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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购转型

升级影晌因素分訢
＊

——

以云南省为例

郭 佳扶 涛杨 青

【提 要 】 论文基于 ＶＡＲ模型 ,
以云南省 为例 , 构建 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

系 , 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因素进行评价 ,
认为 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因 素是 ： 社

会需求 、
人 口素质 、 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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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变量

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 , 是保证一国或者一地

区经济勝線髓錢■键 。 ＿学辦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因素 问题进行了
一些研本文 ＶＡ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云南省产

究 , 如王吉霞 ( 2 0 0 9 ) ,
？胡玉霞等 ( 2 0 1 2 )

,

？魏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 , 解释变量则是云南省产

喜成 ( 2 0 0 8 ) 。

③ 国内学者虽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几个影响因素 , 参考了
一

些

级的影响 因素 问题方面做出
一些研究成果 , 但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 我们选择云南省产业结构转

是较 为深人 的 、 系 统 的定量研究成果较少 。

ＶＡＲ ( 向量 自 回归 ) 模型被认为是能够全面描

述 自变量对因变量之间定量关系 的较好模型 , ＊ 基金项 目 ：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 目
“

云南省加快

近年来在经济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ＺＤ2 0 1 2 0 3 ) ； 广东省

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 , 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进程相对缓慢 ,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
①

矛盾 日益突出 。 本文运用 ｖａｒ模型 , 以云南省
私 論册糾鋪翻田査洲笛

？＾…
② 胡玉霞 、 潘思 ： 《甘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与对策

为例 , 对云南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因■ 》 ,

素问题进行研究 , 既是对现有研究的
一个补充 , ③ 魏喜成 ： 《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因素 》 , 《经济纵

也是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横 》 2 0 0 8 年第 1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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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的几个解释变量是社会需求 、 人口 素质 、

＾

＿

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 。 为 了 简化起见 , 我赚支出中科学 地区产值 ／

们用地区产值代表社会需求 , 用人均受教育年年份 技术费 占地区 从业人员数

限代表人 口素质 , 用 Ｒ＆Ｄ 经费支出 占 ＧＤＰ 比
产值隨 ( Ｈ ) ( 亿元／万入 )

重代表技术进步 , 劳动生产率则用某产业产值／ 2 0 0 32 5 5 6 ． 0 2 6 ． 6 5 0 ． 3 5 1
． 0 9

该产业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 2 0 0 4 3 0 8 1 ． 9 1 6 ＇ 7 4° － 2 7Ｌ 2 8

数据来源方面 ,
2 0 0 0

？

2 0 1 1 年云南省产业结
2 0 0 5 3 4 7 2 ． 8 9 6 ． 8 4 0 ． 2 9 1 ． 4 1

构转型升级指数数据通过综合指数评价法求得 2 0 0 6 働 6 ．  7 2 6 ． 9 6° ＇ 2 8丄 ． 5 9

(具体评价过程详见第三部分 ) 。 地区产值数据来 2 0 0 7 4 7 4 1
． 3 1 7

． 0 7 0 ． 2 8 1 ． 8 4

源于 2 0
．

0 1
？

2 0 1 2 年 《云南统计年鉴 》 , 人均受教 2 0 0 8 5 7 0 0 ． 1 7 ． 1 5 0 ． 3 1 2
． 1 6

育年限数据是根据 2 0 0 1
？

2 0 1 2 年 《中 国统计年 2 0 0 9 6 1 6 9 ． 7 5 7 ． 2 4



0 － 3 1 2
．

2 6

鉴》 中有关数据ｆ
ｆ售获得 , 财政支出 中科技研发 2 0 1 0 7 2 2 4 ． 1 8 7 ． 3 5 0 ． 3 2

． 5 7

占地区产值比重数据是根据 2 0 0 1
？ 2 0 1 2 年 《云南 2 0 1 1 8 1 5 4 ．  2 1 7 ． 4 6 0 ． 3 1 2 ． 6 7

统计年鉴 》 中有关数据经过计算得到 , 地区产值—、

、

／触人员数据是根据 2 0 0 1
？

2 0 1 2 年 《云南断二、

—
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

年鉴 》 中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 2 0 0 0 ？ 2 0 1 1 年解释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变量数据如表 1 所示 。指数计算过程及结果

表 1 解释奴腿考虑到产业结构的 内涵以及评价指标应该

地区产值 人均受教育
财政支出中科学 地区产值／遵循的六个原则 ’ 综合学者们 的相关研究成果 ,

年份
( 亿元 ) 年限 ( 年 )

技术费占地区 从
＾
人员数再结合研究对象的特性 , 我们建立 了一个二级



产值比重 ( ％ ) (亿元／万人 )

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评
2 0 0 0 1 9 3 5 ． 2 1

！ ＾
° ＇ 8 6

价 。 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 2 0 0 0
？

2 0 1 1 年
2 0 0 1 2 1 3 8 ＇

3 1

＿＿＾＾ 云南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评价指标数据如表 3

2 0 0 2 2 3 1 2
．

8 2 6 ． 5 0 0 ． 3 7 0 ． 9 9

表 2 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类型

指标 1 ： 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 ： 亿元 )正向
经济增长效应

指标 2 ：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 单位 ： 元 )正向

指标 3
：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 单位 ：％ )正向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指标 4 ：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比重 (单位 ： ％ )正向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 5
： 吨能创造生产总值 ( 单位 ： 元 )正向

指标 6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 单位 ： 万吨 )正向

治理环境污染指标 7 ：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 单位 ： ％ )正向

指标 8
： 废气治理设施数 ( 单位 ： 套 )正向

表 3 2＿？

2 0 1 1 年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数据

年份指标 1指标 2指标 3指标 4指标 5指标 6指标 7指标 8

2 0 0 0 1 9 3 5 ． 2 1 4 7 2 3 3 8 ． 2 1 1 7 ． 1 6 5 5 6 2 ． 2 3 2 0 1 1 2 1 0 ． 2 3 3 2 1

2 0 0 1 2 1 3 8 ． 3 1 5 0 1 5 3 8 ． 6 2 1 7 ． 4 2 5 7 1 5 ． 8 3 2 1 2 9 7 1 5 ． 9 3 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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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指标 1指标 2指标 3指标 4指标 5指标 6指标 7指标 8

2 0 0 2 2 3 1 2 ． 8 2 5 3 6 6 3 9 ． 5 4 1 7 ． 9 4 5 5 9 8 ． 2 7 2 2 1 8 6 1 0 ． 5 3 7 0 2

2 0 0 3 2 5 5 6 ． 0 2 5 8 7 0 3 9 ． 6 6 1 8 ． 5 6 5 7 4 3 ． 9 0 2 4 1 7 2 2 1 ． 4 3 8 0 6

2 0 0 4 3 0 8 1 ． 9 1 7 0 1 2 3 9 ．
 1 5 1 9 ．

6 5 5 9 1 5 ． 5 7 2 8 6 9 7 2 2 ． 3 4 0 9 0

2 0 0 5 3 4 7 2 ． 8 9 7 8 3 5 3 9 ． 4 6 2 0 ．
6 4 5 7 6 5 ． 1 2 2 6 6 5 9 3 5 ． 1 4 1 8 2

2 0 0 6 4 0 0 6 ． 7 2 8 9 7 0 3 8
． 5 4 2 2 ． 2 6 6 0 3 4 , 0 0 3 0 5 6 8 3 3 ． 7 4 3 9 1

2 0 0 7 4 7 4 1 ． 3 1 1 0 5 4 0 3 9 ． 0 8 2 3 ． 7 4 6 5 9 6 ． 3 6 3 1 9 9 7 3 3 ． 0 4 7 0 1

2 0 0 8 5 7 0 0 , 1 1 2 5 8 9 3 9 ． 0 9 2 5 ． 1 5 7 5 2 2 ． 2 1 3 0 5 7 4 3 0 ． 8 5 2 6 7

2 0 0 9 6 1 6 9 ． 7 5 1 3 5 3 9 4 0 ． 8 4 2 5 ． 8 4 8 0 1 5 ． 3 1 2 9 9 9 1 3 0 ． 2 5 4 3 2

2 0 1 0 7 2 2 4
．

1 8 1 5 7 5 2 4 0 ． 0 4 2 7
． 0 6 8 5 4 2 ． 1 22 8 4 0 3 3 1 ． 0 5 6 4 9

2 0 1 1 8 1 5 4
．

2 1 1 7 9 2 1 4 1 ． 2 1 2 7 ． 2 2 9 1 1 2
．

1 02 9 2 0 1 3 1 ． 8 5 8 0 1

数据来源 ： 地区生产总值单位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比重 、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比重 、

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与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的数据来源于 2 0 0 2
？

2 0 1 2 年 《云南统计年鉴 》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与废气治理设施数的

数据来源于 2 0 0 2？ 2 0 1 2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

下面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云南省产业结构续表

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中 的经济增长效应 、 产｜

年份
｜

Ｄ
！

丨

＆｜
Ｄｓ｜

Ｄ

业结构调整以及治理环境污染进行评价 。 以经 2 0 0 2 0 ．
 0 3 4 0 ． 2 7 8 0 ． 0 6 1 0 ． 1 0 8

济增长效应为例 , 计算公式如下 ： 2 0 0 3 0 ． 0 8 1 0 ． 3 3 3［ 0 ． 3 0 8Ｉ 0 ． 1 7 8Ｉ

ｃｖｉ ｉ
＝ ｔ ｓ

ｉ

ｘｗ
ｉ 2 0 0 4 0 ．

1 8 6 0 ．
2 3 8 0

．
5 8 8 0

．
2 4 2

其中 ／ ｃｌｉｉ 代表经济增长效应指标评价指数 ,
＾————————— —

为经济增长效应中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 次＾＾——— —

为经济增长效应中各二级评价指标标准化数值 。—＾—＾＿＿＾ 1 －

至于经济增长效应中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的确定 , 因为经济增长效应中只包括两个二级指＾＾＾＿＿

标 , 因此经济增长效应中两个二级指标的权重都
2 0 1 00 － 8 1 3 0 － 8 8 8 0 ． 7 4 9

＿＿

0 8 5 1

＿

是 0 ． 5 。 根据 ＡＨＰ方法可以得出产业结构转型升Ｍ 0 1 1 1 Ｔ
0 ． 9 5 6 0 － 8 9 1° ． 9 8 2

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
一级评价指标 ( 即 ： 产业ｍ

结棚整、 治理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增长效应 ) 的四 、

^
权重以及产业结构麵和治理环境污染中各二级转型升级影响 因素分析

评价 指标 的权重 , 这些权重分别是 ：
0 ． 6 0 5 、过程及结果

0
．  2 9 1 、 0 ． 1 0 3 ( 分析过程略 ) 。 可以翻 2 0 0 0？

本文基于 ＶＡＲ 模型对云前产业结构转型
2 0 1 1 年云南产业

,
构转型升级总体评

卞
指数以

升郷响因素进行模型分析 ,
我们用 Ｙ代表产业

及各一级评价指标评价指数 ( 如表 4 所示 ) 。

结构转型升级指数 , 用 ＸＩ 代表社会需求 , 用 Ｘ 2

表 4 2 0 0 0 － 2 0 1 1 年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体评价代表人 口素质 , 用 Ｘ 3 代表科学技术水平 , 用 Ｘ 4

指数①
年份Ｄ

ｉＤ
ｚＤ

ａＤ


2 0 0 0 0 0 ． 0 1 2 0 ． 0 4 1 0 ． 0 Ｘ 0① Ｄ
ｉ代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经济增长效应

＾＾＾
￣

评价指数 ’Ｄａ代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产
Ｉ


＾ ＾ ＾ ＾


1业结构调整评价指数 ’Ｄａ代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评价指标

体系中的治理环境污染评价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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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劳动生产率 。系数估计值来看 ,
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受

(

一

)
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较大 。

ＶＡＲ模型分析 (
二

) 基于 ＶＡＲ模型的脉冲响应 函数分析

Ｙ 、 ＸＩ 、 Ｘ 2
、
Ｘ 3 和 Ｘ 4 设为 内生变量 , 将对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

常数项 Ｃ设为外生变量 , 取滞后期为 1 期 ,

？
将行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

Ｙ、 ＸＩ 、 Ｘ 2 、 Ｘ 3 和 Ｘ 4 构造模型如下 ：表 5 基于 ＶＡ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

Ｙ^ ａｕＹ＾ ＋＾Ｘ ｌ
ｔ
－

ｉ

￣

＾

￣

7 ｕＸ 2
ｔ
－

ｉ 

－

＼

￣

ｒ
ｊ
ｉ
ｉ
Ｘ 3

ｔ

￣

ｉ＋Ｉ时期 Ｉｙ Ｉｘｉ ＩＸ 2 ＩＸ 3 ＩＸ 4Ｉ

Ａ
ｉｉ
Ｘ 4

,
－

ｉ
＋Ｑ 

＋ｅｉ ｒ 1 0 ． 0 2 1 9 0 8 0 0 0 0

辟丨 又一

1 
＋ 2 0 ． 0 1 2 0 2 3 0 ．

0 4 4 8 9 5 0 ． 0 1 2 1 8 8 0 ． 0 3 6 5 5 1 0 ． 0 1 6 9 9 8

ｈ ｉ
ＸＡ

ｔ
－ ｘ

￣

ｈＱ

＋￡ 2 ？

3 °－ 0 3 2 1 2°－ 0 1 7 7 5 1 0 1 1 9 8 9 0
．

0 2 5 4 8 8 0
． 0 2 3 3 0 9

Ｘ2 ｔ 

＝
ａ3 ｌ

－Ｙ
ｒ
－

ｉ
＋恥ＸＩｈ 

＋ 7 3 ｉ
Ｘ 2

(

－

Ｉ
＋＾Ｘ 3

＾Ｉ 
＋ 40 ． 0 5 7 8 5 9°－

0 4 1 2 7 1 °＇ 0 3 0 1 9 4 。 ？ 0 8 5 2 8 3 °－ 0 5 7 6 5 8

＾ 3

．Ｘ 4
－

 1 ＋Ｃ
ｇ 
＋ｅ3

5 0
．

1 3 1 6 4 9 0 ． 0 5 9 5 8 6 0 ．
0 5 0 0 4 90 ． 1 7 3 9 7 0 ． 1 2 6 0 2 2

ｖ」ｖｏ 丨」 6 0 ． 2 9 6 7 9 5 0 ． 1 3 2 0 8 5 0
．

0 9 8 3 1 3 0 ． 4 0 4 3 6 7 0 ． 2 9 0 2 3 7
一

＾ｔ
￣

＼

＂

ｒ
ｊ
Ｓｔ
Ａ ｉ

？
－

ｉ 

￣

ｒ ｙ^ Ｘ ｌ
ｔ

－￣

＼
十 ｒ

ｊ
ａＸ Ｓ

ｔ
￣

ｉ 
十

70 ． 6 8 3 9 4 9 0 ． 2 9 1 6 6 0 ． 2 0 0 5 3 4 0
． 9 2 1 4 9 5 0 ． 6 6 6 7 2 3

又 —

1 ｉ＾4ｉ

￣

￡4
^

8 1 ． 5 7 8 4 8 8 0 ． 6 7 2 6 0 ． 4 3 5 7 4 4 2 ． 1 2 5 1 7 2 1 ． 5 3 9 5 8 1

Ｘ
4 ｒ 

＝
ａ

5 ｉ

Ｙ
ｔ
￣

ｉ
￣

＼

￣

ｙ 5 ｉ
Ｘ 2

ｔ
￣

ｉｒ
ｊｓ ｉ

Ｘ 3
ｔ
－

ｉ 
＋

＾ 1

 9 3 ． 6 5 0 0 0 6 1 ． 5 5 3 4 3 9 0 ． 9 7 5 4 8 5 4 ． 9 0 4 5 7 1 3 ． 5 5 7 8 4 2

Ａ 5
ｉ
Ｘ 4

；
－

ｉ
＋Ｑ 

＋￡
5 Ｚ1 0 8 ． 4 4 2 3 5 9 3 ． 5 9 6 5 2 3 2 ． 2 2 2 6 6 8 1 1 ． 3 3 6 5 1 8 ． 2 2 7 5 2 8

经过计量分析我们可 以得到 向量 自 回 归结
“＾

 1
＾ ＾

＾ 1

果为② ： (
三

)
基于 ＶＡ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

ｎｒ
－

1 ． 9 0ｎ

「

＿

0 ． 1 0 ＊对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 ( Ｙ ) 的方

ＸＩ
,


—

7 3 2 6 ． 8 1 ＊ 1 4 2 5 ．
1 6 ＊差分解结果如表 6 所示 。

Ｘ 2
＇
＝°

＇ 1 8 ＊＋°
＇
 0 2 ＊表 6 基于 ＶＡＲ 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Ｘ 3
＇ 9 8

＿

0
．
 0 6 ＊时期ＹＸＩＸ2Ｘ 3Ｘ4

＿

Ｘ 4
(
＿＿

—

2 ． 5 3 
＊
＾ 0 ． 9 8ｌｉ ｏｏｏｏｏｏ

—

0
．
 0 0 0

． 1 7 0 ． 7 6 1 ． 2 8 1 2 1 4 ． 1 5 0 2 6 4 5 ． 6 6 7 5 1 3 ． 3 6 5 9 2 6 3 0
． 2 6 9 8 8 6 ． 5 4 6 4 2 1

1 ． 8 4 1  5  3 0 ． 4 7 
—

1 4 6 0 ． 6 7 ＊
—

3 7 4 8 ．
 0 3 ＊ 3 2 3 ． 3 3 7 0 7 3 2 ． 8 3 9 8 8 4 ． 1 1 8 6 3 8 2 7 ． 9 7 7 8 2 1 1 ． 7 2 6 6

0  0 0 ＊ 1 0
 5 0 1 0 ＊

—

0 3 0 ＊ 4 2 1 － 1 5 1 6 2 1 7 ． 0 5 1 6 1 5 ． 0 8 9 3 5 6 3 9 ． 1 3 6 7 8 1 7 ． 5 7 0 6 3

0 ． 0 0 ＊
－

0 ． 2 8 0 ． 1 3 ＾ 0 ． 1 9 ＾ 2 3 ． 9 6 7 1 4 3 ． 9 7 9 8 8 4 4 2 ． 4 1 1 9 6 2 1 ． 5 0 2 4 2

6 2 4 ． 2 0 7 9 8 5 ． 4 8 7 5 6 5 2 ． 9 3 2 0 6 6 4 4 ． 5 1 1 8 6 2 2
．

8 6 0 5 2
—

0 ． 0 0 ＊ 0 ． 5 2 ＊
—

0 ． 3 3 ＊ 0 ． 6 6
Ｊ 7 2 4 ． 6 7 9 3 9 4 ． 6 9 9 1 9 1 2 ． 2 8 7 2 8 5 4 4 ． 9 1 0 1 4 2 3 ． 4 2 3 9 9

ｒｙｒｐ


＇
―

1ｕ 8 2 4 ． 8 2 9 9 3 4 ． 5 4 9 6 0 71 ． 9 6 9 2 0 6 4 5 ． 0 4 0 4 6 2 3 ． 6 1 0 7 9

ｅ 2 ｔ 9 2 4 ． 9 2 6 1 4 4 ． 5 2 4 7 7 31 ． 8 1 7 1 5 8 4 5 ． 0 4 5 1 1 2 3 ． 6 8 6 8 1

Ｘ 2
ｔ

－

＼＋ｅ
3ｒ 1 0 2 4 ． 9 6 7 3 9 4 ． 5 3 1 3 8 1 1 ． 7 4 7 3 4 1 4 5 ． 0 3 8 5 5 2 3

． 7 1 5 3 4

ｉ＾ 4 ｉ

Ｘ 4
ｔ

－

Ｊ［ ＿

％」 ( 四 ) 基于 ＶＡＲ模型的 Ｇｎａｗ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第一 个方 程 的 相关 系 数 的 平 方值 ( Ｒ
－我们进一步采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来

ｓｑｕａｒｅｄ ) 为 0
． 9 9

,
Ｆ 值为 4 3 9 ． 9 8

, 极大似然值
分析变量 Ｙ 、 ＸＩ 、 Ｘ 2 、 Ｘ 3 和 Ｘ 4 之间的因果关

( Ｌｏｇｌｉｋｅ ｌｉｈｏｏｄ ) 为 3 0 ． 7 1
,
Ａ ＩＣ 和 ＳＣ 的值都 系 (检验结果见下表 ) 。

比较小 (分别为
一

4 ． 5 1 和一 4 ． 2 8 )
, 说明模型总


体解释能力还是 比较强 的 , 说明云南省产业结① 由 于受样本数量不足 的限制 , 这里只能将滞后期设定为 1

构转型升级受社会需求 、 人口 素质 、 科学技术
② 向量 自 回归结果各向董系数估计值中带有 ＊ 号的表明该系

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较大 。 从方程的数 的估计值不显著 ( 显著性水平定 为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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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南省为例

表 7 基于 ＶＡＲ模型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①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变动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

滞后期
｜原假设 ｜

自由度
｜

ｆ统计量
｜

Ｐ值 (
五

) 加快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

1Ｘ Ｉ
不是 

Ｙ的Ｇｒａｎ
ｇ
ｅｒ

原因 1 1 6 ． 4 5 0
．
 0 3 ＃？措施

1Ｘ 2
不是 

Ｙ
的 

Ｇｒａｎｇｅ ｒ
原因 1 1 4 ． 2 4 0 ． 0 7＊基于前文 ＶＡＲ模型的分析 , 我们认为云南

1Ｘ 3 不是 Ｙ 的 Ｇｒａｎｇｅ ｒ原因 1 1 0
．

3 1 0 ． 5 9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受科技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
1Ｘ 4 不是 丫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1 1 8 ． 5 3 0 ． 0…影响最大 , 其次是社会需求 ；

而人 口 素质的因
2Ｘ Ｉ不是 Ｙ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1 0

＿

＿

4 ． 0 1 0 ．
0 9 ＊素则影响最小 。 人 口 素质的提升更多 的应作为

2＆不是 丫 的 Ｇ琴 原因」＿＿＾
1 5

＿＿

一

种政府的长期发展战略 ,
而并非通过短期政

2Ｘ 3 不是 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

？ 原因」＿＿

0 3 6

＿＿ 策手段能够提高并为产业升级带来显著的影响 。

2Ｘ 4 不是 Ｙ 的 ＯａｎｇＣＴ原因」＿＿

8 ． 7 8 0
． 0 2 ＂

因此我们认为促进云南省产业升级转型的首要
‘ Ｘ 1 不是聊等原因」＿＿＾＿＿ 对策应以促进科技进步为主 , 同时带动劳动生
‘

＝＝广：」 —

产率的提高并间接促进科技水平和社会总需求
3Ｘ 3 不是

Ｙ
的

Ｇｒａｎｇｅ ｒ原因 9 1 ． 6 20 ． 4 0

, 太县 ｖ ａｆｔ ｒ 1 ｎ 9 1ｎ ｎＱ的提升 , 进而加速云南省整体的产业升级转型 。

3Ｘ 4 不是
Ｙ

的
Ｇｒａｎｇｅ ｒ

原因 9 1 0 ． 2 1 0 ． 0 9 
＊

表 7 表明了滞后期为 1 期 , 人 口素质 ( Ｘ 2 )本文作者 ： 郭佳是中 山 大学 南方学 院讲师 ；

和劳动生产率 ( Ｘ 4 ) 是云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扶涛是暨南 大学特 Ｓ港澳经济研究＿教

指数变动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 滞后期为 2 期 , 社会

需求 (ＸＩ ) 和劳动生产率 ( Ｘ 4 ) 是云南省产业结责任编辑 ： 何 辉

构转型升级指数变动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 滞后期为 3


期 , 社会需求 ( ＸＩ ) 、 人口素质 ( Ｘ 2 ) 、 科学技术①
＊

表示在 1 0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 系检验 ,

水平 ( Ｘ 3
) 和劳动生产率 ( Ｘ 4 ) 都不是云南省产

？ ＊

赫在 5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Ｇｒａｎ
ｇ
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 ｉｎｇ
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ｉ
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

ＧｕｏＪｉａＦｕＴ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ｅｖａ 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

？

ｔｏｒｓ ｏｆ ｉ
ｎｄｕｓｔｒ

ｉ
ａ 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 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Ｒｍｏｄｅｌ ．Ｉｔｆｉｒｓ ｔｌｙ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 ｒｓ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 ｆＹｕｎｎａｎｐ ｒｏｖ ｉｎｃｅ

＇

ｓ ｉｎｄｕｓ ｔｒ 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 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ＶＡＲｍｏｄｅｌ
,
ａｔ ｌａｓｔｄｒａｗｓｃｏｎｃ ｌｕｓｉ

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

？

ｔ ｉｏｎｓ．Ｗｅ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 ｉｎｇａｒｅ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ｏ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ａ ｂ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ｖｉ ｔ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ｒｅ ：ｔｏ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 ａｂ ｉ 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

？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ｔｏｃｕ ｌｔｉｖａｔｅｈ ｉｇｈ

－

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 ｃｔｉ
ｖｅ 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ｐｏ ｌ ｉｃｙ ｔ

ｈａｔａｔ
？

ｔｒａｃｔｓｔａｌｅｎｔ

；
ｔｏ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ｏ ｆｂ 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ｕｂｌ ｉｃｉｎｎｏｖａ

？

ｔ 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ｐ ｉ ｌｏｔｗｏｒｋｏｆｔｏｕｒ ｉｓ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ｒｅｆｏｒｍ

；
ａｎｄｔｏｉｍｐ 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 ｉ

？

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ｖｅ ｌｏｆｆｏｒｅ ｉｇｎｃａｐ ｉｔａｌ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ｌ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ｖｅｃｔｏｒａｕ 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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