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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颜泳红１，周　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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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分析湖南省历年人口结构变动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
归法，就人口结构指标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口文化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湖南省经

济增长水平的重要人口结构因素，其中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也对经济

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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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最终
归宿。人口与经济，特别是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之

间的密切联系更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发

展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人口结构是指在一定时

期和一定地域空间内，人口总体中存在的不同属性

或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１］，具体来说，主要分为年

龄、性别等自然属性，文化、产业等社会属性和城、

乡等地域属性。如果说数量问题是２０世纪中国人
口的核心问题，那么结构问题就是２１世纪中国人
口的核心问题［２］，所以，合理的人口结构对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

近年来，湖南省伴随着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推进，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据湖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２７０４８．５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度增长了９．５％，已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
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湖南省人口结构问

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过高、

劳动适龄人数量持续下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引起

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如何优化人口结构、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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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泳红，周　聪：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人口结构与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已成为湖南省面

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

　　一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

本的问题，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也开始由人口数量逐

步转向人口结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人口结构

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并分别从不同人口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７）分析了欧洲和北美１７个国
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数据，指出：新大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别大约９０％都可以
归功于新大陆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３］；ＣｈｏｎｇＢｕｍ
和 ＳｅｕｎｇＨｏｏｎ（２００６）基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 ２５个
ＯＥＣＤ国家的数据分析，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和经
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倒 Ｕ型”假说［４］；李杏和

Ｍ．Ｗ．Ｌｕｋ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２）通过对我国２９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

济的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而老年

抚养比对经济的增长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５］；

孙爱军、刘生龙（２０１４）基于我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省
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

上升和人口抚养比重的下降是中国过去２０年来经
济增长的重要原因［６］。

（二）人口性别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徐明凡、郎晓亮（２００８）等通过对湖北省人口结
构中各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进行计算，得出性别因

子是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２］；仲晨

（２０１３）通过建立辽宁省经济人口系统模型，发现性
别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比与国内生

产总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７］；刘铠豪、刘

渝琳（２０１４）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同样得出人口性别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

著的负相关效益［８］；邱俊杰、李承政（２０１４）基于省
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居民消费与性别结

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性别比的上升提高了居民消费

率，但结果稳健性相对较差［９］。

（三）人口城乡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何海林、涂建军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中国人口
城乡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作用较强，区域人口结

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程度基本上符合东中西的空

间分布规律，空间形态呈现微弱“倒Ｕ型”特点［１０］；

肖鹏（２００８）通过对河南省人口城乡结构和经济增
长之间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河南省城

镇人口比例变化对人均 ＧＤＰ的影响要小于全国平

均水平，说明河南省城市化效率还不高，对经济增

长的正面影响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１］；徐树辉

（２００８）通过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城乡结构对经济
增长的效应分析发现：城乡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的

产出具有较大的相关性［１２］；赵源祥、李鑫（２０１４）利
用计量模型探讨天津市人口城乡结构等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结果显示：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能够有

效提升天津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的推进能够

显著地刺激经济的发展［１３］。

（四）人口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王华（２００２）基于我国人口产业结构演化趋势
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口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形式本身

就是一个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重

要指标，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相

当大的反作用［１４］；米红、徐益能（２００６）通过对深圳
市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关联模式研究得出结论：

深圳的户籍人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很大，在人口对

产业结构的牵动上，户籍人口的影响起到了主要作

用［１５］；王鹏等（２０１３）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广东省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得

出结论：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是推动产业增长的重

要力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具

有显著的效应［１６］；Ｄｒｕｃｋｅｒ和 Ｆｅｓｅｒ（２０１１）通过对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发现：人

口因素首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但随着时间的

推进其影响将由负变为正，并且作用在不断

增强［１７］。

（五）人口文化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程前昌、彭杰等（２００８）运用对人口文化素质和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积查分析表明：经济
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１８］；

段平钟（２０１３）研究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在越低

层次上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作用越强

大［１９］。但也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人口文化结

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如沈

百福、杜晓利（２００４）通过对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与
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

率远远不及经济的增长率，而且这两者之间并没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２０］；郑娜（２００８）利用中国人口结
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得出：人口结构与经

济结构两个系统的各个要素彼此关联强度不一，人

口的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程度较小［２１］。

　　二　湖南省人口结构现状

２０１４年，湖南省人口总量继续保持着低增长态
势，年末常住人口为６７３７．２万人，较上年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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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６‰。人口数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
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

２０１４年湖南省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 ７０８．４万
人，占总人口比重１０．５９％，１９９５年开始，全省老年
人口比重开始以突破７％的比重上涨，老龄化系数
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２０１０年湖南省劳

动人口比重首次出现拐点，自此以后，该年龄阶段

占总人口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由于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就业人口平均年龄的上

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０年全省就业人口
的平均年龄为３３．７４岁，２０１０年提高到４０．４４岁，
２０年间上升了６．７岁（见表１）。

表１　湖南省人口年龄结构 单位：１００％

年份
０－１４岁
人口比例

１５－６４岁人
口比例

６５岁以上人
口比例

总负担

系数

少儿负

担系数

老年负

担系数

１９９５ ２７．６９ ６５．２０ ７．１１ ５３．３７ ４２．４７ １０．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１７ ７０．５４ ７．２９ ４１．７６ ３１．４３ １０．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７１ ７２．０２ ９．２７ ３８．８５ ２５．９８ １２．８７
２０１０ １７．６２ ７２．６１ ９．７７ ３７．７４ ２４．２８ １３．４６
２０１１ １７．８０ ７２．２１ ９．９９ ３８．４８ ２４．６５ １３．８３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０ ７１．７４ １０．２６ ３９．３９ ２５．０９ １４．３０
２０１３ １８．１５ ７１．２７ １０．５８ ４０．３１ ２５．４５ １４．８６

　　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二）男女性别比持续偏高
性别比反映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数量之比。

经验数据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总人

口性别比保持在９５～１０２之间。湖南省人口性别
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１１１．６３，到第六次人口普
查时已降至１０５．８，虽然历次普查性别比都呈现下
降的趋势，但其数值不仅一直高于国际正常水平，

还高于同期的全国水平，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依旧

存在。

（三）城镇人口呈现稳定增长

１９９５年，湖南省城镇人口比重仅为总人口的
２４．２６％，城市化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经过近
２０年的发展，２０１４年末，全省城镇人口为３３２０．１１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４９．２８％，城镇化率翻了一
番，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城市化水平进

程也在不断加快。但相对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还是

存在不小的差距。２０１０年，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已
达到４９．６８％，而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城镇化率已
分别达到８８．８６％和７７．８１％。所以，湖南省加速
城市化进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四）人口产业结构分布不协调

人口产业结构是指：分布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从

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构成的比例关系。湖南省作为

农业大省，在加快现代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引

领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与之相应的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迅速

上升，但人口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２０１４年全省三大
产业结构为１１．６∶４６．２∶４２．２，已逐步形成第二、第三产

业齐头并进之势，但与之对应的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

总就业人数比例却仅为４１∶２３．９∶３５．１，正处于发展型
的人口产业结构阶段，人口产业分布明显与产业发展

的要求不相适应。

（五）人口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湖南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文化事业的

不断发展，湖南省人口文化素质也得到了不断提

升。据湖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小学文化

程度人口比重为２６．７９％，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
为３９．５４％，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
１５４２％，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７．６０％。
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小学到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分别为 ３８．２８％、３５．７１％、
１１１８％、２．９３％。显然，湖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湖南省人口的学历水平主要还是以初中及小学

文化程度为主，人口文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　湖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逐步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湖南省不同人口结构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来计

量分析，以剔除那些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或容易

产生较大误差的人口结构要素。

为宏观地反映经济增长水平，除选取湖南省地

区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Ｙ）外，还将选取０～１４岁
人口数（Ｘ１）、１５～６４岁人口数（Ｘ２）、６５岁以上人
口数（Ｘ３）、性别比（Ｘ４）、城镇人口数（Ｘ５）、乡村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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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Ｘ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Ｘ７）、第二产业就
业人口数（Ｘ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Ｘ９）、每万人
大学生人数（Ｘ１０）等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数据详
见表２。这１０个指标分别从人口年龄、性别、城乡
地域、产业和文化角度来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人口

结构体系。

模型数据由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整理而得，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以１９９２年的价格为
基期，进行平均。本文在运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回归分
析时，为了进一步突出模型的解释能力，给定了较为

严格的变量选取标准：当变量显著性Ｐ值小于０．０５，
将其引入方程；当Ｐ值大于０．１，则将其剔除出方程；
若Ｐ值在两者之间，则将此变量不断引入和剔除，重
复此过程直到没有变量被引入和剔除。

表２　模型数据

年份 Ｙ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１９９２ ９８６．９８ １７０５．９０ ４１２７．５５ ３７４．３３ １０８．５９ １２１７．７４ ４９９０．０４ ２２１３．４３ ６１３．５７ ４５１．８４ １５．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１０９．３８ １６９１．１８ ４１４６．５７ ４０７．８４ １０８．４４ １２０５．９５ ５０３９．６３ ２１４０．７６ ６７９．２２ ５２５．６３ １７．７０

１９９４ １２２６．９４ １７１１．１５ ４１８６．１７ ４０５．２６ １０８．４５ １３５６．５６ ４９４６．０２ ２０７６．１４ ７３１．０１ ５９３．１４ １９．５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５３．３２ １７６９．９５ ４１６７．５８ ４５４．４７ １０８．２３ １５５０．９９ ４８４１．０１ ２０７１．６１ ７５６．５４ ６３９．１６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１７．１０ １６４６．８５ ４３０４．１９ ４７６．９６ １０８．１１ １６０６．９５ ４８２１．０５ １９９４．９０ ８１０．３８ ７０８．８８ ２１．２０

１９９７ １６７７．９４ １５９０．３９ ４４０２．０２ ４７２．５９ １０７．９７ １６２９．００ ４８３６．００ １９９８．５９ ８０２．２５ ７５９．４５ ２２．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８２０．５５ １５５７．２３ ４４４０．８７ ５０３．９０ １０７．８９ １６８４．００ ４８１８．００ ２００２．５１ ８２２．４９ ７７８．１７ ２４．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９７３．４４ １５１４．７７ ４４９５．９８ ５２１．２５ １０７．８５ １７２４．００ ４８０８．００ ２０２６．０９ ８３９．０９ ７３６．２１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５１．０４ １４５４．８１ ４６２８．８７ ４７８．３７ １０９．０３ １９５２．２１ ４６０９．８４ ２１２０．９８ ８４０．５２ ６１６．０８ ３８．７０

２００１ ２３４４．６２ １４４６．４７ ４６１７．１０ ５３２．２８ １０７．０２ ２０３１．５２ ４５６４．３３ ２０７８．３６ ７４８．９０ ７８０．７０ ５０．２０

２００２ ２５５５．６４ １３４９．５６ ４７１０．２１ ５６８．７３ １０７．４７ ２１２１．１２ ４５０７．３８ ２０３４．０４ ７５７．２６ ８５３．２２ ６３．３０

２００３ ２８００．９６ １２８９．９２ ４７７４．５６ ５９８．３２ １０７．６０ ２２３２．０４ ４４３０．７６ １９６１．９３ ７９０．６８ ９４２．１７ ８０．６０

２００４ ３１３９．９２ １２４１．７５ ４８６７．８９ ５８８．０６ １０７．５６ ２３７７．６８ ４３２０．０２ １８８５．０６ ８０４．９１ １０５７．１３ ９３．５０

２００５ ３５２３．０２ １２５９．５８ ４８４８．４６ ６２４．０６ １０７．６８ ２４９０．８８ ４２４１．２２ １８４６．９０ ８１８．１０ １１３６．４８ １１０．３０

２００６ ３９７３．９２ １１６４．１１ ５００２．３１ ６０１．６８ １０７．９５ ２６１９．９３ ４１４８．１７ １７９０．４６ ８２９．９２ １２２１．７９ １２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４５７０．０３ １０９７．０８ ５０９７．４７ ６１１．１５ １０８．０１ ２７５２．９１ ４０５２．７９ １７４３．６５ ８５４．３５ １２８５．４１ １３０．９０

２００８ ５２０５．２７ １１１０．９８ ５１１１．３１ ６２２．９１ １０７．６９ ２８８５．２５ ３９５９．９５ １７２０．４４ ８７５．８４ １３１３．７８ １３８．６０

２００９ ５９１８．４２ １１３８．５４ ５１２６．８４ ６３４．８２ １０８．０３ ２９８０．８９ ３９１９．３１ １６９３．０５ ８９６．５７ １３４５．５９ １４６．９０

２０１０ ６７８２．４９ １２４９．８８ ５１４７．００ ６９２．６５ １０７．６０ ３０６９．７７ ４０１９．７６ １６９０．０３ ９１５．４３ １３７７．２７ １４７．３０

２０１１ ７６５０．６９ １２７０．１４ ５１５２．６２ ７１２．８４ １０７．６４ ３２１８．１６ ３９１７．４４ １６７９．９４ ９３２．６２ １３９２．４７ １６１．９０

２０１２ ８５１５．１９ １２９２．３８ ５１５０．８４ ７３６．６５ １０７．８６ ３３４９．４１ ３８３０．４６ １６６８．９９ ９４８．７８ １４０１．５４ １６２．７０

２０１３ ９３７５．２７ １２９６．５１ ５０９３．８７ ７５６．９０ １０８．０７ ３４２７．８４ ３７１９．４４ １６５６．０１ ９６４．５４ １４１５．９０ ２１０．６０

　　注：模型数据由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整理

　　（一）回归方程引入和剔除变量分析
表３－１显示的是通过逐步回归法引入和剔除

的变量情况。从表中得知：１０个影响因素中有３个

被引入方程，入选因素按先后进入模型的顺序分别

为每万人大学生人数、０～１４岁人数和１５～６４岁
人数。

表３－１　逐步回归引入或剔除变量情况表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Ｒｅｍｏ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１ Ｘ１０ ·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ｅｎｔｅｒ＜＝．０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１００）

２ Ｘ１ ·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ｅｎｔｅｒ＜＝．０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１００）

３ Ｘ２ ·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ｅｎｔｅｒ＜＝．０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１００）

　　注：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ｙ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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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ＳＰＳＳ运行结果，逐步回归后一共拟合了
三个模型，各模型的拟合效果见表３－２。由表可
见，随着引入变量的增加，模型的复相关系数在逐

步增大，这说明模型能解释的信息也在逐步增多。

模型３的Ｒ＝０．９９５，Ｒ２＝０．９９０。Ｒ２检验值与完全
拟合检验值１十分接近，是三个模型中拟合优度最
高的。

表３－２　模型拟合效果表

Ｍｏｄｅｌ Ｒ ＲＳｑｕ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１ ．９５８ａ ．９１８ ．９１４ ７４６．５２４１３

２ ．９７９ｂ ．９５８ ．９５４ ５４８．１７３５１

３ ．９９５ｃ ．９９０ ．９８９ ２７０．６８５５７

　　注：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Ｘ１；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Ｘ１、Ｘ２。

（二）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回归方程过程中的每一步模型的方差分析如

表４所示，由显著性概率和Ｆ值可以看出每一个模

型均已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回归模型是有意

义的。

表４　方差分析表

Ｍｏｄｅｌ 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ｓ ｄｆ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Ｆ Ｓｉｇ．

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２５１Ｅ８ １ １．２５１Ｅ８ ２２４．４２２ ．０００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１１１４５９６５．４３ ２０ ５５７２９８．２７２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６２Ｅ８ ２１

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３０５Ｅ８ ２ ６５２５３３９２．６７ ２１７．１５４ ．０００ｂ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５７０９３８９．８１５ １９ ３００４９４．２０１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６３Ｅ９ ２１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３４９Ｅ８ ３ ４４９６５７６７．６５ ６１３．６９４ ．０００ｃ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１３１８８７２．２０８ １８ ７３２７０．６７８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６２Ｅ８ ２１

　　注：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Ｘ１；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Ｘ１０、Ｘ１、Ｘ２。

　　（三）回归方程回归系数分析
由表５所显示的模型３各变量的ｔ值和其显著

性水平来看，Ｘ１０、Ｘ１、Ｘ２都已达到高度显著水平（Ｐ
＜０．０１），说明 Ｘ１０、Ｘ１、Ｘ２三个因素对 ｙ均有显著
的影响。对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影响最显著的三

个人口结构指标分别是，每万人口大学生人口数、

０～１４岁人口数和１５～６４岁人口数。回归结果表
明，每万人口大学生人口数、０～１４岁人口数和１５～
６４岁人口数与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较
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５　回归系数表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４０．０７６ ２７１．９８８ １．２５０ ．２２６

Ｘ１０ ３９．８１１ ２．６５７ ．９５８ １４．９８１ ．０００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７２３．０６４ １６７２．５２２ －４．０２０ ．００１

Ｘ１０ ５２．３８９ ３．５４３ １．２６１ １４．７８７ ．０００

Ｘ１ ４．２９３ １．０００９ ．３６３ ４．２５３ ．０００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７４４８．３７１ ５３２５．４７０ －８．９１０ ．０００

Ｘ１０ ３２．２６７ ３．１３３ ．０７７７ １０．２９８ ．０００

Ｘ１ １１．０８７ １．００９ ．９３７ １０．９８５ ．０００

Ｘ２ ６．９８０ ０．９０２ １．０３０ ７．７４１ ．０００

　　注：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ｙ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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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湖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增
长的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

建议：

１．受教育程度高低是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水
平的首要人口因素。舒尔茨早就提出：经济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的

文化素质越高，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

力就越强，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

发展，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湖南省要继

续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办学质量。首先，继续巩固

基础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消除办学差距，促进教育

公平；其次，推动普及高等教育，重视素质提升，加

快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打造人才强省；第三，建立

终身教育体系，营造学习型社会，全面提高人口文

化素质，强化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２．劳动适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是影响湖南省经
济增长水平的重要人口因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虽然湖南省劳动人口比重近

三年呈现下降趋势，但其人口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出

现大幅度减少，劳动供给量相对平衡，为湖南省经

济增长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生产动力和消费潜力。

从人口惯性来看，少儿人口是未来的劳动力人口，

稳步提高的少儿人口有利于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注入新鲜活力，从而减缓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改进湖南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进行：一，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实施积极

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逐步提高劳动力

就业素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挖掘就业潜

力，支持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发展，努力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二，合理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确保湖

南省新生人口稳定保质增长；三，健全养老保障体

系，提高养老保险水平，加快创新养老模式，采取国

家、社会和家庭多方位养老机制，积极开发老龄产

业，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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