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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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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关系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高校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将

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 3

个指标，最后通过 Granger 检验、VAR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

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学历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市场成交额、毕业生规模是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格兰杰原因；(2)学历高级化能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创新产出的冲击具有

延迟响应的特点，对毕业生规模的冲击有一定回馈但并不强烈；(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具有高

贡献能力，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能力远大于毕业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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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我国的产业结构向着两个维度变迁，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即结构重心不断变化，一次产业向二次产

业三次产业依次转移的过程
［1，2］

；二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资源分配，产业内部由低技术、低劳动

力生产率向高技术和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
［3］

以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高校作为人力资源供给、各类型各学历人才培养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基地，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重要支撑；同样地，产业结构变迁驱动科技创新、吸纳就业人口并提出人才培养要求。

从区域层面上，由于地理邻近性、历史基础和行政等因素，区域产业结构与高校在人才类型、研发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更直接、

更密切的互动发展关系
［4，5］

，甚至形成由于特色产业发展驱动该区域特色学校、特色专业蓬勃发展的现象
［6，7］

。因此产业结构

变迁与高校产出存在密切关系，成为目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从既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在以下三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变迁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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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产业结构变迁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8，9］

、学历层次结构
［10～12］

、学科结构
［13～15］

、毕业生就业结构
［16，17］

以及与人才匹配
［16，18，

19］
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MRW 模型、灰色关联法、Moore 结构变化值、主成分分析法以及面板数据模型。研

究结果各有特点，如马力等
［9］

认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与教育结构有不同的作用关系；李彬等
［19］

认为产业结

构的发展状况决定人才的分布、类型、数量和质量，何璇等
［20］

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校的学科设置有决定性作用，而崔永涛等
［15］

却发现设置合理的学科能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
［17，18］

。第二方面是涉及高校产出的产业结构变迁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偏离度
［21，22］

、就业弹性
［21，23］

等角度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人力资源需求，其中高生产率、

高就业弹性的二、三产业吸收技术和拉动就业的能力强，反过来人力资源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技术投入也会影响产业结构变迁

的进程
［24～26］

；付宏等
［27］

、闫海洲等
［28］

也从创新的角度证明了科技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方面是高校产出对产业结

构的作用研究，如陈光等
［29］

通过构建贡献模型发现 2005～2009 年四川高校对产业结构的贡献率比较低；但也有研究表明高校

人才培养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驱动力
［28］

，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有利于解决产业高

级化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
［19］

。

综上，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存在一些问题。(1)现有文献多是对产业结

构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直接研究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关系的文章基本没有；(2)二者作用关系的测度角度不全，缺

少综合因素分析，特别是缺少从创新产出的角度研究高校产出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3)二者关系测度的指标、方法还有改进

空间，比如目前多采用在校学生数
［30，31］

、在校大学生占劳动力人数比重
［3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33，34］

等指标反映高校的人力资

源产出情况，采用各层次招生人数规模及其横向比较
［14，35］

反映学历层次发展水平，但在校生并不直接构成生产力作用于产业结

构的变迁。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以高校资源丰富的湖北省为例，将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2

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 3个指标，引入 Granger 因果检验、VAR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

方差分解分析 2004～2013 年湖北省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因果关系与互动程度，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高校

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1.1 研究框架

为了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以湖北省为例，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和高校产出互动关系研究框架(图 1)，从多个测度要素出发，

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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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产业结构测度方法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认知不同，测度方式不同。主要方式有采用产业结构关系和劳动生产率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36］

、用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衡量产业高级化最后一个阶段的程度
［37］

、通过改进的余弦角法来测度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转移的高级化过程
［24，33］

以及细化分解测度指标，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二产向三产转移两个维度进行测度
［1，2］

。综合考

虑，笔者借鉴付凌晖
［38］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方法，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值 W如下:首先用一二三次产业 GDP 增加值占 GDP 总

量的比例构成一个三维空间向量 X0=(x10，x20，x30)，然后分别计算 X0 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空间向量 X1=(1，0，0)，

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公式如下:

式中:j=1，2，3

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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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化更加注重生产、经济技术与资源之间的动态优化与组合，有学者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测定产业结构合理化
［39］

，

这不太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动态性、过程性、阶段性特点。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的重要性不同，干春晖等
［37］

采用 Theil 指数测定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方法既包含了结构偏离度的经济理论基础，也能通过公式中的参数区别不同产业的重要性程度，能更有

效模拟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公式如下:

式中:Y表示产值；L表示从业人员；i 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数。TL值越趋近于 0，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TL 的值越大，表

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1.2.2 高校产出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创新产出 3 个指标来测算湖北省高校产出情况。

毕业生规模。本文选择毕业生规模作为高校人力资源产出的测度指标。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毕业生的流动性以及从业人

员在区域间的迁移和产业间的转换，高校毕业生不是产业结构变迁中人力资源的唯一来源，存在一定比重变化。因此，本文假

设所有高校学生在毕业后都从事二、三产业，采用毕业生增加数与二、三产业就业增加数的比值来反映毕业生在二、三产业就

业人数中的比重变化，记为 Ri。通过对 Ri作 0～1的标准化处理，构成 Gi的作用系数，运算得到具有权重意义的高校人力资源产

出:

式中:Gi为毕业生数；Ri是作用系数；i为年份；Si为毕业生规模，代表了高校在产业结构变迁中人力资源作用的强弱，值越

大表明高校的人力资源作用越强。

学历高级化。指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结构情况，是人才结构重心变化的过程。本文假设有 N 种学历层次，将学历层次由高

到低排列，根据其在毕业生总数的比重计为 Pj，(0＜Pj＜1)，构建学历高级化评价指标 E来刻画毕业生的学历层次结构。学历包

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3 个层次，高学历层次人才占比重越大，E值越大。

创新产出。创新产出有很多方面，其中如专利数、科技成果等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并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

而奖项、论文著作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直接关系并不强烈，因此本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衡量创新产

出，选择能够深刻揭示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关系的指标高校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来测度创新产出。

1.2.3Granger 检验、VA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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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从时序性上检验变量因果关系的重要方法，基本思想是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滞后值的影响
［40］

，

那么称他们之间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假设有两个时间序列，满足以下方程
［41］

:

X 的滞后值 Xt－i能够引起 Yt变化，即至少存在一个 i0使得βi0≠0，则变量 Y是 X的 Granger 原因。在实际运用中时间序列首

先必须满足平稳性要求，否则就要对变量进行平稳化处理。一般通过差分变换，通过序列的单位根检验验证其平稳性；然后进

行协整检验，当变量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时可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VAR(Vector Auto-regression，向量自回归)模型是时间序列系统分析中，通过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动态冲击以解释各种冲击

对变量的影响
［40］

，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t=1，2，…，t。公式中 yt是 K 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 d 维外生变量列向量；Φ1～Φp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εt是

随机扰动项；p为滞后阶数。本文以 VAR 模型为基础，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各要素之间的

影响程度。

1.3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GDP 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毕业人数来源于《湖北教育统计年

鉴》；高校技术市场成交额来源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对 GDP、高校技术市场成交额以 2003 年为基础做不变价处

理。文章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选择 2004～2013 年作为研究区间:2004 年是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社会作用于产业结构变迁

的初始年份；我国第三、四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与专业设置调整分别是 1998 年、2012 年，在同种专业设置框架下培养出来的学

生更具可比性；研究期间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不变，从数据选择上减少外部因素的干扰，有利于提高结果可靠性。

2 研究结果

2.1 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测度结果

2.1.1 产业结构变迁测度结果

采用公式(1)、(2)和(3)得到湖北省 2004～2013 年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值(图 2)。总体上，湖北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在提高，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2004～2006 年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高级化水平由 5.8891 提升到 6.8177；2006～2008 年出现

阶段性下降，2008 年跌至 5.9539，这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但仍然高于 2004 年的高级化水平；2009 年高级化水平出

现一次刺激性提升，达到 6.328；2010～2013 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稳步提高，由 2010 年的 6.2972 提升到 2013 年的 7.4905。

TL值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研究期间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 0.21～0.31 的范围内波动，总体变化幅度不大。2004～

2011 年产业结构趋于不合理，2011 年 TL 值达到最大值 0.31，这与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性产业转移有密切关系；2012～

2013 年，TL 值由 0.3 下降到 0.27，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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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高校产出测度结果

毕业生规模。通过公式(4)测算出湖北省 2004～2013 年毕业生规模(表 1)，可知 2004～2008 年毕业生规模呈现出波动上升

的趋势，由 2004 年的 93829 人提升到 2008 年的 464123 人，表明高校毕业生在湖北省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人力资源作用能力越来

越强；2009 年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毕业生人数反而减少 8396 人，导致毕业生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人力资源作用能力达

到最弱为 0；2010 年开始，毕业生规模从 30553 人上升至 2013 年的 51478 人，人力资源作用能力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表 1 人力资源产出

年份
毕业生

总数

毕业生

增加数

二三产业就

业增加数

毕业生增

加数比值

毕业生

规模

2004 258 478 428 57 196 000 0.218 7 93 829

2005 318 423 59 945 156 000 0.384 3 189 385

2006 346 420 27 997 196 000 0.142 8 88 998

2007 382 656 36 236 177 000 0.204 7 131 444

2008 464 123 81 467 120 900 0.6738 464 123

2009 455 727 -8 396 206 100 -0.040 7 0

2010 458 094 236 7 342 000 0.006 9 30 553

2011 487 082 28 988 400 000 0.072 5 77 167

2012 480 544 -6 538 542 000 -0.012 1 19 283

2013 500 795 20 251 619 000 0.032 7 51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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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高级化。采用公式(5)，结合表 2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毕业人数，测算出湖北省学历高级化水平(图 3)，总体上呈

现出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2004～2005 年，学历高级化水平由 1.5922 下降到 1.5449，这是由于该时期专科毕业生大量增加导致

研究生的数量比重降低，学历高级化水平下降；在调整招生结构后，2006～2007 年湖北省学历高级化水平略有提高；2008～2009

年学历高级化水平下降，2009 年跌至最低点 1.4668；2010 年开始，学历高级化水平逐步提高，由 1.5219 提升到 2013 年的 1.5698。

创新产出。本文选择高校技术市场成交金额作为测度创新产出的指标，以2003年为基准作不变价处理得到湖北省2004～2013

年不变价技术市场成交金额(表 2)，即创新产出水平。创新产出呈现阶段性:第一阶段，不变量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出现波动下降，

到 2008 年达到最低点 40082.15，第二阶段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012 年达到 80287.57。

表 2 高校产出描述统计量

年份 研究毕业 生数 本科毕业 生数 专科毕业 生数

不变价技术市

场成交金额

（千元）

2004 11 688 129 343 117 447 101 410.86

2005 14 441 144 222 159 760 76 918.09

2006 23 094 146 106 177 200 90 151.13

2007 25 100 167 983 189 573 81 805.71

2008 23 419 189 859 250 845 40 082.15

2009 24 963 161 875 268 889 56 926.31

2010 22 228 193 768 242 098 65 027.12

2011 30 510 193 789 262 783 45 543.25

2012 32 201 198 322 250 021 80 287.57

2013 34 585 215 247 250 963 64 399.68



8

2.2 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测定

基于前文测算，笔者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高校不变价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分别

记为 W、TL、S、E 和 TM。在通过单位根检验确定数据平稳、协整检验确定变量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

2.2.1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采用 Eviews8.0 软件，通过画图处理判定 5 个变量是否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单位根检验采用 SIC 原则确定滞后项，

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发现 5 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表 3 ADF 检验结果

变数 差分项 ADF 统计值 Mac Kinnon 临界值 Prob.
*

检验类型

（P，c，t）

TM

△TM -4.083 642 316 -3.701 533 886 0.070 907* (1，c，t)

△△TM -4.624 271 058 -3.877 713 569 0.058 332* (1，c，t)

S -2.887 516 473 -2.771 128 515 0.084 651 * (1 ,C)

S △S -3.174 374 945 -2.841 818 8 0.066 194* (l,c)

△△S -3.636 549 214 -3.519 595 254 0.044 075 ** (l,c)

E △ E -2.823 887 445 -2.801 384 06 0.096 973* (l,c)

W

△ W -3.050 089 32 -2.801 384 06 0.071 659* (l,c)

△△W -3.503 505 573 -3.432 033 132 0.044 295 ** (1,C,)

TL △ TL -1.826 314 474 -1.599 088 295 0.067 329* (1)

△ △TL -2.582 874 907 -2.006 292 198 0.018 239** (1)

注: ①△表示一阶差分;△△表示二阶差分; ②p为滞后阶数，c 和 t 表示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③*和**分别表示在 10%、5%的水

平下显著．

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变量对 W-E、W-TM、TL-E、TL-S 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变量对 TL-TM

在 90%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具有协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可以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而变量对 W-S 的 p 值为

0.272986，接受原假设，没有通过协整检验，不存在长期稳定趋势，不可进行 Granger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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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协整检验结果

变数对 原假设 迹统计量 特征根统计量 P值

W-E

没有协整关系 0.838 048 64 22.832 610 92 0.003 284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644 282 048 8.268 937 048 0.004 035

W- 没有协整关系 0.953 039 458 30.896 583 42 0.000 1

TM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552297073 6.429 003 012 0.011 224

W-S

没有协整关系 0.574 213 506 10.101 586 77 0.272 986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335 606 776 3.271 048 805 0.070 509

TL- 没有协整关系 0.877 562 386 23.309 675 89 0.002 723

E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556 720 966 6.508 446 664 0.010 734

TL- 没有协整关系 0.763 273 115 14.858 356 95 0.062 176

TM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340 614 165 3.331 571 44 0.067 958

TL-S

没有协整关系 0.942 301 222 23.868 807 3 0.002 185

至多 1 个协整关系 0.122 853 83 1.048 653 044 0.305 817

注: 如果 p 值小于 0． 05(亦可放宽到 0．1) 则表明在 95%(90%)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存在协整关系．

2.2.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产业结构高级化(W)、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不是学历高级化(E)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仅为

0.0169 和 0.0349，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W)、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前期变化都能有效地解释学历高级化(E)的变化过程；毕业

生规模(S)和技术市场成交额(TM)不是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仅为 0.0449、0.0915，说明毕业生规模(S)

和额技术市场成交额(TM)的前期变化也能很好的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变化过程。

表 5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F 统计值 P值

E 不是 W 的格兰杰原因 0.757 1 0.541 8

W 不是 E 的格兰杰原因 21.256 6 0.016 9**

E 不是 TL的格兰杰原因 2.981 1 0.1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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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不是 E的格兰杰原因 12.536 1 0.034 9**

TM 不是 TL 的格兰杰原因 5.888 4 0.091 5*

TL 不是 TM 的格兰杰原因 0.610 8 0.599 0

S 不是 TL的格兰杰原因 10.380 3 0.044 9 **

TL 不是 S的格兰杰原因 2.035 2 0.276 4

注: * 和**分别在 0．1 和 0．05 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2.2.3VAR 模型参数估计

在确定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 VAR 关系模型，通过模型融合研究变量间的关系。由于存在两组格兰杰因果关系，本

文构建两组 VAR 模型，第一组模型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W)、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学历高级化(E)，由参数估计得到如下关

系模型，调整后 R2=0.970791:

根据模型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W)、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 1 阶滞后变量系数分别为 0.06505、1.12195，是学历高级化(E)

的正向影响影响因子，且自变量 TLt－1的权重系数最大，这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 1 阶滞后变量对学历高

级化(E)的正向作用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W)、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 2 阶滞后变量 Wt－2、TLt－2的系数分别为－0.057109、－

0.299207，对学历高级化(E)产生负向影响。

第二组模型变量由毕业生规模(S)、不变价技术市场成交额(TM)和产业结构合理化(TL)构成，采用 Z值标准化去量纲，由参

数估计得到如下关系模型，调整后 R2=0.527275:

可以看到毕业生规模(S)的 1 阶滞后变数 St－1的系数为 0.526193，表明变量 St－1起到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作用，而 2阶滞

后变数 St－2系数为－0.117518，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但作用较小；技术市场成交额(TM)的 1 阶滞后变数 TMt－1、2

阶滞后变数 TMt－2的系数分别为－0.15113、－0.142761，表明这两个变量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

2.2.4 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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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VAR 模型进一步分析，即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当模型受到冲击时变量对系统的动态影响以及变量的影响贡

献程度。通过对变量对 E-W、E-TL、S-TL 和 TM-TL 进行 AR 根图与表检验，发现根模的倒数都小于 1，表明可以进一步做脉冲响

应分析与方差分解。纵轴是冲击响应量，横轴是冲击作用的响应时间(单位:a)，实线是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

偏差偏离带。

图 4 表明在本期分别给产业结构高级化(W)和合理化(TL)一个正向冲击后，学历高级化(E)快速做出回应，在第二年就达到

最高值，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高级化和合理化在近期会产生高级化的人才需求，之后由于企业已经获得生产所需要的人才，

需求量减少，到第 7a 产生第二次人才需求，表明湖北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如

图 5，给技术市场交易额(TM)一个正向冲击，在前 4期内会产生上下波动，在第 5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TL)，表明在 4～5a 后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当在本期给毕业生规模(S)一个正冲击后，前 4期内对

产业结构合理化(TL)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

采用方差分解对 E-W、E-TL、S-TL 和 TM-TL4 个变量对进行分析，确定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大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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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脉冲响应冲击的重要性
［37］

。横轴代表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该变量的贡献率(单位:百分数)，数值越大，贡献度越

大。如图 6，不考虑自身的贡献率，产业结构高级化(W)对学历高级化(E)的贡献率很高，最大可达到 80.57%，随着时间的推移

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依旧处于高贡献率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TL)也具有高贡献率的特征，具有持续稳定的高贡献能力。

图 7 表明技术市场成交额(TM)对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贡献量在 40%以上，3年后达到最大值，4～6a 间呈现小幅波动的趋

势，后期较稳定；毕业生规模(S)对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贡献量在 30%左右，其贡献能力明显弱于技术市场成交额(TM)，所以

必须重视创新产出和技术应用的市场化。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和高校产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通过引入夹角余弦法、Theil 指数法，从高

级化和合理化两个层面测度湖北省产业结构变迁状况，其次构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 3个指标综合衡量湖北省

高校产出；最后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讨变量间的冲击作用和贡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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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章发现:

(1)湖北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存在反复波动的情况，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阶段性特点；2004～2013 年

湖北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状况并不理想，长期呈现出非合理化的发展状态，到 2012～2013 年合理化状况有所回归。高校产出中，

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都呈现出先降后升的“V”型发展特征。

(2)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存在 2 组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学历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产

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波动会引起学历高级化的波动。因此各学历层次人才培养应该随产业结构变迁而做出相应调整，否则

就会出现结构性的人才供给问题或者由于就业岗位不匹配导致人才流失问题。②技术市场成交额、毕业生规模是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通过鼓励创新产出、优化技术市场化环境和改善毕业生就创业环境以留住人才等措施对于产业结构合

理化有重要意义。

(3)不同变数的冲击响应性不同、作用周期不同:①当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受到冲击时，学历高级化在 2a 内做出回应，

这表明产业结构每发生一次高级化和合理化，在近期就会产生一次高级化的人才需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

的作用存在阶段性特点。②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创新产出的响应有 4～5a 的时间滞后期，这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

应将鼓励高校创新当作长远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创新成果市场化。③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毕业生规模的冲击仅有微弱的回馈，

意味着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局限性。

(4)要素的贡献能力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具有高贡献能力，因此高校要根据产业结构变迁产生的人

才需求来制定各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不切实际的人才培养会导致教育成果流失；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能力

远高于毕业生规模，因此高校在发展中要加强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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