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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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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逆转的现实，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收入机制和成本机制作用于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论文以我国1980－2010年数据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第一产业比重存在负效应影响，而对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则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因此，政府和企业要抓住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积极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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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中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现实。那么，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到一国的产业结构？其将通过

何种机制传导至产业结构？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呈现怎样的影响？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利用1980－2010年的全国统计数据来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

1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1.1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

较大的变化，三次产业产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有

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变化

（如图 1）。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

不断下降的趋势，从 1980 年的 30.17%下降到

2010年的 10.10%，降幅非常明显。第二产业比

重则呈现先降后升、而后趋于稳定的趋势，第二

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2%下降到1990年的

41.34%，到 2008年再次回升到 47.45%。第三产

业的比重则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1983年之前第

三产业比重上升缓慢，之后迅速上升并在1985年
超过了第一产业，到 2010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

业的差距仅为3.61%。

图1 1980－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趋势图
Fig.1 The trend graph of China's three industrial

proportion changes during 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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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产业结构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得到极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有：1 产业间结构不合

理，发达国家GDP的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30%，第三产业比重

是最大的，一般大于65%，而中国的产业结构明显达不到这个标准［1］。 2 产业内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中

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第二产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生

产多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信息、咨询、科技等新兴产业

比重过低。 3 产业发展方式过于粗放［2］，产业发展中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问题突出，产业发展依然处于

低级水平。

2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作用机理

2.1 收入机制

劳动力成本概念是从企业角度提出来的，若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意味着居民工资性

收入的提高和相关福利及社会保障的改善。根据恩格尔系数理论，居民收入增加与福利改善将促进消费

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消费模式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转向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

为主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模式［3］；消费等级从低附加值的基本需求消费转向高附加值的品质消费。消费

模式升级带动产业间结构升级，即第一、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升级；消费等级升级带动产业内结构转型升

级，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转型升级。

2.2 成本机制

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压缩企业利润空间，通过成本机制来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劳动力成本上升面前，企业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要么退出市场，要么进行

变革，无论企业做何种选择，其结果都将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企业

选择退出市场，释放出来的资源将从退出产业流向其他产业，从而引起产业间结构调整；二是企业选择迁

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这将促使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高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的“倒逼机制”［4］，

企业不得不进行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管理效率等途径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倒逼机制”有利于企

业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内升级；四是通过要素替代，即用资本技术

来代替劳动力要素进行生产，其结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以扩张。

3 劳动力成本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统计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3.1.1 统计模型

本文选用半对数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该模型能够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变

动百分比对各产业比重的影响情况。
Yi = α + β ln X + ε (i = 123)

式中：Yi 为三次产业结构；X 为劳动力成本变量；α为常数项；β表示劳动力成本每变动1%所引起产业结

构的变化量；ε为残差变量。

3.1.2 指标选择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有很多，如各产业产值

之比、各产业就业人数之比等，本文选取最常见的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来说，Y1

为第一产业产值/GDP，Y2 为第二产业产值/GDP，Y3 为第三产业产值/GDP。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定义，劳动力成本除了涵盖职工的工资、所得、薪酬之外，还包括雇主承担的

职工住房成本、职业训练成本、工人招聘费用及雇佣员工发生的税收成本等。鉴于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中

并没有全面的劳动力成本核算数据，职工工资是劳动力成本的主要部分，因此本文选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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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

3.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80－2010年各产业产值的比重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样本数

据资料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2 实证分析结果

3.2.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都是非平稳过程。经过一阶

差分后的变量数据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

过程。

表1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Tab.1 The unit root test of variables

变量

lnX
Y1

Y2

Y3

ADF值

-0.075 5
-2.155 3
-2.009 6
-1.462 0

P值

0.943 2
0.226 4
0.281 3
0.538 7

变量

ΔlnX
ΔY1

ΔY2

ΔY3

ADF值

-3.528 9
-4.429 5
-3.971 5
-3.937 2

P值

0.014 3
0.001 6
0.004 9
0.005 3

3.2.2 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运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确定劳动力

成本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协整方程如下：

模型1：Y1 = 0.712 5 - 0.060 1 ln X

（43.688 4***）（ - 31.488 3***）

F = 991.515 1*** R2 = 0.971 6

模型2：Y2 = 0.383 8 + 0.008 3 ln X

（19.095 4***）（3.544 2***）

F = 12.561 2*** R2 = 0.402 2

模型3：Y3 = -0.096 3 + 0.051 7 ln X

（ - 3.878 8***）（17.810 5***）

F = 317.212 7*** R2 = 0.916 2

根据OLS方法估计方程计算非均衡误差，并检验残差的单整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2、3残差单位

根检验的 t 统计量分别为-2.620 1，-3.001，-2.640 3，其相伴概率值分别为0.010 6，0.004 0，0.010 2，均小于

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变量间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解释变量和被

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上述各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以及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计量结果是可信。实证研究表明：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一产业比重的影响为负。从模型1可以看出，实际劳动力成本每上涨1%，使

得第一产业比重减少0.060 1%。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影响。模型2表明，实际劳动力成本每

上涨1%，使得第二产业比重增加0.008 3%；模型3表明实际劳动力成本每上涨1%，使得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0.051 7%。

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从回归系数上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

第三产业的影响达到0.051 7，而第二产业仅为0.008 3。
3.2.3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郑延智，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影响研究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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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整检验显示了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存在格

兰杰因果联系还需要检验来确定。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二产业比重与劳动力成本互为格兰杰因果关

系，劳动力成本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格兰杰原因，但第三产业比重不是劳动力成本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结果

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第一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提高的原因，并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

产业比重上升也有助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但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对劳动力成本提升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

表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零假设

Y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X

L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1

Y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X

L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2

Y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X

L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3

F检验统计量值

4.316 0
4.245 9
5.198 7
2.714 5
1.096 5
5.415 8

相伴概率

0.025 1
0.026 4
0.013 3
0.068 5
0.388 2
0.004 8

4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 劳

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收入机制与成本机制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三次产业比重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3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为负，而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为正；4 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高于第二产业；5 第一、二产业比重与劳动力成本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劳动

力成本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格兰杰原因，但第三产业比重不是劳动力成本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政府和企业

要抓住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遇，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4.1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促进作用，积极创造环境支持劳动力

成本上升。一方面，政府要致力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要健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4.2 强化政府服务和引导功能

政府应尽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发挥政府服务与引导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是要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和政策，各地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特点以及产业结构现状，按照前瞻性、科学性、

可持续性原则，制定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5］。二是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通过完善

道路、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强化社会治安，提高本地服务配套水平，提升文化产业的含量和层次，建立新

型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等硬、软环境的改善来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三是鼓励组建各类行业协会和民间

合作组织，加强产业发展的组织协调、信息收集、统计监测、政策研究、人才培训等服务工作，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4.3 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效应最大，因此应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在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的经

济体制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战略性高端产业，是

各国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现代服务业具有高增长、高效益、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是农业、工业和

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有利于提高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

济效益，也有利于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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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重视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府都要重视研发投入，建立有效的研发投入机制，如科技专项配套投入机制、研发投入奖励机制等，

在科研启动、技术研发、成果申报等方面给予用地、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支持。企业必须主动进行学习和技

术创新，加强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产业技术联盟、委托研发、组建联合实验室、成立合资

工资等多种形式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具有一定规模和研发基础的企业应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平台，增

加研发人才和资金的投入，通过多种方式引进国内外产业高层次人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引导

传统产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和信息化发展，利用本地优势，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6］，进而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

4.5 积极提升劳动者素质

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是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而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要提高

劳动者素质。一是要加强对非熟练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我国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提供

人力支持［7］；二是政府和企业通过加大对教育、科研投入来培养高端人才队伍，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储备人

力资本［8］；三是运用政府政策、市场引导和企业战略调整等途径，积极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现代装备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战略产业转移，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与营销环节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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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Labor Cost Rise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Zheng Yanzhi1，Huang Shunchun2，Huang Liang1

（1. School of Science，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Jiangxi，China）

Abstract：The rising tendency of labor costs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reality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The increasing labor costs have great effects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means of income and cost mechanism.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labor cost ris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China’s annual data during 1984-2010.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ising labor costs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and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ec-

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especially the tertiary industry.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s

should chan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mode，and actively guid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

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ising labor costs.

Key words：labor costs；industrial structure；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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