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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第二十届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袁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大事袁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袁以人口高质量

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人口红利是我国经

济发展实现腾飞的重要因素袁 人口红利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经

济发展尧制造业转型升级等具有重大影响袁而体育用品制造业

作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其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也与之密切相关遥2022 年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袁即首

次出现自 1961 年以来年度死亡人口高于新增人口的负增长

现象袁与此同时袁最新一期人口普查数据也表明袁我国人口发

展正在经历重大历史转向袁 建国以来依托于改革开放逐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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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人口数量红利机会窗口逐渐关小已是必然趋势袁 符合客

观规律但并不代表基于劳动力质量的人口红利也减弱遥 随着

我国经济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袁 数量型人口红利对我国

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每况愈下袁 以人口质量红利为切入点考察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具价值咱1-5暂遥 那么袁在此种

情况下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在近些年有无发生变化钥 其变化又

能给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何种影响钥 影响程度

又如何钥 我们又将通过何种手段来应对其带来的影响钥 对此袁
本文将利用 2012要2021 年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渊自治区冤的面

板数据袁通过实证研究探寻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上升与体育用

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袁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我国体育用

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袁加快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转型升级步伐遥
1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1.1 概念界定

野人口红利冶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David Bloom 与 Jeffrey
Williamson 在 1998 年提出的袁人口转变初期袁在高出生率和低

死亡率共同作用下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大袁较低的社会

抚养比为经济增长献上了一份人口大礼袁即野人口礼物冶渊De鄄
mographic Gift冤咱6暂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结构发生变化袁学者们逐

渐将研究视角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移到质量型人口红利上来遥
人口质量袁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尧科学文化素质及

思想素质袁反映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咱7暂遥 野人
口质量红利冶有关概念的提出要晚于野人口红利冶遥 通过对现有

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袁学者们多从教育尧健康等角度对野人口

质量红利冶进行概念界定遥 例如袁刘琦和郭剑雄通过人口受教

育程度对我国人口质量红利进行衡量咱8暂遥郑金花认为人口质量

红利是随着知识尧 技术等积累使人口素质得到提升并通过推

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助力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咱9暂遥 赵雨尧钟
水映等人认为人口质量最重要的体现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袁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其经济行为会出现一定差异咱10暂遥 詹韵

秋和王军用质量水平与利用效率 2 个方面对人口质量红利进

行界定袁 其中质量水平也可视为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教育与

健康水平咱11暂遥 原新与金牛等人认为我国人口数量结构优势逐

渐让步于以教育与健康人力资本为表征的人口质量优势咱4暂遥综
上所述袁结合实际研究情况袁本文将野人口质量红利冶定义为我

国人口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发展尧 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等带来的正向影响遥
1.2 文献回顾

野十四五冶规划提出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遥 而在某种程

度上袁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取决于劳动力人口质量咱12暂遥
然而袁我国目前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袁人口数量红利仍存袁
且人口质量红利相较数量红利其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遥 因

此袁近些年来我国与人口质量红利有关的针对性尧系统性研

究还较少袁现有的文献也多偏向于宏观层面的研究袁分析探

讨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袁并普遍认为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

展遥 例如袁郭剑雄认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应当借助人口量质转型

带来的要素结构升级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遥 通过物质资本深

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和开掘人口质量红利袁 未来中国经济仍然

可以实现持续的较高速的增长咱13暂遥杨成钢与闫东东利用1989要
2014 年各省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

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8.39%袁 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

断上升的趋势咱14暂遥 张同斌认为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与整体经济效率并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袁
野人力资本红利冶取代野人口红利冶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

源咱15暂遥 除此之外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也有少部分学者将研究视

角聚焦到产业尧制造业转型升级上来袁分析研究了人口质量

红利与其的关系遥 例如袁周正与毛瑞男认为在人口质量方面袁
高等教育就业人口与高技术装备制造业产值的增长之间存

在着高度的正线性相关关系咱16暂遥 田硕与赵佳静认为第二次人

口红利的到来将会提高我国劳动力质量和内涵袁人口质量得

到不断提高袁劳动力内涵的提升为企业技术发展和研发能力

的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袁准备和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将有

利于我国传统制造产业的再次发展咱17暂遥 杨成钢认为人口数量

红利的递减和质量红利的递增分别从数量和质量尧需求和供

给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产业转型咱18暂遥 宋强认为我国依靠人口

数量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拐点阶段袁需要改变人口结

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袁依靠核心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新兴

产业咱19暂遥 刘智勇等人认为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能提升产业生

产与创新效率并以此来促进产业升级咱20暂遥 综上所述袁现目前

学者们已从人口质量红利为切入视角研究了其与我国经济

发展尧产业或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袁并普遍认为人口质量

红利能起到正向推动作用遥 然而袁现目前尚缺乏以人口质量

红利视角分析探讨其与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相关关系的

研究袁但已有学者从动力机制尧价值链构建尧升级效果多方面

分析探讨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问题咱21-27暂袁
而上述研究多偏向理论层面的阐述袁少有涉及实证研究遥 基

于此袁本文以期从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切入袁为我国体育用品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证据遥
2 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演变趋势

在我国人口结构日益转变之下袁以教育尧健康等指标衡量

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増长的贡献愈发显著袁高质量的

人口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咱28暂遥为
进一步明晰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变化趋势袁 为实证研究与分

析讨论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袁 本文以 2005要2020 年为期限

渊以学者胡鞍钢所提出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渊2005要
2050冤咱29暂与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间 2020 年为分

析起始与截止时间能较好反映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变化趋势冤袁
借鉴杨成钢尧 黄凡等学者在反映人口质量红利的人口基础变

化时的指标选取渊通过人均预期寿命尧人均受教育年限尧高校

毛入学率等指标冤咱14袁30暂袁以人口受教育状况尧教育资源的增加尧
健康水平的提升尧 卫生健康资源的增加等指标来反映我国人

口质量红利的演变趋势遥
2.1 教育资源不断增加带来人口受教育状况持续

改善
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在人口受教

育状况的改善遥 一方面袁我国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袁2020 年我国

人口抽样调查检测显示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人数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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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袁相较 2005 年的 11.0%下降了约 7.8%遥 另一方面袁我
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袁据有关部门统计袁2005 年全国

普通小学在校生数尧普通初中在校生数尧普通高中在校生数

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分别为 10 864.1 万人尧6 214.9 万

人尧2 049.1 万人和 1 561.9 万人袁而截止 2020 年袁普通高中在

校生数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相较 2005 年分别提升了

21.7%和 110.4%袁相较之下袁普通小学在校生数与普通初中在

校生数则分别下降了 1.3%和 26.5%袁 说明我国人口受教育水

平正逐步向普通高中特别是普通高等教育以上学历层次迈

进遥 其次袁我国教育资源的逐年累积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上

升打下坚实基础袁2020 年末袁 全国教育经费为 53 033.9 亿元

相较 2005 年上涨了 84.1%曰 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数也相较

2005 年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上涨袁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

师数量上升比例最高袁为 47.3%袁其余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数

上涨幅度分别为 13.1%尧9.6%和 32.8%曰此外袁随着我国人口受

教育程度逐步向高等教育迈进袁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相比

2005 年增加约 34.6%遥 具体参见表 1遥

表 1 2005要2020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及教育资源变化

情况

注院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
下同遥
2.2 卫生健康资源不断增加带来人口健康水平持

续提升
随着我国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完善袁 卫生城镇与

健康城镇等医疗有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袁我国人口的身体

健康状况也实现了质性飞跃遥 2020 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约为 77.9 岁相较 2005 年增加约 5 岁曰2020 年全国监测地区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孕产妇死亡率相较 2005 年均实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袁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最高为 74.2译袁其余各

项死亡率分别下降了 71.6译尧66.7译和 64.6渊1/10 万冤遥 2020 年

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 72 175.0 亿元相较 2005 年提升约

88.0%袁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人员分别为 102.3 万个和 1 347.5
万人袁相较 2005 年分别提升 13.8%和 52.2%袁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随着政府尧社会以及居民个人不断提高对卫生健康

的重视程度从而极大推进了我国医疗健康发展水平遥 具体参

见表 2遥

表 2 2005要2020年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及卫生健康资源变

化情况

3 变量选取尧模型设定尧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遥 目前袁
学界对于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尚未得出一致和明确的结论袁
对于转型升级的测度也不尽相同遥 但是袁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袁
转型升级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 2 方面袁 一是体现在行业价

值链不断攀升的过程中或是在行业从传统型步入先进型的进

程中能够实现生产尧管理尧经营等环节上附加值的增加曰二是

表现为行业产品的外观尧种类尧质量以及制造技术等的变化袁
这类通常可以用新产品的营销和盈利情况来表示遥 根据国家

统计局官网所发布的计税原理来看袁野增值税额冶 是对企业在

生产尧运输尧营销等过程中其商品附加值实现增加而收取的流

转税袁与行业转型升级结果表象的描述大致相符遥因此袁鉴于数

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结合前期有关研究成果咱24袁31暂袁本文选用野增
值税额冶 作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替代指标进行

实证研究遥
3.1.2 解释变量

借鉴前期有关研究成果咱30袁32-33暂并结合本文具体研究情况袁
选用教育投资水平和健康投资水平两方面作为人口质量红利

上升的替代变量袁其中教育投资水平选用各省市渊自治区冤普
通高中在校学生数与普通高等学校渊专科尧本科尧研究生冤在校

学生数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袁 健康投资水平用各省市

渊自治区冤的执业渊助理冤医师总数来表示遥
3.1.3 控制变量

考虑到除教育与健康因素外袁 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还可能受到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遥 因此袁为使研究结果更

加科学和严谨袁 本文在重点研究人口质量红利上升这一因素

之外袁 还根据前期研究成果选取了以下指标作为本文的控制

变量咱31袁34-35暂遥 1冤城镇化水平袁以各省市渊自治区冤的城镇人口在

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表示遥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进一步

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袁 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

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袁使其由传统型企业逐渐转为高水平尧高产

值的先进型产业遥 2冤基础设施建设袁选用各省市渊自治区冤的公

路里程来衡量遥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物流和

文盲率/%

普通小学在校生数/万人

普通初中在校生数/万人

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万人

教育经费/亿元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万人

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数/万人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数/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11.0

10 864.1

6 214.9

2 049.1

1 561.8

8 418.8

559.2

349.2

129.9

96.6

1 792.0

指标 2005 年

3.2

10 725.4

4 914.1

2 494.5

3 285.3

53 033.9

643.4

386.1

193.3

183.3

2 738.0

2020 年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

新生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卫生总费用/亿元

医疗卫生机构数/万个

卫生人员数/万人

72.9

13.2

19.0

22.5

47.7

8 659.9

88.2

644.7

指标 2005 年

77.9

3.4

5.4

7.5

16.9

72 175.0

102.3

1 347.5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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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环境袁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袁有利于带动其产业结构实现

优化升级遥 3冤技术创新袁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发展状况通常能

通过该国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予以体现遥 但是袁鉴于专利授权

过程中包含诸多不稳定因素袁 对于技术进步的反映具有一定

滞后性遥 因此袁本文最终选用各省市渊自治区冤专利申请受理数

量代替技术创新进行测度遥 4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袁在与制

造业众多相关联的行业中袁 生产性服务业与其适配度相对较

高袁 而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所蕴含的多个领域内金融保险业

与制造业有着紧密联系咱36暂袁同时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袁本文拟

采用各省市渊自治区冤野原保险费收入冶代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遥
3.2 模型设定

综合被解释变量尧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选取情况袁拟采

用如下模型进行基准回归院
= 1 + 2 +移 =

=1 + +
上式中袁 为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 省份 时

期的野增值税额冶袁 为 省份 时期的教育投资水平袁 表

示 省份 时期的健康投资水平渊 与 为本文的核心解

释变量冤袁 为所有控制变量的合集袁 y 与 p 分别代表地区虚

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渊用于控制不同省份和时间对回归结

果可能带来的影响冤袁 为随机误差项袁 1尧 2尧 m尧 p尧 y 分别

为相应变量的解释系数遥 这里袁本文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教

育投资与健康投资 尧 的系数 1 与 2遥
3.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 2012要2021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渊自治区冤的
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遥 原因在于质量型人口红

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010 年左右逐渐赶超数量型人

口红利并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咱14暂袁另一方面袁最新一期人口普

查数据表明袁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袁人口素质有

着明显改善咱1暂遥 解释变量尧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原始数

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尧 历次人口普查尧叶中国统计年

鉴曳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尧EPS 数据库等遥 此外袁利用线性插值

法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补全袁同时袁为了减轻可能出现的异方

差问题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袁 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后再进

行基准估计遥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研究模型选用的是固定地区与时间的双重固定效应

模型袁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遥 就解释变量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

型升级影响的情况而言袁 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的估

计系数分别为 7.322 和 1.595袁 且都在 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

检验袁具体结果见列渊1冤遥 从列渊2冤来看袁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后袁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袁且依

旧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袁 调整后的 2 随着控制变

量的增加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遥 因此袁从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来

看袁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袁人口质量红利上升都能显著推动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遥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注院 括号内为标准误袁***尧**尧* 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

水平上显著袁下同遥
就各控制变量而言袁 城镇化水平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影响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遥 城镇化可通过提

升产业集聚度尧资源利用率等途径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咱37暂遥 结合

本文研究情况分析认为院 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亟待转

型的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来讲袁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袁大量

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袁 其本人及子女接受到的

健康和教育水平相较农村有着质的飞跃袁其整体野质量冶得以

进一步提升袁 这能使其在工作性质由农村生产向制造业等企

业岗位转移过程中袁 有条件与能力满足企业转型升级对较高

野质量冶员工的需求遥 与此同时在城市丰富的物质资本加持下

和现有的野高质量冶人才带领下其也能快速融入到体育用品制

造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袁助力企业不断完善产品生产尧产品销

售和物流分销等环节袁 并由此加速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遥 基础设施建设也在 10%水平上显著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袁 说明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体育用

品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流动袁减少各企业之间交流的阻力袁降低

生产运输成本以及市场营销的成本袁 从而带动我国体育用品

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遥技术创新也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袁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则是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袁其对我

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袁这与谈燕等

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咱31暂遥在已有研究对技术创新影响体育用品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分析讨论基础上袁笔者认为其原因还可能是

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袁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较低袁为充分利用人

口众多的优势袁各制造业中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袁体育用品

制造业也隶属其中袁此类企业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较低袁更多是

依靠人口数量与廉价劳动力去生产加工些许简单的产品袁也正

因如此我国也有了野世界加工厂冶的称号遥随着我国人口质量红

利的不断积累袁科技水平的日益增强袁各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

需求逐渐降低袁而具有创新性的野高质量冶人才成为各产业向知

识尧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过程中的野香饽饽冶袁这类人才对于亟

待转型的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来讲袁 有助于产出科技感更高尧

lnEi

lnHi

lnUr

lnPn

lnIc

lnPoSl

_cons

N
adj. 2

7.322***

渊10.74冤
1.595***

渊12.14冤

28.86***

渊10.87冤
310

0.92

被解释变量 渊1冤
4.793***

渊5.38冤
1.095***

渊7.54冤
0.503*

渊2.28冤
0.063 1*

渊2.05冤
0.306*

渊2.33冤
0.243**

渊3.30冤
18.44***

渊4.98冤
310

0.89

渊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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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更好尧外型更美观袁功能更完善尧更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

物质生活需求的体育用品袁 除此之外还进一步降低了生产尧加
工尧运输等成本袁并以此助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转型升

级遥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

果来看袁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逐渐从配套向

发展引领的方向转变袁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重要性已不可

同日而语袁而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上升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袁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配套体系袁 提升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的质量袁
降低企业生产服务经营成本袁以此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袁同时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为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尧多元化发展提

供动力袁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遥
4.2 滞后效应检验

考虑到人口质量红利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可能具有滞后效应袁 即前期的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

可能也会对当期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袁 故本文

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与两期处理再进回归检验袁 具体结

果见表 4遥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结果表明院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袁教育与健康投资水平都在 1%水平上正向影响我国体育用

品制造业转型升级遥 滞后两期解释变量结果表明院加入控制变

量前教育与健康投资水平都在 1%水平上正向影响我国体育

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袁 加入控制变量后教育投资水平的影响

显著性仍为 1%袁 而健康投资水平的影响显著性降低到 10%袁
影响估计系数也大幅下降遥 从基准回归结果同滞后一期与两

期解释变量后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院就教育投资水平而言袁滞
后两期解释变量后其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估计

系数最高袁且呈递增趋势曰就健康投资水平而言袁滞后两期解

释变量后其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不管是影响程度还是

估计系数都最低袁且呈逆向递增趋势遥 综上所述袁回归结果不

仅证实了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

滞后效应袁 同时反映出教育投资水平对于体育用品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会更加显著袁 而健康投

资水平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则与之相反遥 这可

能是因为近年随着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要2020 年冤曳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等教育与健康

政策的出台袁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于健康与教育的投资袁人口

健康与教育水平得以逐年提升袁 青少年自出生以来就有良好

的健康与教育环境予以支撑使其具有较高的 野基础质量冶袁得
以为我国持续输出野高质量冶人才袁而已有的高质量型人才在

不断提升的健康与教育资源助力下其个人野质量冶也在逐年上

升袁 使得从教育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会随

着时间推移其效果更加明显遥 然而袁就健康投资层面而言袁即
使健康投资在逐年增加袁我国人均寿命也大幅上升袁但对于个

人健康层面而言袁野生老病死冶等因素在所难免袁这可能导致随

着时间的推移袁某些野高质量冶人才应健康问题对体育用品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贡献逐渐降低袁而新一批野高质量冶人口的成

才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弥补失去的贡献率袁 这也解释了为何

健康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明显低于教

育投资遥 但是从整体层面来讲袁不管是否考虑滞后效应袁以教

育与健康投资水平为代表的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对我国体育用

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均是正向显著的遥

表 4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4.3 地区异质性检验

随着当今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袁 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从纵

向的时间维度来看虽呈逐年累积之势曰但是袁从横向的空间维

度来看袁 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地

区涨幅不均衡的现象咱1暂遥已有研究认为我国西部地区人口整体

发展水平较低袁相较中东部地区人口质量较为落后咱38-39暂遥 因

此袁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西部地区较中东部地区在人口质量红

利上升层面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是否

具有差异袁 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区

域异质性检验遥
表 5 地区异质性检验检验结果

如表 5 结果所示袁加入控制变量之前袁我国中东部与西部

地区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虽然都在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袁但影响估计系数西部地区要低于中东部地区遥 加入控制

lnEi

lnHi

lnUr

lnPn

lnIc

lnPoSl

_cons

N
adj. 2

13.79***

渊1.19冤
1.12***

渊0.17冤

52.96***

渊4.52冤
270

0.93

8.91***

渊1.22冤
0.57***

渊0.14冤
1.51***

渊0.21冤
0.05

渊0.03冤
0.28*

渊0.11冤
0.20**

渊0.06冤
34.98***

渊4.82冤
270

0.91

29.34***

渊10.74冤
0.80***

渊0.17冤

109.01***

渊8.31冤
240

0.89

18.68***

渊5.38冤
0.34*

渊0.14冤
1.62***

渊0.22冤
0.04

渊0.03冤
0.16

渊0.10冤
0.23***

渊0.06冤
70.25***

渊8.45冤
240

0.90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滞后两期解释变量

lnEi

lnHi

lnUr

lnPn

lnIc

lnPoSl

_cons

N
adj. 2

6.879***

渊6.25冤
1.599***

渊8.26冤

26.18***

渊6.16冤
120

0.96

3.960*

渊1.77冤
0.553**

渊2.00冤
2.022***

渊4.17冤
-0.040 2

渊-0.88冤
0.572*

渊2.28冤
0.177

渊0.65冤
17.42
渊1.91冤

120
0.93

7.605***

渊8.28冤
1.592***

渊8.36冤

30.75***

渊8.65冤
190

0.97

3.798***

渊3.55冤
1.221***

渊6.97冤
0.354

渊1.25冤
0.160***

渊3.71冤
0.307

渊1.89冤
0.265***

渊3.64冤
14.36**

渊3.27冤
190

0.92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西部 中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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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后袁中东部地区仍在 1%水平上显著性袁而西部地区教育

投资与健康投资则分别只在 10%与 5%水平上显著袁表明西部

地区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正

向影响要低于中东部地区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西部地

区人口质量与中东部地区存在差距遥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袁 其地区企业在管

理尧资金尧技术等方面相较中东部等企业也难以占优袁导致西

部地区企业无法稳固和吸引野高质量冶人才的融入曰另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地理环境相对野恶劣冶袁各级政府对于教

育尧健康的投资开展难度高于中东部遥 此外相较中东部地区袁
我国西部地广人稀袁人口高密度集中地区较少袁人口分布不均

衡袁导致教育与健康资源难以实现均衡配置袁由此造成西部地

区较中东部地区存在人口质量红利差距袁 对于体育用品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优势程度也低于中东部地区遥
4.4 稳健性检验

一是替换解释变量遥 考虑到解释变量选择的单一性等问

题可能对回归结果稳健性带来影响袁因此袁在借鉴前期研究的

基础上对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的指标选取进行了替

换咱30袁34暂遥 本文将采用各省市渊自治区冤6 岁及以上高中学历人数

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的总数和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来替换教育投资水平和健康投资水平遥 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

归结果如表 6 列渊11冤列渊12冤所示遥 从列渊11冤来看袁替换了解释

变量后的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仍在 1%水平上正向

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遥 从列渊12冤来看袁在纳入

控制变量后袁 所有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

业产生正向影响遥二是缩尾处理遥缩尾处理能够有效地提高模

型的预测能力和可解释性袁减少模型的误差和偏差袁从而提升

结果的稳健性遥因此袁对变量均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遥缩尾处

理后教育投资水平与健康投资水平的估计系数略有变动袁但
都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具体结果见表 6 列渊13冤列
渊14冤遥 因此袁 在对变量进行了替换解释变量与缩尾处理检验

后袁所有估计结果仍是可靠的遥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以我国人口质量红利逐年攀升为现实依据袁 实证检验了

其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关系遥 研究发现院1冤无论

是否考虑控制变量袁 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水平均能正向推动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袁 各控制变量也在不同程度上

显著正向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袁 表明我国人

口质量红利上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

用遥 2冤滞后效应检验发现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对我国体育用品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遥 3冤地区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袁加入控制变量前袁中东部地区其教育投

资与健康投资水平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

果要优于西部地区曰加入控制变量后袁其影响效果的差异性更

加显著袁 表明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上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会应地区位置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遥
5.2 建议

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上升打开的机会窗口袁 加速我国

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遥 就健康层面而言袁各部门应认真贯

彻落实叶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曳袁积极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袁提升医疗服务与管理质量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遥 企业应

提升对员工健康的重视程度袁 加强健康知识宣传与普及并结

合企业条件为员工提供体检等健康监测服务遥 个人应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袁在企业引领下结合自身情况定期进行健身锻炼袁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此提升自身健康水平袁 从而全方位提

升我国人口健康水平遥 就教育层面而言袁新中国成立至今袁我
国教育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袁 但相较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教

育水平上仍有差距遥 因此袁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

部署的教育方针袁走好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袁构建全

方位尧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袁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水平袁加大

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袁 用高质量的教育成果带动教育

的全面发展和深化袁 以教育的横向普及与纵向深化持续提高

劳动者教育素质遥 除此之外袁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应成为重点关

注的方向袁 以理论和实践层面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全方位助力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遥
充分利用城镇化尧 基础设施建设等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遥 首先袁政府部门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袁以城镇化带动体育用品制造业

转型袁 同时还应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相应财政补贴和知识产

权保护袁鼓励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袁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注入野强心针冶遥 其次袁企业应以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方案曳为指引袁提高向高新技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转型的重

视程度袁大力培养创新性技术人才袁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

项行动袁提升企业与个人的科技创新水平袁助力体育用品制造

业由传统企业向高端尧先进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遥 最后袁各
部门还应贯彻落实国家对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袁 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行业整体业

务水平袁 培养与打造体育用品制造业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优

秀人才和团队袁通过对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的优化袁向社会供

给大量优质体育服务来促进生产服务与体育用品制造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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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咱40暂袁从而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有力贡献遥
西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因地制宜袁 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袁找准适合自身的转型升级道路遥 西部地区袁尤其是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在扎实推进城镇化尧 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更应结合自身情况野对症下药冶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

上升带来的积极效应袁 从教育与健康层面入手加速传统体育

用品制造业向先进新兴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转型遥 在教育方

面袁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袁修建现代化的学校和教育设施袁
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袁 使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更优

质的教育袁提升其综合素质和竞争力袁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

多技能人才遥 医疗方面袁加大卫生健康知识宣传力度与医疗健

康资源的投入袁培养更多优质医疗人才与团队袁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为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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