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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高端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配置和经济增长 

朱兰  吴紫薇  王勇* 

摘要：比较东亚和拉美不同增长绩效的经济体，本文发现东亚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过程

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且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而拉美经济体出现制造业

“低端锁定”且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为对上述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配置

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构建包含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一般

均衡模型，纳入劳动力异质性，刻画不同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下，高技能劳动力如何在不

同行业配置带来“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基础制造业－服务业”两种不同的变迁路

径，进而产生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和经济增长绩效。然后，通过模型模拟分析产业政

策和教育政策的政策效果，发现动态调整的产业政策比固定产业政策更有效，单一的教育

政策结合产业政策更有效。本文不仅拓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相关理论研究，突出后发经济体

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也为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高端制造业  人力资本配置  产业结构变迁  有为政府 

中图分类号： F4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各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高端制造业发展及与之相匹配的高技能劳动力

的配置情况对于后发国家（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高端制造业发

展对于落后经济体转型升级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中高端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占比来看，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不断升高且普遍高于 50%，相反墨西哥、巴西、智利等拉美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则大

多在 40%以下并出现了停滞乃至下降（见后文图 2）。其次，影响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在于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供应能否对高端制造业发展形成充分支持。本文考察各经

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发现，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经济体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反而

更低（见后文图 3）。这就引出了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高端制造业发展充分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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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绩效更好？高端制造业发展与人

力资本配置、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关系？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力资本配置方面发挥什

么作用？这对于中国当前强调“制造强国”战略以及“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具有

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支撑作用。 

目前大量研究关注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①，但是仍然存在不足，难以解释本文关注的

特征事实并对中国当前阶段的经济政策提供指导。首先，在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

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引致的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如何推动了地区经济的

持续增长（Lewis，1954；Hao 等，2020），但是以上分析通常局限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

（Temple，2005；Vollrath，2009），忽略了高端制造业和基础制造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差异特征。虽然部分文献指出了制造业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技术追赶和效率提升的

最有效部门（Rodrik，2013、2016；Cruz 和 Nayyar，2017；黄群慧和杨虎涛，2022），或

分析中国制造业比重变化趋势、原因、影响以及对策（吴迪和徐政，2021；蔡昉，2021；

肖宏伟和孙亮，2022；林晨和徐向宇，2023），但是没有系统探讨高端制造业作为主导产

业表现出对经济更强拉动效果的作用机制，难以解释和指导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产业结

构变迁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问题。 

其次，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对经济

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Nelson 和 Phelps，1966；Ding 和 Knight，2011；Ciccone

和 Papaioannou，2009；Kim 和 Lee，2011），少数研究涉及了人力资本在生产性活动和非

生产性活动（Murphy 等，1991；Baumol，1996）、在不同职业（Hsieh 等，2019）、在政

－-企业间（李世刚和尹恒，2017）、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产业间（李静和楠玉，

2019）的配置效果，Buera 等（2022）用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解释产业结构向人力资本密

集型产业的转型。上述研究均没有涉及高技能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配置对产业升级路径进

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分析。最后，在讨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及应对政策方

面，现有研究关注了发展战略（朱兰等，2022）、人工成本上升（白雪洁和于庆瑞，

2019；朱兰和王勇，2022）、能源转型（江深哲等，2023）、环境政策（孙晓华等，

2024），以及金融摩擦程度、契约执行能力、政策企业规模导向对制造业规模效应的限制

（Shin 和 Zhou，2007；Erosa 和 Cabrillana，2008；Guner 等，2008）等，但是较少从人力

资本结构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相适配的角度展开详细分析。 

基于对现有理论和特征事实的分析，本文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制造业对于经

济的推动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业规模在 GDP 总量上的贡献，更多的在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

级，即高端制造业发展对于经济的结构性作用。将高端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深度工业

化”产业升级路径才可以使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经济体选择

不同的产业转型路径的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力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选择和转移。

为了说明这一现象和机制，本文引入了高端制造业发展技术门槛的概念，通过“典型事实

描述—理论模型刻画—政策模拟”，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配置之间互相作用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模拟分析不同政策的经济效果。 

 

①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较多，在此不详细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郭克莎和彭继宗

（2021），王勇和汤学敏（2021）。 



 3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区分了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

的不同特征，分析了“深度工业化”和“过早服务化”两种结构变迁路径为何会导致不同

的经济发展绩效，强调了高端制造业发展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

作用；其次，本文提出了人力资本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配置问题，分析了其对产业升级

路径选择的重大影响及机制。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拓展了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

究。此外，本文应用以上理论，以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为例，分析了政府政策在推动高端

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探究了不同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效果，并针

对中国在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文章的第二部分利用跨国数据，在描述不同产业要素

禀赋结构基础上，比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人

力资本配置方面的差异，并基于以上典型事实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构建了多部门动态

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高端制造业和人力资本配置的匹配情况如何影响结构变迁的两种可

能路径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第四部分以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为例，讨论政府政策对产

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五部分是研究总结和政策启示。 

二、经验研究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本质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结构需要与

产业结构相匹配（林毅夫，2017）。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墨西哥、巴西、

智利和秘鲁等拉美经济体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

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本节将在分析不同产业要素禀赋结

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类经济体的结构变迁过程和人力资本配置，进而提出研究假说，为

后文构建理论模型提供事实依据。 

（一）产业要素禀赋结构 

为了更具有一般性地比较，为下文构建理论模型奠定事实基础，本文首先计算不同产

业要素密集度，描述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然后比较不同经济绩效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

及其人力资本配置。 

首先，考虑到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差异性，本文按照经合组织

（OECD）制造业技术分类标准（2005），将制造业分为基础制造业（BM）和高端制造业

（HM），其中高端制造业包括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基础制造业包括低技术和中低

技术制造业①。本文将服务业视为整体，没有进一步区分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一

是因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强调高端制造业在结构变迁中的重要性，突出制造业内部产业

升级对人力资本配置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二是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

性服务业不会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但会增加模型复杂度②。  

 

① 基础制造业包括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 Textiles and textile; Leather, leather and footwear; Wood 

and of wood and cork; Pulp, paper, paper,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ke, refined petroleum and nuclear fuel; 

Rubber and plastics; Other non-metallic mineral; Basic metals and fabricated metal; Manufacturing nec, 

recycling；高端制造业包括 Chemicals and chemical; Machinery, nec; Electrical and optical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② 本文借鉴 Lin 和 Wang（2020），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研究结论不变，但模型

复杂度提升。在保证研究结论不变的前提下，本文使用了相对简单的模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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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WIOD 数据，以美国为参照，计算三类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投入占比均值和

工资占比均值，分析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的人力资本密集程度（见表

1）。其中 ，h、m 和 l 分别代表高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bm、hm 和 s 分别代表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 表示 i 技能

劳动力在 j 行业的工资回报， 表示 j 行业总劳动力工资回报。 表示 i 技能劳动力在 j

行业的时间投入（工作小时数）， 表示 j 行业所有劳动力的时间投入（工作小时数）。

𝑙𝑎𝑏𝑠ℎ𝑗

𝑙𝑎𝑏𝑠𝑗
表示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回报占 j 行业总劳动力回报的比值，

𝑁ℎ𝑗

𝑁𝑗
表示 i 技能劳动力在 j

行业投入时间占 j 行业总劳动力投入时间的比值。从表 1 可知，相较于基础制造业，高端

制造业和服务业使用更多高技能劳动力，属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这为后续模型设定提

供事实依据。 

表 1 不同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密度 

 

行业 

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占比

（ ） 

高 技 能 劳 动 投 入 时 间 占 比

（ ） 

基础制造业 0.29 0.18 

高端制造业 0.45 0.31 

服务业 0.45 0.31 

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占比 、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时间占比 均从 WIOD 数据中得来。表中数

据是每个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占比和时间占比的算术均值。 

资料来源：WIOD（https://www.rug.nl/ggdc/valuechain/wiod/?lang=en）。 

（二）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与经济增长 

1950～1980 年是东亚经济体和拉美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且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

从三次产业结构构成来看，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经济体都经历了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

三产业的结构转型，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WIOD 数据显示，1995～2009

年，东亚经济体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制造业平均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32.1%和 26.5%，差距

并不大。本文使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衡量工业化进程，对比分析这一阶段东亚经济体（日

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和拉美经济体（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

和秘鲁）的工业化路径。从图 1 可以看到，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随人均收入水平

提高不断提升，而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份额基本保持不变，出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双停滞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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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亚经济体和拉丁美洲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人均 GDP 变化 

资 料 来 源 ： 人 口 和 附 加 值 数 据 来 自 GGDC 10sector database

（https://www.rug.nl/ggdc/structuralchange/previous-sector-database/10-sector-2014）。购买力平价的 GDP 数

据来自 PWT10.0（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为 2017 年美元价格。 

进一步将制造业细分为基础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发现东亚经济体和拉美经济体经历

了不一样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图 2 根据联合国工业组织竞争性工业绩效指数（CIP 

index），描绘了 1990～2021 年两类经济体的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趋势。1990 年以后日

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2021 年新加坡中高端制

造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80%，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均在 50%以上，制造业竞争力位居世界

前列，而拉丁美洲经济体出现了制造业“低端锁定”，高端制造业占比下降或不变，2021

年除墨西哥外，其他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均低于 40%①。结合图 1 东亚和拉美经济体

1950~1980 年间的工业化变迁路径，本文发现东亚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内部实

现“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升级，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升；拉美经济体则

虽然也开启了工业化，但出现了“低端锁定”，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基本不变甚至下

降，导致经济增长也陷入停滞。 

  

(a) (b) 

图 2  1990～2021 年东亚经济体与拉美经济体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资料来源：竞争性工业绩效指数（CIP）数据（stat.unido.org），UNIDO。 

（三）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人力资本配置 

为了衡量不同产业的人力资本配置，本文使用行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密度，即行业

高技能劳动力占该行业劳动力投入的比值与经济体高技能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值的相对

值，衡量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与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一致性程度，反映一定时间段内该

行业的人力资本配置。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行业 i∈{bm, hm, s}，H 为高技能劳动力，L 为低技能劳动力。如果高技能劳动

力相对密度越大，说明该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密度相较于经济体整体高技能劳动力密度越高，

该行业吸引或者配置了更多高技能劳动力人口；反之，则说明该行业吸引或者配置了较少

 

① 智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短暂的中高端制造业增长源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加工贸易的发展，但由

于对于矿业和农产品出口的依赖，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加之贫富差距分化，导致智

利的制造业升级并没有成功，目前智利的工业占比约为 10%，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为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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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技能劳动力人口。 

为了使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各收入组别国家（地区）划分标准，

借鉴朱兰和马金秋（2020）将经济体划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E） ①与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MT）②两类。具体地，如果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样本期间进入了高收入组别，则视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反之，则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图 3 画出了两类经济体

的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从图中可以看出：（1）基础

制造业中，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基本相同，差距不

大；（2）高端制造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MT）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普遍

低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ME）。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MT）的高技能劳

动力相对密度处于 0.7~0.9 之间，2009 年相对密度小于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高

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位于 0.8~1.1 之间，2009 年相对密度大于 1，说明经济增

长绩效更好的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密度相对更大，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

占比超过一国（地区）经济体中所拥有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3）服务业中，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经济体（MT）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反而高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ME）。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MT）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处于 1.4~1.8

之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ME）处于 0.9~1.2 之间，这说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经济体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相对其他产业来说吸纳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

力。 

 

 

（a）基础制造业 

 

（b）高端制造业 

 

① 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 

② 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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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服务业 
 

图 3  行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 

资料来源：WIOD（https://www.rug.nl/ggdc/valuechain/wiod/?lang=en），其中 MT 表示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经济体，ME 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相较于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

业和服务业高人力资本更为密集。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内部升级和产业

结构变迁模式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绩效更好的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实现内部升级，高端制造

业占比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为“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而增长陷

入停滞的拉美经济体制造业出现“低端锁定”，高端制造业占比不变甚至下降，产业结构

变迁路径为“基础制造业－服务业”。与之相对应的，高技能劳动力在产业结构中的配置

不同：与增长绩效较差的经济体（MT）相比，经济增长绩效更好的经济体（MT）高端制

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低。这与一般情形下

“高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和高技能劳动力总量更高，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也应

相对更高”的直觉相矛盾。从而引出了本文所要揭示的现象和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反而更高？为什么高端制造业和

服务业都是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而高端制造业发展且高技能劳动力密度更高的经济体出

现了更好的增长绩效？ 

结合前文产业特性和产业结构变迁过程，本文提出研究假说：两类经济体增长绩效出

现分化的关键在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及其人力资本配置。这主要是产业禀赋结构、技术特

性和产业位置决定的：首先，高端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前后联动效应、投资消费拉动效

应、就业乘数效应等（Ju 等，2015；Rodrik，2013、2016；Szirmai 和 Verspagen，2015；

Su 和 Yao，2017；Cruz 和 Nayyar，2017），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制造业是实现技术追赶

和效率提升的最有效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从投入－产出结构来看，高端制造

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服务化的投入，带动对服务化的需求从而创造人力资本需求（张川

川，2015；Lin 和 Wang，2020），对整体经济表现出更强的带动作用；再次，高端制造业

具有“干中学”效应（Matsuyama，1992），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复杂转型过程中，

由于生产结构路径依赖，高端制造业培育一国（地区）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需的基于

科学和专业供应商制造的能力（Cassini，2023），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经济中的高

技能劳动力水平（Diao 等，2019）。最后，由于高端制造业具有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高技

能劳动力配置方式也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型路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高端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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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相较于经济中高技能劳动力技术水平较低，高技能劳动力便能够流入高端制造业，并

引致经济体走上“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路径，带来更为持久稳定的经济

增长；相反，如果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相较于经济中高技能劳动力技术水平过高，便会导

致高技能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失以及高端制造业发展停滞甚至不断萎缩，导致经济体走上

“基础制造业－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路径，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足。 

三、理论模型与影响机制 

基于不同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异质性以及投入产出关系，本文参考 Buera 和 Kaboski

（2012b）、 Lin 和 Wang（2020），构建了一个包含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三

个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与 Lin 和 Wang（2020）不同的是本文没有对服务业进行细

分，也没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竞争设定。由于高端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和固定成本，因

此市场结构是自然垄断市场，其他所有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

市场结构。 

（一）模型设定 

1.经济环境 

每期有测度为 N 的连续同质家户出生，每个家户存在两期。在同一个时期内有 N 户年

轻人和 N 户老年人共存，不存在人口增长。家户共消费两种商品，制造业商品 和服务业

商品 。经济体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 

2.家户偏好和禀赋 

家户的效用函数为 Stone-Geary 形式，假设在年轻时家户消费制造业产品（比如汽车、

运动器械，化妆品等），在年长时消费服务业产品（比如医疗、养老、娱乐等），具体如

下： 

       （1） 

其中， 是 t 期出生的家户在 t 期消费的制造业产品， 是其在 t+1 期消费的服务

业产品，β 是效用的贴现因子。下标的时间 t 代表家户出生的时期，上标的时间 t 代表行为

所发生的时期。参数 ，这意味着当收入水平足够低时，家户对于服务的消费可能为

零。每个家户具有一单位的连续劳动力。在年轻的时候，家户可以指定一部分劳动力（份

额为 ），花费一期的时间成本接受教育，成为高技能劳动力 H，其余劳动力（份额为 1-

）则是低技能劳动力 L，从事低技能的工作。年长的时候，家户中的高技能劳动力从事工

作，低技能劳动力退休。 

3.生产技术 

经济中存在三个生产部门，分别是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根据事实 1，

即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本文假设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是高技能劳动力密集

型，而基础制造业是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最高，其

次是基础制造业和服务业。 

基础制造业的生产函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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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𝐴𝐵𝑀
𝑡  为基础制造业部门在 t 期的劳动生产率， 和 分别为 t 期基础制

造业使用的 t 期出生的低技能劳动力和 t-1 期出生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假设相关参数满

足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严格高于低技能劳动力的条件，由于两种不同技能劳动力在基础制造

业的边际产出相同，则在市场均衡中基础制造业中只使用低技能劳动力。 

服务业的生产函数： 

      （3） 

其中，𝐴𝑆
𝑡+1为服务业部门在 t+1 期的劳动生产率， 为 t+1 期服务业中的高技能劳动

力的数量。 

借鉴 Buera 和 Kaboski（2012b）规模效应生产函数以及 Lin 和 Wang（2020）投入产出

结构，本文假设高端制造业为凹函数，使用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生产函数如下： 

                （4） 

其中， 是 t+1 期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 是 t+1 期投入高端制造业的高技

能劳动力数量。 是高端制造业支付的进入成本。由于高端制造业生产存在固定成本

Qt，高端制造业平均成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假设高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和固定

成本 Qt足够大，则高端制造业最多有一个企业存在。 

虽然基础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投入不同，但由于消费者更加关心产

品功能而非生产形式，对于消费者而言，制造业消费品完全可替代，即： 

   （5） 

在市场上存在完全替代品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的垄断企业面临极限定价问题，边际

生产成本将作为产品定价的标准。高端制造业部门的所有权平均地属于经济中的每一个年

长家户，所以利润也平均地进入年长家户的收入。由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投入是高技能劳

动力，家户在第二期不消费制造业产品，所以每一期所生产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其消费者

都是本期出生的家户。如果两种制造业并存，t 期出生的家户在 t 期的消费由 t-1 期出生的

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和 t 期出生的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的基础制造业产品组

成，在 t+1 期的消费为 t 期出生的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服务业产品。 

在对理论模型进行模拟时，本文对参数的估计如下：按照一般新古典离散模型，将贴

现因子 设定为 0.95；依据 Kongsamut 等（2001）设置 Stone-Geary 效用函数的参数  ，并

根据产业份额重新标准化为 0.15；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化为 1；按照 2018 年投入产

出表计算高端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占比，高端制造业生产函数中的服务业固定投入 Qt设

定为 0.15；按照事实 1 中的收入份额，将高技能劳动力投入的参数 设定为 0.45。 

（二）市场均衡 

当经济中同时存在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市场均衡的情况取决

于高技能劳动力积累水平和配置。根据附录一中的制造业、服务业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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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出清条件①，可以得到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 t 期出生的总劳动力的份额 的运

动规律为： 

       （6） 

其中，q 为高端制造业固定成本的人均值，基础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占 t 期出生的总

劳动力的份额 随着 的变化规律为： 

       （7） 

假设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均为外生恒定，则模拟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在均衡中

的变化路径如图 4 所示。因为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函数为凹函数，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

力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均衡稳态值。较小的稳态值 并不稳定，而较大的稳态值 为稳

定的稳态。因此，初始条件下，流入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是否能达到 ，即高

端制造业的发展门槛，决定了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比较初始期高端制造业高技能

劳动力占比与 、 关系，可以得到三种情况：  

 

图 4  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变化路径 

情况一：“渐进服务化”趋势。当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时，高端

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高端制造业发展充分，产出水平较高。国民对于服务业的需

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需求的收入弹性更大），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从而满

足市场需求，呈现制造业高端化、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这与发现的美国 1950～2000 年服

务业附加值占比提升 20%，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占比提高（Buera 和 Kaboski，

2012a），但制造业增加值，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不变甚至提高（Rodrik，2016）

相符。但是，这种情况与本文主要讨论的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阶段关联不

大，不详细展开。 

 

①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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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二：“深度工业化”路径。也就是制造业内部从基础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

当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满足 ，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

发展门槛。随着经济中的高技能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高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充分发挥，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增长，直到达到高稳态值 。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内部出现产业

升级，即基础制造业占比下降，高端制造业占比上升。 

假设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通过计算得到，当 t=0 时，高技能劳动力  满足： 

（8）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流入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这一代总劳动力份额大于 。

其中， 作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门槛，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三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 和 ）、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固定成本 Q 以及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参数 。

其中，高端制造业相对于基础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固定成本越小、劳动生产率参

数越大，高端制造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少，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越低；服务业全

要素生产率越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高端制造业能够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

力，发展门槛越低。 

图 5 描绘了制造业升级路径下，三个部门劳动力占比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路径。可以看

出，初期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明显提高，基础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下降，制

造业内部出现明显产业升级。 

 

图 5   “深度工业化”路径下部门劳动力发展路径 

由于各部门的劳动力数量都不能为负，此时均衡存在需要满足的参数条件包括 

            （9） 

          （10） 

保证国民对于市场服务业的消费量为正值需要满足的参数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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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情况三：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的“过早服务化”。当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时，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份额 满足： 

           （12） 

由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运动方程和基础制造业的劳动力运动方程可知，由于高

端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太小，产出水平低，劳动力更多流入基础制造业以满足家户的制造业

产品需求。随着下一期高技能劳动力的水平降低，高技能劳动力逐渐离开高端制造业部

门，流入服务业部门，导致高端制造业逐渐萎缩，最终完全退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经

济没有实现从基础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而是直接从基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

型，高技能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本文将其称为“过早服务化”路径。 

同样，根据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出清结果，得到经济体中高技

能劳动力占比 的均衡结果为： 

 （13） 

如果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过早服务化”现象，经济体能否重拾高端制造业还是陷入

“低端锁定”？根据“深度工业化”均衡中对经济体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的要求可知，

如果最终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有可能再次

出现，产生基础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的结构变迁现象。反之，如果 ，经济体一

旦出现高端制造业缺失现象，就会导致制造业出现“低端锁定”，难以实现制造业内部的

产业升级。即： 

（14） 

如上文所述，参数 beta 为折现因子，参数估计中取值为 0.95，参数 alpha 代表高端制

造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收入份额，参数估计中取值为 0.45。由此可得： 

（15） 

因此，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和“过早服务化”情景下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之间的差距

大于 0，即在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一旦经济体陷入“过早服务化”均衡，将无法在

自由市场条件下重拾高端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局中，经济增长停滞。 

（三）发展绩效比较 

在基准理论模型中，本文探究了在不同前提条件下，经济体可能存在的不同发展路

径。本节将进一步分析两种不同路径，即“深度工业化”路径和“过早服务化”路径，对

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讨论经济增长，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外生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表现为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假设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恒定，以排除非平衡增长因

素对于部门规模和结构转型的影响。图 6 描绘了不同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下的人力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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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升级路径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明显高于“过早服

务化”路径。这是因为制造业升级路径下，高端制造业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要素投入和中

间品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通过产业垂直结构带动服务业发展，再加上高端制造业高人力

资本密集度特征带动高技能劳动力积累和就业，以及国民收入上升引致服务业和制造业产

品的消费需求，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最终促进高技能

劳动力内生积累加速。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变，技术进步并不会促使高技能劳动力水平的

增长，服务业和基础制造业缓慢地发展，经济增长完全来源于技术进步，缺乏要素配置和

产业结构的改善。因此，“深度工业化”路径下由规模效应、垂直结构带动效应、人力资

本需求引致效应、技术进步等多重效应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快于“过早服务业”

路径下仅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图 6  两种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下高技能劳动力积累 

进一步对比两种不同路径下，社会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化。图 7 描绘了不同路径下代表

性家户效用增长趋势。可以看出，两种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下，代表性家户的效用水平明显

不同。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升级路径创造的社会福利始终高于“过早服务化”

路径，而且早期制造业升级路径下社会福利水平提升速度更快。这是因为，在没有外生技

术进步的情况下，给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由于高端制造业生产存在规模效应，制造业升

级增加经济产出，提高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增长。在长期情况下，高端制造业的高人力资

本密集度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并且通过垂直结构溢出带动效应为服务业提供岗位。

在“过早服务化”路径下，即使有外生的技术进步，但希克斯中性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无

法刺激高技能劳动力进一步积累和向高端制造业流动，导致产业结构无法优化，经济缺少

可持续增长动力。 

比较两种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地区）是工业变革最密集、制造业不断升级，

且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流动的东亚经济体，而拉丁美洲国家同时出现 “过早去工业

化”、高技能劳动力向低端部门流动以及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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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两种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下的社会福利变化 

四、政策模拟：以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为例 

对于处在追赶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由于高端制造业存在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进入

门槛（蔡翼飞等，2010），制造业难以自然而然地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导致出现制造业

“低端锁定”、劳动力市场结构错配等现象，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叶祥松和刘

敬，2020）。在政策设计中，本文以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为例，通过模拟财政补贴或者税

收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助力高端制造业发展，以及通过教育政策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优化

人力资本配置，进而分析不同政策的经济效果。 

（一）产业政策 

本文首先探讨在初始的高技能劳动力存量小于 的情况下，国家补贴高端制造业的可

行性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对高端制造业生产补贴来源于国家税收。如果对处于完全市场

的基础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征税，都会扭曲市场利率，导致跨期要素分配出现错配，降低市

场的经济效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因此本文只考虑国家对于个体收入征税的情况，产业

政策的设定详见附录二。 

1.产业政策的影响：要素流动和产业规模 

制造业升级路径和过早服务化路径的分界值为： 

（16） 

所以在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降低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可以沿着产业升级路线发

展。其稳态值 增大，则其处于稳态时的高端制造业劳动力占比提高，详见附图 1。 

假设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降低后，中等收入经济体沿着产业升

级路线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在发展过程中呈上升趋势，长期高技能劳动

力占比明显提高，基础制造业的规模减小，低技能劳动力水平整体下滑。而服务业的高技

能劳动力占比也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在长期稳态并没有较大的变化，详见附图 2。 

这与经济学直觉一致，因为对个人财富直接征税，使得经济体中家户的福利受损，经

济体中对消费品的需求减少，从而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减小，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制

造业。另一方面，对高端制造业生产进行补贴，相当于减小了厂商本身对服务业中间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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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降低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门槛，使得中等收入国家可以进入高端制造业，成功进行

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刺激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积累，在长期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

服务业都呈现扩张趋势，而基础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减小，逐渐退出经济体。 

2.产业政策的目标：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短期内，实施产业政策时期下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低于高端制造业退出经济的过渡期均

衡，但高于“过早服务化”均衡，详见附表三。 

因此，政府实行高端制造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是，在每一期高技能劳动力积累增加和高

技能劳动力流入高端制造业的前提下，最大化家户的效用函数。 

如果政府在每一期开始之前宣布税收和补贴，则其在 t 期征收的一次性总付税 满足： 

         （17） 

 

其中 是 t-1 期家户选择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是在 t 期补贴数量的条件下，高端

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份额运动规律中的门槛值，即如下关于 x 的方程的较小正数解： 

                （18） 

如果政府在第一期确定了税收和补贴数量之后，直到取消补贴政策不能更改，则其在

每一期征收的一次性总付税 满足： 

              （19） 

其中 是初始时期外生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是在补贴条件下，第 1 期高端制造业

中高技能劳动力份额运动规律中的门槛值，即下面关于 x 的方程的较小正数解： 

                  （20） 

随着高技能劳动力的积累过程，配置到高端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不断提高，高

端制造业需要的补贴减少，同时，由于高技能劳动力比重增大，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

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也相对下降，本文可以得到： 

  （21） 

即初始时期指定的补贴政策足够满足后期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由此本文可得如下的命题： 

命题 1（制造业补贴政策）如果高端制造业每一期可以获得来源为个人收入税的生产

补助，则存在 

（1）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经济体在发展初期，过早服务化和制造业升级路径之间选择

的阈值 变小，其值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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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制造业升级路径发生的概率提高，而过早服务化路径发生的概率降低。 

（2）社会福利效应：在短期内，由于征收财富税，社会总需求减小，消费者的福利相

比于自由市场下高端制造业逐渐退出经济的过渡期降低。在长期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不

断流入高端制造业，就业数量提高，制造业内部产业升级，高技能劳动力总量增加，高端

制造业可以独立发展，经济效率增长，相比于“过早服务化”市场均衡，社会福利可以达

到更高的水平。 

（3）最优产业政策：对于政府而言，动态调整补贴政策要优于固定的补贴政策。政府

在扶持高端制造业发展时，应当采取灵活的产业政策，根据其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帮扶力度，

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直到高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跨越进入门槛。 

本文的分析证明，政府对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补贴，以短期的社会福利减少为代价，

消除市场失灵，降低了制造业升级的门槛，避免了经济体出现“过早服务化”。不论是发

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如英美），还是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日韩），均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实施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Chang，2002；Rodrik，2005）。但需要注意的是，

当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超过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 ，高端制造业部门具有自生能力时，政府

应调整产业政策，顺应市场规律和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二）教育政策 

对于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较高，早期的高技能劳动力积累速度和水平无法满足高端制

造业实际需求的问题，政府也可以通过实行教育政策来试图解决。 

如果政府实行教育政策，直接干预教育投资，使得每期实际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满足 

  ，即均衡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则在 t+1 期，部分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基础制造

业。 

从均衡条件可以得到 

                 （23） 

                （24） 

因为每期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外生，在均衡模型中， ，即社会中的高

技能劳动力流入基础制造业。 

与产业政策相比，教育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单独使用教

育政策试图提高高技能劳动力水平，很可能无法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带

来人力资本错配。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经济改革强调收入分配，重视教育投资和教育

政策，但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与之相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环境，造成不符合发展阶段的

人力资本存量过剩，人力资本出现“外流”或者“脱实向虚”现象，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分配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样

重要，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相匹配，引导产业升级以及重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

避免产生人力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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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不同经济增长绩效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力资本配置比较，发现相较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不仅实现了制造业内部

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占比更高，而且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这是因为

相较于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前后联动效应、投入－产出结构效应等，不仅

有助于拉动其他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为高技能劳动力人口提供充分的就

业岗位，具有高人力资本需求和“干中学”效应，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为了刻画上述

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异质性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产业结构、人力资

本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本文讨论

了不同的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下，高技能劳动力在部门间的不同配置和流向内生出两种不

同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最后，本文分析了产业政策和教

育政策对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配置的作用，讨论产业结构变迁中有为政府的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制造业

占比下降。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

总值比重从 2006 年的 32.5%下降为 2022 年的 27.7%。同时，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问

题，产业链处于由中低端向高端爬坡的过程中。二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出现高技

能劳动力“脱实向虚”。中国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0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

显示，本科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更期望在文体传媒、互联网 IT、商业服务和金融行业就业。

“过早去工业化”趋势和高技能劳动力的“脱实向虚”，尤其是近年青年人失业率高企，

凸显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匹配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发现，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和劳动力“结构性错配”难题，本文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不

仅要从产业结构入手，强调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注重降低高端制造业进入门槛，也

要关注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匹配，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向和配置，推动高技能劳动

力流向高端制造业。政策启示是： 

第一，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推进新型工业化。2023 年 9 月召开全国新型工业化，强

调实现新型工业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针对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根基不稳、“卡脖子”等问题，需要重点扶持和强化高端制造

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后发经

济体发展高端制造业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不仅需要较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还

需要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支撑、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及包容创新的产业生态。除此之

外，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面临美国的技术遏制和堵截，增加对高端制

造业领域的全方位支持至关重要。 

第二，重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促进产业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单一的教

育政策不如搭配产业政策更有效。在强调积累高人力资本的同时，一方面需要着重培养人

力资本的专业技能，加强工业机理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大数据、深度学习等 IT 技能，使之

与高端制造业、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下的产业发展相匹配（朱兰，2023），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引导，提高基础研究、技能人才、工匠型人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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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社会地位，吸引高技能人才进入高端制造业工作，避免高技能人才的“脱实向虚”。 

第三，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根据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和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动态产业政

策调整比静态产业政策更有效。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的及时退出，通过缓解企业过度投资、

提高企业研发支出效率提高了企业 TFP（戴宏伟和郑立晨，2024）。因此，政府在扶持高

端制造业发展时，应当采取灵活的产业政策，根据其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帮扶力度，初始时

期给予一定补贴，但是到高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自生能力时，在本模型中即为

吸引人力资本进入的能力，可以考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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