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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的人力资本结构与转型

孟大虎!李
!

飚!欧阳任飞

!摘
!

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上了一条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而城市的高质

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截止
()*E

年!中国已经有
*"

个
QJR

总

量超过万亿的城市!这
*"

个万亿之城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约
D*S

"这些万亿之

城在人力资本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为城市高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但是!随

着全国各区域省会城市#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增强!现有的万亿之城

如果不进行积极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转型!其既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势将会很

快消散!也会受到潜在的万亿之城的激烈挑战"文章发现!万亿之城在人力资

本结构转型方面具有劳动力规模大#第三产业占比高#高等教育发达等比较优

势!同时也面临潜在的万亿之城的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发展!需

要在优化高等教育质量#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进行

政策调整"

!关键词"万亿之城$人力资本结构$教育基尼系数$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上一条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而城市的高质

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的集聚和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

心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不同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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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阶段!大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同$当大城市发展到一定规

模!会逐渐向周边城市+输血,!进而形成+中心城市
W

外围城市,的平衡发展

模式$

截止
()*E

年底!中国已经有
*"

个
QJR

总量超过万亿的城市!即+万

亿之城,'参见表
*

($从
())"

年开始!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万亿之城$此

后
*)

年!中国
QJR

总量过万亿的城市以年均
*&D

个的速度增长$

()*E

年!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D

万亿元!同比增长
"&"S

$

*"

个万亿之城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E&)(

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D*&*S

$在
QJR

超万亿元的
*"

个城市中!有
**

个城市
QJR

增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国城市间的差

距正在加剧$同时!从城市首位度角度来看!万亿之城在各自所在地区的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实力和产业集聚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中!从城市占该

省
QJR

比重来看!成都的
QJR

占其所在省的
QJR

的比重最高!为

D@&@*S

#南京占比最低!为
*D&EAS

$从该省万亿之城占该省
QJR

比重

来看!山东省的万亿之城占该省
QJR

的比例最低!为
*A&"+S

#广东省的

万亿之城占该省
QJR

的比例最高!为
!E&D+S

$除了山东省和浙江省的万

亿之城占其所在省
QJR

的比重低于四分之一以外!其他省的万亿之城占其

所在省
QJR

的比重都高于四分之一$可见!万亿之城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

作用日渐显著$

不仅如此!这
*"

个万亿之城的内部差距也正在加大$作为第一梯队的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正在向芝加哥%伦敦等靠拢!而第二梯队的

城市则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人力资本储备!积极向第一梯队发起冲击!

进而形成万亿之城内部的竞争模式$

那么!为什么是这些城市成为了万亿之城!而其他城市没有. 我们的一

个基本判断是!除了这些万亿之城所具有的历史%区位%制度等比较优势外!

其在人力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结构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人力资本

有力地支撑了城市高速发展$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

探讨这些万亿之城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关联!并进而研究这些

城市的人力资本结构该如何继续转型!才能使这些万亿之城更好地实现高质

量发展$本文将以
()*E

年形成的
*"

个万亿之城为分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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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万亿城市的
D@;

总量 单位"亿元

排名
#&&E #&&F #&&G #&&H #&!& #&!! #&!# #&!$ #&!% #&!" #&!E #&!F #&!G

*

上海

*)A@(

上海

*(!+!

上海

*!)@)

上海

*A)!"

上海

*@*""

上海

*+*+"

上海

()*E(

上海

(*E*E

上海

(DA")

上海

(A*(D

上海

(E*@E

上海

D)*DD

上海

D("@+

(

北京

*)!EE

北京

**E""

北京

*D@@E

北京

*")))

北京

*@E)*

北京

*+A)*

北京

(*DD*

北京

((+"+

北京

(!E++

北京

(E)))

北京

D)D()

D

广州

*)@!E

广州

*(!(D

广州

*DAA*

广州

*A!()

广州

*"@)@

广州

*E*))

广州

*+A!@

深圳

((!DE

深圳

(!((*

!

深圳

**A)"

天津

*(E+!

深圳

*!A))

天津

*A@((

深圳

*@A)D

深圳

*+!+D

广州

(*A)D

广州

((EA+

A

天津

**D)@

深圳

*(+A)

天津

*!!!(

深圳

*"))(

天津

*"ADE

天津

*@EEA

重庆

*+A))

重庆

()D"D

"

苏州

*)A))

苏州

*()**

苏州

*D)*"

重庆

*!("A

重庆

*A@*@

重庆

*@@!*

天津

*EA+A

天津

*EE)+

@

重庆

*))**

重庆

**!*)

重庆

*(@ED

苏州

*D@"*

苏州

*!A))

苏州

*A!@A

苏州

*@D()

苏州

*EA))

E

武汉

*))"+

武汉

*)+)"

武汉

**+*D

成都

*DEE+

成都

*AD!(

+

成都

*))A@

成都

*)E)*

成都

*(*@)

武汉

*D!*)

武汉

*!E!@

*)

杭州

*))A!

杭州

**)A)

杭州

*(AA"

杭州

*DA)+

**

南京

*)A)D

南京

**@*A

南京

*(E()

*(

青岛

*))**

青岛

**)D@

青岛

*())*

*D

长沙

*)AD"

无锡

**!DE

*!

无锡

*)A*(

长沙

**!D*

*A

宁波

*)@!A

*"

郑州

*)*!D

!!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地区统计局%地区统计年鉴%地区统计公报数据进行重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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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自从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创立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关于人力资本的相关

研究就一直是学界热点并逐渐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话题!进而催生出人力

资本质量%人力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等概念$其中!关于人力资本结构

的讨论逐渐从一般的理论研究走向量化研究$

#一$人力资本结构的概念与测量

本文中!人力资本结构是指掌握不同信息%技术等的获取%使用等能力

的个体在群体中的分布!既包括物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包括外溢性和精

神性的人力资本结构$然而!由于精神性指标难以获取!一般认为人力资本

结构是指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在群体中的分布状况$刘智勇等'

()*E

(提出+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即通过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变现有的低级人力

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的比重!使得高级人力资本占比逐渐提升以适应产业结

构升级后的社会需求$

由于数据指标选取困难!数据质量相对偏低等问题!研究者衡量人力资

本结构一般采用教育基尼系数'李亚玲和汪戎!

())"

#张菀?!

()*D

(%教育

标准差'

I$

\

:]:80%&

!

*++E

(%人口中的识字率'

T-0/

N

0/6T-0/

N

!

())D

(%高

等教育人口比重'陈钊等!

())!

(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然而!由于我国统计

数据中没有完整的省级受教育程度指标!研究中一般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或

者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二$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

从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跨国的比较'

I$

\

:]:80%&

!

*++E

#台航和崔小

勇!

()*@

(!还是基于某个国家的研究都发现!人力资本结构系数的下降趋势

都是显著的$我国人力资本结构的发展也符合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人力资本结构在
()))

年之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

等有所缓解$从国内文献来看!关于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省级层面!多数研究者认为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

关系$杨晓锋和赵宏中'

()*D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存在倒

X

型的+库茨涅茨曲线,$李亚玲和汪戎'

())"

(认为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变化

将引起人均
QJR

更大幅度的变化!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差距是区域经济差距的

重要原因$魏下海和李树培'

())+

(运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对

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低分位点处的负面影响最大!高分位点处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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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相对较小$朱承亮等'

()**

(指出受产业结构%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等因

素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李秀敏'

())@

(利用

*++)?())!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处于物

质资本推动阶段!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只在少数地区是显著的$

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结构系数每减少
*S

!地区生产总

值将增加
)&*ES?)&A*S

$罗良清和尹飞霄'

()*D

(研究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在低区制"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而

在高区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更小$徐健'

()*)

(通过
()))?())@

年

西部地区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大

于全国$为何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呢. 研究者认为两者关

系的传导机制主要是收入分配或资源配置效率'蔡晓月!

())!

#李亚玲和汪

戎!

())"

($

随着人力资本结构指标值的下降!有观点认为应该转变对于人力资本问

题研究的重心$例如!方福前和祝灵敏'

()*D

(指出!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的

早期阶段!主要是依靠体能资本和专用性知识资本促进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和

赶超!之后主要依靠通用性知识资本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王永水和朱平芳

'

()*"

(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的存在!经济增长趋缓态势因技能型人

力资本的提升而弱化!进一步加大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育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的关键$刘智勇等'

()*E

(则认为人力资本高级化的动态调整是缩小地区差距

的重要措施$

从以上文献回顾来看!研究者基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一

个向好发展的经济体会形成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即人力资本结

构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等有所缓解!这会进一步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我国的这
*"

个万亿之城的人力资本结构

及其变化趋势!是否展现了这些特征呢.

三%万亿之城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教育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结构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或一个

"

罗良清和尹飞霄'

()*D

(采取门槛回归方法!以门槛值为临界值!将样本按教育人

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即教育的低区制和教育的高区制$在不同区

制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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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因此!本文使用教育基尼系数"指标来测量人

力资本结构水平$

从人力资本结构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万亿之城所在省份与全国的变化

情况一致!教育基尼系数基本都呈现出+

'

型,的波动趋势!即从
()))

年到

()*A

年!教育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动特征#

$其中!北京是唯一在各

图
!

!

全国及所涉省份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注"

()))

年数据来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A

年数据来源于)

())A

年全国
*S

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

()*)

年数据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A

年数据来源于)

()*A

年

全国
*S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

#

教育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教育

基尼系数#

%

表示划分的教育层次数!

&

表示教育层次中的某一层次#

'

&

表示累计至教育

层次
&

级的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

&

表示累计至教育层次
&

级的人群受教育年限占

该地区总教育年限的百分比$其中!本文将中职和高中人数合并!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和研究生进行合并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参见张菀?'

()*D

($

应当注意的是!

())A

年和
()*A

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数据!在数据来源上与普查

数据略有不同!存在偏误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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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且教育基尼系数连续降低的城市!教育基尼系数从
()))

年的
)&(*)+

降低到
()*A

年的
)&*@AD

$从人力资本结构的指数来看!与全国

进行比较!万亿之城所在省份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北京%天津%上海%

广东和湖南的教育基尼系数远低于全国水平!而四川%重庆%浙江%山东和

湖北则远高于全国水平$这体现出万亿之城的内部不平衡和分化特征$

我们再聚焦这些万亿之城本身$通过表
(

可以看出!本文中研究的主要

城市人力资本结构水平都相对良好$按照一般标准!教育基尼系数低于

)&())

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结构+优秀,的标准$基于此!北京%深圳和广州的

人力资本结构最优!上海的教育基尼系数为
)&()A)

!高于其他三个城市$这

四个城市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四个一线城市!可以认为人力资本结构

系数的下降积极影响了经济发展$根据表
(

还可以看出!全国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程度持续增加!而万亿之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
())A

年到
()*)

年

间增加显著!到
()*)

后呈稳定态势$万亿之城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较高水

准!其人力资本结构转型主要在于优化内部人力资本结构$

对比全国来看!万亿之城的人力资本结构水平相对于全国的优势有所

缩减$我们认为!原因主要在于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扩

展!学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

一般而言!随着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教育基尼系数会显著下降$

()*A

年全国
*S

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公报显示!同
()*)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每
*)

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
E+D)

人上升为
*(!!A

人#

具有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由
*!)D(

人上升为
*ADA)

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人

口由
DE@EE

人下降为
DA"DD

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由
("@@+

人下降为

(!DA"

人$另外!伴随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这些万亿之城之外的其他

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例如西安%合肥(对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吸引

力也在不断增强!人才集聚效应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城市

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是!重庆的人力资本结构则呈现完全相反的

变化趋势$从高素质劳动力结构占比来看!重庆每
*)

万人中大学生数量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从平均受教育程度来看!重庆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从教育基尼系数来看!重庆教育基尼系数高于或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可见!重庆在人力资本结构上没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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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万亿之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 #&&" #&!& #&!"

平均受

教育年限

教育基

尼系数

平均受

教育年限

教育基

尼系数

平均受

教育年限

教育基

尼系数

平均受

教育年限

教育基

尼系数

北京
+&++ )&(*)+ *)&"+ )&()(! **&@* )&*@+@ *(&)E )&*@AD

天津
E&++ )&(()+ +&A* )&(*!@ *)&DE )&*+*E *)&A" )&*+D+

上海
+&D) )&((*( *)&)D )&(*D* *)&@D )&*+A* *)&+A )&*+ED

南京
+&)D )&(!+! +&A@ )&(A@+ *)&++ )&()"! *)&E* )&(!@*

无锡
E&!* )&()@!

& &

+&E* )&*E+" +&!A )&(DE)

苏州
E&)D )&((+"

& &

+&EA )&*+@! +&@D )&(D!+

杭州
E&(* )&(!**

& &

*)&)E )&((DA

& &

青岛
E&(* )&(D!*

& &

+&E@ )&(*(*

& &

武汉
+&(* )&((EA

& &

**&*( )&*+("

& &

长沙
E&E* )&*++*

& &

*)&!E )&*+!@

& &

广州
+&(E )&*+"* +&!D )&((!* *)&E! )&*E*( *)&(+ )&(DA!

深圳
+&@@ )&*!!* +&E( )&*E") *)&+D )&*A!+ *)&D! )&((!(

重庆
@&(E )&(D)* @&D+ )&(A!D E&@A )&(*++ E&+! )&(DD)

成都
E&DD )&(((" E&A) )&(D+! +&+D )&(*))

& &

宁波
@&@* )&((@E

& &

E&E@ )&(*D"

& &

郑州
E&ED )&(*(D @&D! )&(E*D *)&(E )&*+"E +&@A )&("A+

*"

城市平均
E&@* )&(*@( +&*! )&(D)! *)&(+ )&*+@A *)&(+ )&((!"

全国平均
@&"( )&(D@@ @&ED )&(!EE E&E) )&(*)E +&*D )&((")

!!

注"

()))

年数据来源于)

()))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

年数据来源于)

()*)

年人

口普查分县资料*!

())A

年和
()*A

年数据根据各市全国
*S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统计公

报整理得到$

四%万亿之城何以形成了相对良好的人力资本结构.

我们认为!这些万亿之城之所以整体上形成了相对良好的人力资本结构!

主要有如下六点原因"

第一!万亿之城的劳动力规模持续增加和流动人口结构持续改善$从劳

动年龄人口规模来看!万亿之城由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体量庞大而存续了

大量劳动力!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其中!重庆%上海和北

京的人口规模位列全国前三!万亿之城中有
+

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位列全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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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流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

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日渐显著$从
()*)

年到
()*"

年!东部地区成

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去处$其中!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天津是人

口流入的主要地区!吸纳了一半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天津更是在近五年来

成为劳动力流入量最多的城市$同时!受惠于+一带一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湖北%重庆和四川则呈现流出人口减少的特征$在各省份内部!则形成劳动

力向中心城市流动的特征$以深圳为例!深圳一直是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目

的地$

()*)

年到
()*@

年间!深圳的流动人口呈+

X

型,的发展趋势!流动人

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AS

!流动人口成为深圳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改进

的重要因素$从人口集聚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仍然是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人口在大城市区域内部流动的情况十分显著$

第二!万亿之城在产业结构上以第三产业为主$大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也是加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阵地$张车伟和蔡翼飞

'

()*D

(指出!中国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经济集聚度变化所致!人口集聚只是经

济集聚的从属结果$因此!万亿之城的人力资本转型将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

的影响$从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情况来看!万亿之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

高地!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QJR

的平均占比分别为
*&+@S

%

D"&D)S

%

"*&@DS

"

!和全国平均占比水平分别相差
?A&+AS

%

?!&*"S

%

*)&*S

$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全部万亿之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QJR

的比

重为
"*&@DS

!远高于
A*&"DS

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城市来看!除了重庆%无

锡和长沙的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他各万亿之城的第三产

业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为
E)&"S

$

第三!万亿之城多为创新和创业高地$万亿之城的繁荣离不开科技创新$

一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能在很大程度上衡量城市的创新水平$

()*"

年万

亿之城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之比为
D"S

$其中!北京的

发明专利授权数最多!占全国之比为
*)S

!占万亿之城之比为
(ES

#重庆的

发明专利授权数最少!占全国之比为
*&(AS

!占万亿之城之比为
DS

$科技

创新离不开高额研发投入$据统计!

()*"

年万亿之城的研发投入达到了

"**@&A

亿元!占全国研发投入的
D+S

#

$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北京的研发

投入强度最高!为
A&+!S

#重庆最低!为
*&@S

$除重庆以外!其他万亿之

"

#

该数据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统计局网站!其中苏州市数据缺失$

该数据为作者根据国家和各省市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广州市数

据缺失$研发投入强度
b

该城市研发投入0该城市
QJ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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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研发投入强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万亿之城不仅是创新高地!也是创

业高地$在创业时代网发布的
()*"

年中国城市创业竞争力排行榜
*))

强中!

万亿之城包揽了该排行榜的前
**

名"

$

第四!万亿之城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仍未关闭$这一判断的证据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来人口多!从万亿之城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来看!

()*"

年万亿之城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为
*&D!

$该比例最高的深圳为

D&)+

!最低的重庆为
)&+

$除重庆以外!其他各万亿之城的常住人口都多于

户籍人口#

$而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中无疑是年轻人口居多$二是常住人口

抚养比低$

()*A

年除了重庆的常住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他

万亿之城的常住人口抚养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的人口抚养比

最低!为
()S

$

$

第五!万亿之城的高等教育发达$高等教育不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高端人才!还能推进当地科学技术发展!对万亿之城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朱承亮等'

()**

(指出在人力资本构成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效率改善具有较大促进作用$根据
()*@

年+双一流,高校分布情况来看!

万亿之城的+双一流,高校数量占全国之比为
"(S

$除了深圳%苏州%宁波和

无锡没有+双一流,高校以外!其他万亿之城都有双一流高校$北京的+双一

流,高校数量最多!占全国之比为
*+S

$

第六!万亿之城交通发达$发达的交通不仅有利于万亿之城的经济发展!

也有利于人口流动$根据
()*"

年万亿之城的客运量和货运量情况来看!万亿

之城的总货运量和总客运量占全国之比分别为
*(&A+S

和
*@&+(S

$万亿之城

中!货运量最多的为北京!最低的为苏州#客运量最多的为广州!最低的为

青岛$良好的交通条件不仅有利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有利于形成城市内

部的+中心
W

边缘,的劳动力良性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发展$

五%万亿之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人力资本转型

随着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初中后教育的继续大规模扩展!新增劳

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必将继续提高!这将更为均衡地改善全国各个城市

"

#

$

该排名从创业成果%创业潜力%创业活力和市场空间四个维度进行评价!较全面

地衡量了城市的创业竞争力$

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及国家%各省市统计局网站$

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统计局网站!其他城市的数据缺失$人口抚养比

b

'

*A

岁以下人口数
c"!

岁以上人口数(0

*A?"!

岁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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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结构$同时!随着全国各区域省会城市%大城市%中心城

市人口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增强!现有的万亿之城如果不进行积极的人力资本

结构的升级转型!其既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势将会很快消散!不但会面临其

他万亿之城的挤压!也会受到潜在的万亿之城的激烈挑战$

由于目前中国的这
*"

个万亿之城注定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之路上居

于领头羊地位!由于高质量发展注定需要依赖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因此!不断强化科教实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万亿之城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的主要途径$然而!面向未来!这
*"

个万亿之城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型之路将

会面临不同的境遇或隐患$对此!我们尝试从四个角度来讨论这
*"

个万亿之

城可能面临的内部分化态势"

第一!上海和深圳!其综合实力不但是除北京以外其他国内城市不可企

及的!而且其地位在短期内也是其他万亿之城无法撼动的$上海和深圳!作

为中国的两个+超级城市,!已经具备向国际一流城市靠拢的实力&&&经济体

量巨大!产业结构合理!科技及高等教育发达!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高!这些

都在持续吸引高素质人口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而也为城市的人力资本

结构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强劲动力!城市良性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

第二!从城市间竞争的角度来看!如果以南北划分!在目前的万亿之城

中!中国北方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这四个城市$北京和天津面临周

边城市的竞争压力较小!人口外溢的风险相对较低#如果以东中西划分!万

亿之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西部地

区面临的城市竞争比东部要小#如果以城市群来划分!北京和天津是+京津

冀,的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是珠三角的核心城市!重庆和成都是成渝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而余下的万亿之城大部分都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万亿之城作为

城市群在地理区位上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城市群内部存在劳动力的双向流动

或者多向流动的特征!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间距离近!劳动力流动成本

低!因此劳动力+用脚投票,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同时!城市群内部的平衡性

也容易被打破$以广州和深圳为例!

()*@

年之前!广州的
QJR

总量一直高

于深圳!从
()*@

年开始!深圳实现反超$由于这两个城市未来要同时完成人

口扩容与人力资本结构改善!随着区域内超大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劳动力流

动的平衡性也会被打破$深圳作为全国的创新之城!虽然其当地高等教育+原

住民,占比不高!但是由于长期拥有+改革开放的窗口,地位!拥有良好的创新

创业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能够吸引较多的人才留在当地!高素质人才的净

流入流出比高$对此!广州会由于+近邻效应,的存在而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万亿之城中绝大多数已经完成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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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优势$然而!重庆%苏州和无锡仍然以第二

产业为主!面临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只有占据吸引人才的先手!才能随着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辅之以良好的政策条件!进而实现城市的人力资本

结构优化$以重庆为例!重庆的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从三大产业增加

值占比来看!重庆是万亿城市中唯一的第一产业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

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万亿之城$此外!重庆在专利授权数总量%研发

投入金额%研发投入强度%常住人口抚养比等多项指标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四!从万亿之城和潜在万亿之城的竞争角度来看!万亿之城除了面临

内部竞争外!还会面临其他潜在的万亿之城!尤其是近邻城市的激烈竞争$

其中!佛山
()*E

年
QJR

总量超过
+)))

亿元!在对人力资本的争夺方面势必

会不断加大力度$同时!西安等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地位

愈发凸显的城市也会与万亿之城形成直接竞争的关系$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应当对比较优势存在差异%竞争压力不同的

万亿之城分别进行不同的转型调整"

第一!优化高等教育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结构的

优化能够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

化途径主要就是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得以实现$通过我们的分析!万亿之城的

发展与其众多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布局密不可分$因此!进一步发展高等教

育!尤其是进一步留住高等教育人才!是城市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人力

资本结构的重中之重$

第二!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建立切实有效的引才政策$对于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少的城市!应当着力于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提高产学研结合能

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同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引才政策!吸引大量

的高素质人才落户工作$从近年来各城市间+人才战,的短期效果来看!人才

的集聚效应显著!经济发达的城市仍然是人才的首选$然而!北京和上海在

近年来开始通过+积分落户,的政策限制人口流入!而这种政策会显著限制低

技能劳动力!对于优化北京和上海服务业转型升级是不利的$近两年来!全

国
A)

余城市先后出台了人才政策!通过人才落户%人才补贴%住房补贴%创

业补贴等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因此!万亿之城要结合自身的经济优势!建立

丰富的+人才池,!通过稳定房价%放宽落户政策%优化公共服务等方式实现

人力资本结构的持续优化$

第三!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抓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先手$对于转型升

级中的城市!人力资本的需求将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原有

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必须得到进一步培训$只有率先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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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转型中掌握先机!才能在与周边城市竞争中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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