力资本类型与数量供给。

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同人力资本类型在不同区域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如高技能

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却不明显［４８］１４４。

２．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有助于加速产业转移与扩散进程，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促进新兴产

业发展，使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如表５所示，以东部、中部、西部的三个典型省份北京、湖北、广西

为例，就业人员中高中以下、专本科、研究生以上比例与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具有对应关系。高中以

下比例越高，第一产业产值比例越高；专本科与研究生以上比例越高，第三产业产值比例越高。

表５　２０１１年中国三个区域的典型省份人力资本结构与三次产业产值比例（％）

省份 高中以下 专本科 研究生以上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第三产业产值

北京 ４９．７３　 ４３．５０　 ６．７７　 ０．８４　 ２３．０９　 ７６．０７

湖北 ８５．９４　 １３．６０　 ０．４６　 １３．０９　 ５０．００　 ３６．９１

广西 ９２．０１　 ７．８０　 ０．１９　 ２２．５９　 ４８．４２　 ２８．９９

　　资料来源：据《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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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及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国内外理论前沿和现有文献，梳理了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认
为人力资本异质性在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更加重要，是区域产业升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
结构上的差异。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劳动力市场

的每一种分割都带来了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对就业和企业选址等产生作用，从而改

变产业空间分布。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引入人力资本异质性后（见图３），人力资本会受个人

异质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流动行为，通过企业生产成本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体现出来，
带来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一个区域的技术选择，而技术选择又决定了技术

进步的路径。人力资本具有门槛效应，可度量区域产业升级的潜力。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自主研发及产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

的效果。

图３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研究，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仍有很

大的空间。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人力资本异质性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造成人力资本积

累的激励弱化，人力资本转化的渠道阻塞，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偏好。未来可研究如何在制度

上推动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各类型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

用。其次，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中可能存在最优比例。人力资本结构越合理，越有利于产业升

级。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是促使人力资本不断转化为更高级的人力资本①，在实际经济系统中应

该存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的最优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再次，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人力资本的总量水

平上，而较少考虑各层次、各类型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不同影响。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

及产业结构的不同，研究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对于区域人力资本作用

的发挥与结构的优化、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权衡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最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

具有空间经济效应。人力资本会影响邻接区域经济发展［４９］３８７，各类型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空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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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性，应探索省域间人力资本的协调互动机制，在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和资源禀赋不同的中国现实

下达成产业的梯度转移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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