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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优势，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并于 2010 年实现制造业总值全世界第一的辉煌成绩。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密集型产

业发展空间被压缩，原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原有的低附加值、低价值链的制造业结

构已经难以满足中国经济的需要，为了延续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与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实现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口老

龄化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是当前与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升级的探讨较少，从仅有的几篇文

献来看，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阻碍作用，主要

理由是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与之匹配的人口结构，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

要动力源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人口老龄化倒逼企

业投入更多研发支出提高竞争力，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资金供给面的紧张有利于未来有限的

储蓄进入到优势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人口老龄化会催生与老龄人需求相适应的第三产业发

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尚未确定，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1）理论机制的探讨

一个国家（地区）产业机构的变动通常与该国（地区）的消费需求、要素禀赋以及技术

密切相关，而人口老龄化又是影响一个国家（地区）的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

累、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必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考虑到人口既是社会中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从以下五个渠道影响产业

结构升级：

1、消费需求效应

2、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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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禀赋效应

4、劳动生产率效应

5、老龄负担效应

（2）实证设计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设定以下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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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时间，indication 代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使用三个指标测

度测度产业结构升级：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其中 xi 表示

第 i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数主要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的升级状况。②使用制造业

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占比来表征制造业内部的汗液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③使用房地产、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第三产业

中的产值占比来近似表征第三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由生活型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

升级。对于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选用老年人口抚养比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选用少年

抚养比来表示国家的消费需求以及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用本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

量城市化率，用国有职工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国有化程度，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

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用各省份人均财政支出占中央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最用使

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借鉴了 Hayes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本文构建以下递归

方程进行检验：

（2）

（3）

（4）

除了 W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文一致，中介变量分别选取了老龄消费需求、

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老龄财政负担五个指标，检验人口老龄化对

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五个路径。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为三个部分，本文所有估计都是通过豪斯曼检验选择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估计方法，首先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三种方式表

征的产业结构升级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与之前文中理论分析预期与数据观察是一致

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间的结构优化升级作用强度较大。另对三个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发现

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间结构优化的强度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其次是制造业内部结

构，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则最弱。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当前人口老龄化引发的

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层级与技术含量还比较低，产业结构升级还尚未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为主的升级格局。



随后本文考察了五个中介效应，其中通过与基准模型比较，发现老龄消费需求、人力资

本水平、相对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确实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而老

龄财政负担这一中介指标尽管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就样本考察期而言，这一影响渠

道未得到实证上的支持。其中老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相对工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升

级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三个对产业结构升

级产生正向作用的中介变量中，老龄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作用较大，这说明了在

考察周期中，老龄消费需求是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中国的老龄

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望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本文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通过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

区的比较发现，中西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东部地区吸纳了大量从中西

部迁移来的青壮年劳动力，但迁移的群体以农民工为主体，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短时间难以

提升，这导致了东部地区的低端产业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转型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以及新兴服务业。此外，青壮年人口的流入缓解了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但同时也会

延缓老龄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正面效应；中西

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非常明显，其原因是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城市化快速

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演变正在向服务型经济发展并向东部收敛，发展与老龄化相适应的产

业，更多依赖资本与技术创新，依赖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这些因素使得人口老龄

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论：①人口老龄化不仅促进了中国一、二、三产业间结构的优化，还推动了制造业与

服务业内部技术结构的变化；②人口老龄化对产业之间和不同产业内部的升级效应存在差异，

对三次产业间的结构优化作用最为明显；③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加快人力资

本积累以及“倒逼”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渠道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同时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负面影响，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净效应为正；④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

表现强于东部地区。

政策建议：①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②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

动生产率，增加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含量。③加快推进城市化，积极发展与培育

吸纳就业能力强、知识与技能密集程度高的新兴服务业，助推产业结构高级化。④充分利用

中国大国经济优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域梯度差异，推动产业的区域转移与升级。



四、汇报点评

这篇文献整合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产业

结构的问题。但文献中五个中介效应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以及指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存在值

得考虑的部分。但总体来看，文中的整体框架完整，分析合理，同时从全国到区域的实证办

法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五、个人感想

①论文题目的选择与中国自身发展热点的结合十分重要，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国

外完全不一样的部分，本文选择的人口老龄化就是其中一个点，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进程与状况与绝大多数国家不一致，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

需要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去分析。②论文写作过程中，机理分析逻辑性要强，使用的数据要

有充分的文献支撑，使得自身文章的说服力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