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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与区域产业结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湖南省１３个地级城市的数据分析

朱　健，贺　适，王　辉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基于湖南省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１３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模型，对人力资本和产
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高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人力资本与
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总体较好，但各城市的差异较为明显，长株潭地区高校人力资本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湖南省未来

仍需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加快促进产业结构改革，实现区域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对接机制，建立以人力资本积

累为依托的创新型产业结构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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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人力资本要素
流动性不断增强，人力资本在区域范围内的流动和

配置显得尤为重要。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正是产业结构不断

调整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我

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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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１－２］“十二五”以来，湖南省产业结构转变较

大，但是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的问题，目前

又正处在“十三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切实利用湖南省突出的人力资本潜在优势来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仍是全省经济

转型的重大课题。

　　一　研究背景

早在 １９６０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Ｓ．Ｗ．
Ｓｈｕｌｔｚ）等人就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
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

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

景”。［３］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罗默
（ＰａｕｌＭ．Ｒｏｍｅｒ）与卢卡斯（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ｕｃａｓ）在此
基础上又开创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确认了技术在经

济增长中的内生决定性作用。自此，关于人力资本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产业结构越来越

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张少红认为，现代经济

增长的本质是资源和产业结构问题，不发达经济有

两个显著特点：产业结构低下和人力资本匮乏。［４］

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上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

结构的关系。宏观层面上，张其春等人认为，由于

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及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在

新兴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的改造及主导产业的选

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５］微观层面上，李炯

等人探讨了人力资本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

需求机制，［６］李江玉基于产品的生产过程，将产业

结构分为资源配置、生产组织结构及产出结构３个
方面，分别研究了人力资本对这３个方面的作用机
理。［７］大部分学者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两者结合

起来，其研究多偏向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演进的

作用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升级。如张其春等人认为

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会导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

作用不明显，并提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动

力机制和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本的反馈机制。［５］在研

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运用相关分析法或回归分析

法来研究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

长研究较多，而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研

究较少，对区域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的研

究更少见到。耦合实证方法能系统全面地分析不

同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而不用考虑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８］因此，本文立足于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

情况，结合该省１３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实
证研究方法，建立耦合模型，以人力资本与产业结

构的动态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力资本与区域

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与关联度，进而分析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从实证角度揭示两者之间

的耦合发展规律，以期为湖南省人力资本结构改

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参考。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或者体系通过

运动或其他方式发挥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导

致协同的一种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

下，互相依赖、互相协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的关

系。［９］耦合度就是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程度，也可

以理解为相互依赖的程度。本文将人力资本和区

域产业结构看成两个互相关联的系统，二者之间存

在相互依存与影响的耦合机制，并假设人力资本与

区域产业结构的耦合系统由人力资本子系统和产

业结构子系统构成。

设ｕ（ｘ）＝∑ａｉｘｉ为人力资本系统的综合指
数，ｇ（ｙ）＝∑ｂｉｙｉ为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指数。
其中：ｘｉ为人力资本指标，ａｉ为相对应的权重；ｙｉ为
产业结构指标，ｂｉ为相对应的权重。

由于耦合度的计算模型较多，根据实际情况，

本文借鉴廖重斌［１０］、蒋敏［１１］等的研究模型，先考察

发展度Ｔ和协调度Ｃ，再计算由两者形成的耦合度
Ｄ，构造如下耦合度模型：

Ｃ＝
ｕ（ｘ）ｇ（ｙ）
ｕ（ｘ）＋ｇ（ｙ）( )２

[ ]２
ｋ

， （１）

Ｔ＝α×ｕ（ｘ）＋β×ｇ（ｙ）， （２）

槡Ｄ＝ Ｃ×Ｔ。 （３）

以上各式中：Ｃ为协调度；
ｋ为调节系数，ｋ≥２，本文设ｋ＝２；
ｕ（ｘ）为人力资本综合指数；
ｇ（ｙ）为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Ｔ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综合发展水平；
α，β为待定权重，本文取 α＝β＝０．５，意味着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Ｄ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
表１所示为耦合度的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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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耦合度的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不可接受区间（失调发展）

Ｄ值 类型

可接受区间（协调发展）

Ｄ值 类型

　 ０～０．０９ 极度失调衰退 ０．５０～０．５９ 勉强协调发展

０．１０～０．１９ 严重失调衰退 ０．６０～０．６９ 初级协调发展

０．２０～０．２９ 中度失调衰退 ０．７０～０．７９ 中级协调发展

０．３０～０．３９ 轻度失调衰退 ０．８０～０．８９ 良好协调发展

０．４０～０．４９ 濒临失调衰退 ０．９０～１．００ 优质协调发展

（二）指标选取

本文研究时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并以此构建
湖南省１３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等权威统计资

料。通过对湖南省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考察和

研究，依照数据的全面性、可比性与可得性等原

则，选取近年来学者们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

合相关文献研究的高频指标，并结合湖南省人力

资本和产业结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选取指标体

系。将人力资本系统分为教育规模、文化环境和

医疗保健３个指标类型，将产业结构系统分为产
值结构、就业结构和经济水平３个指标类型，如表
２所示。

表２　人力资本与区域产业结构耦合系统指标体系

耦合系统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人力资本

子系统　

教育规模
Ｘ１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比／％

Ｘ２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比／％

文化环境
Ｘ３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千册

Ｘ４每百人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册

医疗保健
Ｘ５医生人数

Ｘ６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产业结构

子系统　

产值结构
Ｙ１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

Ｙ２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

就业结构
Ｙ３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例／％

Ｙ４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例／％

经济水平
Ｙ５人均ＧＤＰ／万元

Ｙ６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万元

　注：在校生人数占比指占总人口比例，产业增加值比例指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例，为更好地观察各城市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

度，本文在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指标选择上去除了第一产业的观

测值。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于表２所列的一级指标，由于其重要程度存
在一定差异，故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形成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１２］

ＡＨＰ采用９度标的分析方法，步骤如下：
１）判断矩阵构造
用５种判断表示功能之间的重要性区别，并给

予评分，判断矩阵及判别标准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判别标准

重要程度 评分

当Ｆｉ与Ｆｊ同等重要时 ａｉｊ＝１

当Ｆｉ比Ｆｊ稍微重要一些时 ａｉｊ＝３

当Ｆｉ比Ｆｊ重要一些时 ａｉｊ＝５

当Ｆｉ比Ｆｊ重要得多时 ａｉｊ＝７

当Ｆｉ比Ｆｊ极端重要时 ａｉｊ＝９

　注：如果属于两者之间，则用２，４，６，８给予评分；同理得到产业

结构子系统的ｂｉｊ取值。

人力资本系统判断矩阵为

Ａ＝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１／２ １ ２ ２ ５ ３
１／２ 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 ２ ２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２ １ ４
１／４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

















４ １

。

产业结构判断矩阵为

Ｂ＝

１ １ ２ ２ ３ ５
１ １ ３ ２ ４ ５
１／２ １／３ １ ２ ３ 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 ２ ３
１／３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 ２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

















 ２ １

。

２）指标权重值计算
采用求和法确定人力资本耦合系统和产业结

构耦合系统各功能系数。

Ｗａｉ＝∑
ｎ

ｊ＝１
ａｉｊ，（ｉ＝１，２，…ｎ）， （４）

Ｗｂｉ＝∑
ｎ

ｊ＝１
ｂｉｊ，（ｉ＝１，２，…ｎ）， （５）

Ｗ ＝
Ｗｉ

∑
ｎ

ｉ＝１
Ｗｉ

。 （６）

式中：Ｗａｉ和Ｗｂｉ为人力资本判断矩阵和产业结构
判断矩阵每一行的求和；

ａｉｊ为人力资本判断矩阵各元素；
ｂｉｊ为产业结构判断矩阵各元素；
Ｗ为各指标权重。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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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可得人力资本各指标权重值为

Ｗａ＝ ０．２７４０．２４６０．２０１０．１１６０．１１６０．[ ]０４７Ｔ；

产业结构各指标权重值为

Ｗｂ ＝ ０．２５３０．２９００．１９６０．１３６０．０８００．[ ]０４５Ｔ。

３）一致性检验［１３］

计算判断矩阵Ａ的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１
ｎ∑

ｎ

ｊ＝１

( )ＡＷ ｊ

Ｗｊ
， （７）

式中：λｍａｘ为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Ｗｊ为权重；
ｎ为矩阵的行数。
同理可得矩阵Ｂ的最大特征根。
计算一致性指标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８）

计算随机一致性指标

ＣＲ ＝
ＣＩ
ＲＩ
。 （９）

式中ＲＩ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对于１～９阶判断
矩阵可以通过表４查到。

表４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当ＣＲ＜０．１时，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
一致性，否则就需要对矩阵进行调整。

根据式（７）～（９）计算可得人力资本系统的一

致性比率 ＣＲ＝０．０８６＜０．１，产业结构系统的一致
性比率ＣＲ＝０．００８＜０．１。因此说明人力资本和产
业结构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四）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原始指标数据量纲不同，没有可比性，为

降低量级，消除数据量纲，本文运用极差标准法对

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指标标准化：

ｘ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

负指标标准化：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

式中：ｘｉｊ为要处理的原始数据；
ｍａｘｘｉｊ与ｍｉｎｘｉｊ分别为原始数据列表中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

（五）综合指数核算

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及其相对应的权重进行加

权求和，可得湖南省１３个城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
构２个子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用人力资本和
产业结构综合指数来表示。

　　三　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特征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综合指数
如表５所示，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如表６所示。

表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综合指数

城市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均值

长沙 ０．２５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５２ ０．７４ ０．８２ ０．４６

株洲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６０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５２ ０．３５

湘潭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５４ ０．６１ ０．３０ ０．２３ ０．６２ ０．６７ ０．４３

衡阳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４１ ０．５２ ０．７７ ０．４２

邵阳 ０．５０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５１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５２ ０．６１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５３

岳阳 ０．２６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６１ ０．７３ ０．４６ ０．５３

常德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３７ ０．３４ ０．４８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７５ ０．５０

张家界 ０．３２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４７ ０．６２ ０．５３

益阳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６４ ０．７３ ０．４３

郴州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５３ ０．６３ ０．４１

永州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５ ０．７５ ０．４８

怀化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４７ ０．５２ ０．７６ ０．４１

娄底 ０．４５ ０．５１ ０．４０ ０．１８ ０．４６ ０．６４ ０．５３ ０．５８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２

均值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６８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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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５中的均值可以看出，湖南省１３市的人
力资本指数基本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幅

度较大，从２００３年的０．３４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６８，
增幅达１００％。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湖南省１３市的人
力资本综合指数增长迅猛，就具体城市而言，到

２０１２年，长沙市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居全省首位。
总体上而言，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增
长率高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的增长率，这将为湖南

地区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潜在

保障与有力支持。

表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湖南省１３市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城市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均值

长沙 ０．６８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３２

株洲 ０．６８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３０

湘潭 ０．６８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１

衡阳 ０．６８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２６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４ ０．３８ ０．３６

邵阳 ０．６８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３５ ０．６１ ０．６４ ０．５９ ０．５１

岳阳 ０．６５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４７ ０．３５

常德 ０．６８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４８ ０．４２ ０．４０

张家界 ０．５８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２７

益阳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６１ ０．４７

郴州 ０．６８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３３

永州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３９ ０．５９ ０．６９ ０．５４ ０．４９

怀化 ０．６８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４２

均值 ０．６３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４３

　　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数越高表明产业结构调整
水平越高。由表６可以得知，湖南省的产业结构综
合指数均值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期间经历了较大的下
降幅度，２００７年以后开始逐步回升，这一变化主要
源于２００６年是湖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转折
点，产业结构从“三、二、一”结构调整为“二、三、

一”结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表

现为量的扩张，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更

多地依靠结构优化和升级。２００６年以前湖南省各
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较高，而２００６年之后开始逐步回落调整至“二、三、
一”的结构模式，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的倒退，而是理

性的回归。［１４］

（二）耦合分析

表７所示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湖南省 １３市人力
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

表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

城市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均值

长沙 ０．５４ ０．４７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５ ０．６１ ０．５６

株洲 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５３

湘潭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５２ ０．５８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５５

衡阳 ０．７７ ０．５３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５９

邵阳 ０．７５ ０．６２ ０．５４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６３ ０．７８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７１

岳阳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３９ ０．５２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５９

常德 ０．６６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７２ ０．７０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６４

张家界 ０．６１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６５ ０．５１

益阳 ０．５６ ０．５９ ０．４９ ０．６２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６５

郴州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５４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５２ ０．６１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５ ０．５７

永州 ０．５９ ０．６７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６６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８ ０．６８

怀化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５９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６９ ０．７４ ０．６２

娄底 ０．７２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５８

总均值 ０．６２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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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７中耦合度总均值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
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从０．６２增长到０．７０，增幅
为１２９％，可以说明总体上湖南省１３市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的发展越来越协调。同时，近十年耦合

度绝对值的增长仅为０．０８，仅仅经历了初级协调发
展和中级协调发展２个状态，并且在初级协调发展
类型的情况下持续时间较长，耦合发展的程度相对

平稳且不高。

表８所示为湖南省各城市协调发展类型。由
表８可知，从市域看，长株潭城市圈是湖南省经济
核心经济圈，但这３个城市耦合发展度相对其他城
市比较低，仅为勉强协调发展状态，说明其人力资

本与产业结构的互动不显著。其中耦合度均值最

高的是邵阳，这与“十二五”期间邵阳经济的高速发

展状况相吻合。除了长株潭地区外，衡阳、岳阳、张

家界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表明这些城市的人

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表８　湖南省各城市协调发展类型

类　型 城　市

中级协调发展 邵阳

初级协调发展 常德、益阳、永州、怀化

勉强协调发展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张家界

从耦合度增长幅度看，观察表 ７中 ２００３和
２０１２年的数据可知，耦合度增长最迅速的是益阳，
从０．５６增至０．８１，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跨越到良
好协调发展类型；而衡阳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

合度非但没有增长，而且下降幅度较大，从０．７７下
降到０．６７，从中级协调发展类型变为初级协调发展
类型，表明其人力资本在与产业结构互动中的带动

作用逐渐减弱，人力资本的优势没有凸显，未来还

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耦合分析方法，探讨了湖南省１３市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得出如

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１．重视人力资本提高的同时应略偏向于产业
结构的调整。湖南省产业结构发展现状为：全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分散，集聚性不强，产业结构和

产业空间布局不够完善，［１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有待加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期间，湖南省人力资本指

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综合指数经历了从

急剧下降到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且人力资本指数

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产业结构的增长率，但两者的差

距在逐渐缩小。湖南省人力资本指数高于产业结

构指数，湖南省未来的发展需在重视人力资本提高

的同时略偏向于产业结构调整。

２．充分发挥长株潭地区高校人力资本优势。
湖南省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基本上是在

波动中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匹配度越来

越稳定，大部分城市都已达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

协调共进的程度，但城市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人力

资本与产业结构协调性最好的是邵阳，协调性最差

的是张家界，长株潭核心城市圈的耦合度相对较

低。长株潭地区高校集中，人才供给较为丰富；同

时长株潭地区产业集群程度高，产业现代化水平

高。长株潭地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度低，反

映了长株潭地区高校人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不断优化配置的

过程，二者的耦合程度越高，说明其资源配置效率

就越高。［１６］但也有研究表明，经济发达的程度与匹

配度并不一定正相关，发达地区将产业结构调整为

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因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

本和产业结构有较高的匹配程度，所以有了承接发

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人力资本基础，使得其产业结构

能够较快调整。［１７］长株潭区域人力资本与产业结

构增长并未达到理想的协调共进发展态势，今后仍

需引导二者的耦合水平不断向高层次推进，促使长

株潭经济圈成为一个增长极，以此带动全省的经济

发展。

３．根据各城市特征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本发展
和产业结构改革政策。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

看，湖南省各城市需要明确各自的产业结构定位，

加快建立起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的创新型产业

结构发展体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

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相符合的发展政策，突出县

域特色。［１８］在关注产业结构发展的同时加大人力

资本投资力度，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良

性互动。

４．建立高校学科专业与产业结构对接机制。
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得以积累和提升，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也离不开人才和科技的支撑。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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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与区域产业结构脱节的问题，就必须建立

区域高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的机制。如加

强教育管理部门和产业管理部门的工作联系，建立

一套联动机制，确保高校专业设置改革与区域产业

结构调整之间实现互动优化，提升人力资本与区域

产业结构的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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