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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 200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

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

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

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

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

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 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

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

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

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

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

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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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伴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以及医疗卫生技术提升，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深化，可以预见，作为 21 世纪重要的人口趋势特征，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几

十年影响几乎所有国家。中国自 200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1－2］，“十四五”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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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劳动力老化成为人口老

龄化进程的客观必然，美国 55—64 岁劳动力占比在过去 20 年间增加了约 1 /3，加拿大 55 岁

及以上劳动力占比在 2021 年已超过 1 /4，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正面临着严峻的劳

动力老化问题。中国劳动力老化虽然起步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不断加剧。数据表明，

早在 1990 年左右，我国劳动力老化趋势就已经呈现，其中，一些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的省份劳动力老化程度相对严重，201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15 年劳动年

龄人口占比开始呈下降趋势，2020 年 15—44 岁年轻劳动力比例也开始下降，劳动力老化已

成必然并日益严峻，未来我国劳动力老化趋势仍将持续并迅速发展［3－4］。

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国

外研究已开始关注劳动力老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就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而言，已

有研究从微观、宏观等不同层面展开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然而，由于劳动生产率度量方法、

不同队列人群能力以及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经济部门、个体职位等存在的差异，研究结论并不

一致［5－6］。大部分研究认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原因包括劳动力老化

导致的身体素质降低、学习创新能力下降、技能贬值等［7－8］; 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老化带来

的工作经验积累、社会资本提升与资本劳动比上升抵消了年龄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9－12］;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线性关

系，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受不同队列人群间的可替代性等因素影响而有所

差异［13－16］。

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我国劳动生产率的

地区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结论并

不一致，对于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分析尚不深入。基于此，本研究将在文

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长差分回归模型，结合工具

变量法，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考察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机理，旨在探究应对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可行公共政策，并基于研究发现进行针对

性的政策讨论。

本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不同于已有研究中的发达国家样本证据，笔者给出了作为发

展中大国的中国经验，丰富和拓展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结论的适用性。第二，

区别于已有研究中的国别数据、省际数据分析，本研究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劳动力老化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现有研究的数据深度，有效识别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

率影响的省级以下单元，即城市之间的差异性。第三，使用中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口政

策调整导致的生育率变动、出生人口数量作为劳动力老化的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更加准

确识别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四，在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基础

上，进一步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识别了作用机制，探究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 文献综述

人口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这在自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模型至索罗经济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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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再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发展历程中均得到充分体现［17］，然而，经济理论对人口要

素的思考在较长时间内集中于人口增长率或劳动力增长率方面，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相对被

忽视了。随着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社会影响也受到学

界越来越多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宏观等方面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其中微观层面是基础，集中考察了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特征，估计了 “年龄—

劳动生产率”曲线。有研究发现，个体一生的劳动生产率受其健康状况、知识贬值和工作

经验积累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动，个体劳动生产率既可能因为工作经验的增长而提升［10］，

也可能因为技能储备的下降、新技术的普及等而下降［18］; 也有研究指出，“年龄—劳动生产

率”曲线呈倒“U”型，且倒“U”型的顶点在不同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19］; 还有研究认

为，年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二者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其在不同行业、

不同群体间呈现着不同特征［20－21］。

如果劳动生产率确实是针对年龄的，那么劳动力老化必将对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

差异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同队列人群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那么人口年龄

结构变动、劳动力老化必然带来宏观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已有文献也考察了这一宏观影

响。首先，部分研究认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11－12］，但就正向影响的

具体年龄阶段而言，结论却存在一定差异: 有学者基于美国数据的分析显示，35—64 岁中

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2］; 也有学者利用 OECD 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年

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50—64 岁老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7］。其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渐将

人口年龄结构纳入经济增长方程进行考察，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相关

问题的讨论［6］。最新研究显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且这一结论

在基于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国内、国际数据的分析中都得到了初步印证，研究认为，劳

动力老化每提升一个单位，劳动生产率将降低 0. 106%—0. 479%［5］。最后，还有研究认为，

老动力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必然下降［14］，二者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异质性，例如一

项基于奥地利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显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在服务业普遍

存在，但在工业和建筑业并不显著［22］。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要素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已有文献经历了聚焦于人口数量到人口

年龄结构再到劳动力老化的演变历程，研究数据也逐渐从截面数据转向面板数据，研究视角

既有微观考察，也有宏观分析。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现有文献对劳动

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大多聚焦于发达国家，且已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第二，已

有研究大多基于国别数据、省际数据进行分析，缺少数据层面的进一步拓展，无法识别省级

以下的各地区劳动力老化差异性及其影响效应。中国地域辽阔，城市之间劳动力年龄分布差

异较大，缺少城市层面数据的分析将无法有效捕捉城市间的差异性作用。第三，已有研究，

尤其是国内研究对劳动力老化的劳动生产率影响因果效应探究不足，尚未全面梳理劳动力老

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无法有效解答劳动力老化应对策略等一些关键性问题。
2. 理论假设

文献综述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进入 21 世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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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老

化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就具体年龄阶段而言结论仍存在一定差异性［23－24］。其次，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能带来单位劳动力比例的下

降，并进一步负向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4］，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8，25－26］，同时这一消极

影响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27－28］。再次，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呈非线性特征，一方面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显示，在不同劳动力替代弹性下，劳动力老化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化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29］; 另一方面，已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

现，劳动力老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 “U”型［30］。最后，还有部分学者具体考察了

流动人口、农民工、农民等特定群体的 “年龄—劳动生产率”曲线，探究了特定群体劳动

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关系［31－33］。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一: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总供给视角，劳动生产率由产出和人员两方面决定，进一步，根据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产出又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因此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是考察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机理的重要方面，已有研究也发现，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

影响的主要作用渠道为全要素生产率［30］; 同时，总需求视角下，经济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

投资、政府等部分，因此劳动力老化也可能通过影响经济部门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已有研究

显示，劳动力老化可以通过消费、储蓄和投资等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25］。基于此，提出研

究假设。

假设二: 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

政府公共政策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通常分为规制手段、经济手段

和宣传教育手段三种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大多是通过公共政策来

实现的，作为政府治理的一个主要方式，公共政策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公共政策也

是应对劳动力老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已有研究发现，健康条件与人力资本积累、劳动

力市场灵活性、税收楔子和创新等相关公共政策可以减弱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

响［34］。因此，要实施推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统一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老年

劳动力教育培训、加速科技进步、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等相关公共政策［4，28］。基于此，提出

研究假设。

假设三: 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

率的消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了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后共获得 296 个城市的 856 个观测值用于回归

分析，被剔除的地级市样本行政单位多为“地区”、“盟”，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口规

模上相对全国平均值而言均较小，不会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此外，为了验证劳动力老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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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界定的合理性，笔者还进一步匹配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微观数据的各年龄段劳

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
2. 变量测度

( 1) 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劳动生产率。本研究着眼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借鉴已有研

究［5］，劳动生产率用实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进行测度，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其中，

实际生产总值以 2000 年作为基期，利用价格平减指数进行换算; 就业人员用各城市单位从

业人员数加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进行衡量。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

用各行业人口合计、在岗职工平均人数来测量就业人员，同时，本研究也在全市实际生产总

值的基础上使用了市辖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并基于实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的多口径组合重

新定义劳动生产率，以最大程度降低城市层面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口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
( 2) 解释变量为劳动力老化。本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聚焦于劳动力老化的变动，以更

准确地反映劳动力老化水平变动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变动。借鉴已有研究［28］，以劳动年

龄人口老化程度反映劳动力老化程度，将劳动力老化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中 45 岁及以上劳

动力占比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以 45—64 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之比衡量劳动力老化水

平; 同时，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使用 45—59 岁人口占 15—59 岁人口的比重重新测

度劳动力老化水平; 此外，在使用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程度测度劳动力老化变量的基础上，笔

者还进一步结合 CGSS 微观调查数据的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指标，旨在更准确

地界定劳动力老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①。
(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34－35］，模型中还加入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人力资

本、产业结构和交通通达度五个控制变量。老年抚养比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15—64 岁

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少儿抚养比为 14 岁及以下少儿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人力资本

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度量，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例进行衡量，交通通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生产率 ( 元 /人) 0. 453 0. 635 －1. 811 3. 436
劳动力老化 ( %) 9. 119 4. 313 －5. 993 20. 582
老年抚养比 ( %) 15. 313 6. 714 1. 370 41. 076
少儿抚养比 ( %) 29. 191 9. 866 9. 389 71. 184
人力资本 ( 年) 8. 310 1. 090 2. 703 11. 710
产业结构 ( %) 105. 679 62. 937 9. 476 592. 881
交通通达度 ( 平方米 /人) 3. 347 19. 081 －409. 042 31. 950

达度使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进行反映。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3. 模型设定

本研究使用长差分模型

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具体设定如下:

ΔYcτ = θ2 + θ2ΔWcτ + αXc + βp + εcτ ( 1)

其中，c 为城市，τ 为时间间隔，ΔYcτ表示 τ 时期 c 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ΔWcτ表示 τ
时期 c 地区劳动力老化的变动，Xcτ表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交通通达度，βp 为地区固定效应，εcτ为随机扰动项。θ2 为本研究关

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反映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

·83·

① 需要说明的是，受 CGSS 数据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仅将考虑了劳动参与率的劳动力老化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回归后发
现，回归结果与前面的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使用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程度测度劳动力老化变量的合理
性，也说明了本研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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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 2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劳动力老化 －0. 047＊＊＊ －0. 039＊＊＊ －0. 022＊＊＊ －0. 015*

( 0. 007) ( 0. 007) ( 0. 008) ( 0. 008)

老年抚养比 －0. 019 －0. 036＊＊＊

( 0. 012) ( 0. 011)

少儿抚养比 0. 015＊＊＊ 0. 012＊＊

( 0. 006) ( 0. 006)

人力资本 0. 807＊＊ 1. 112＊＊＊

( 0. 360) ( 0. 345)

人力资本的平方 －0. 052＊＊＊ －0. 070＊＊＊

( 0. 020) ( 0. 019)

产业结构 0. 002＊＊ 0. 002＊＊＊

( 0. 001) ( 0. 001)

交通通达度 －0. 003＊＊＊ －0. 003＊＊＊

( 0. 001) ( 0. 00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44 508 544 508
Ｒ2 0. 169 0. 188 0. 259 0. 281

注: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和图 1 展示了劳动力老化对

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

表 2 模型 1 加入劳动力老化变量与省

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

老化显著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模型 2

和 3 依次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结

果表明，劳动力老化仍显著降低了劳

动生产率; 模型 4 加入劳动力老化变

量与全部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

了省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仍保持不

变，具体而言，劳动力老化每提升一

个 单 位，劳 动 生 产 率 降 低 约 1. 5%
( 见图 1) 。以上发现印证了新近的研

究结论，即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

负相关; 同时，本研究中劳动力老化

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系数的估计边际值也位于已有研究给出的区间范围内，研究发现较为

合理［8，14］。

图 1 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2.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内

生性问题处理

表 2 的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内 生 性 问

题。一是因为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

间存在一定反向因果关系，即某一年龄劳

动人群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不仅取决

于这一群体的数量，而且与其劳动参与率

密切相关，这将直接受到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 二是因为模型中也存在一定遗漏变量

与测量误差问题。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

基于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 “晚、稀、少”

政策和 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外

生冲击，使用 1970 年至 1980 年、1980 年

至 1990 年的生育率变动作为本研究中劳动力老化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 1) 、
( 2) 列和图 2 所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中，工具变量与劳动力老化显著正相关，且 F 统计

量也超过了文献常用标准，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与表 2 回归

模型相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但回归系数显著提高，表明劳动力老化确实降

低了劳动生产率。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使用出生人口数量作为劳动力老化的工具变量，回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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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1 工具变量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劳动力老化 －0. 068＊＊＊ －0. 065＊＊＊

( 0. 014) ( 0. 016)

工具变量 0. 282＊＊＊ 11. 761＊＊＊

( 0. 017) ( 0. 95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08 508 508 508
Ｒ2 0. 665 0. 215 0. 645 0. 223

注: 控制变量如表 2，下同。

归结果如表 3 第 ( 3) 、 ( 4) 列和图 2

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二阶段的回

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进一步说明劳

动力老化确实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 见

图 2) 。以上发现与艾亚尔 ( Aiyar )

等的研究结论［34］基本保持一致。
3.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

响的稳健性检验

表 4 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

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首先，为了

图 2 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资料来源: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验证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控制了省份

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考察同一省份

内各地级市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

性，表 4 第 ( 1) 列为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

负向影响仍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

其次，为了检验自变量设置的稳健

性，使用 45—59 岁人口占 15—59 岁

人口比重重新测度劳动力老化水平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 4 第 ( 2) 列所示，

可以发现，劳动力老化仍显著降低了

劳动生产率; 同时，在使用劳动年龄

人口老化程度测度劳动力老化变量的

基础上，我们还结合 CGSS 微观数据
的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指标，准确界定劳动力老化变量后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结果仍保持不变 ( 详见表 4 第 ( 3) 列) 。再次，为了检验因变量设置的稳健性，在使用各

城市单位从业人员数加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衡量就业人员的基础上，进一步

使用各行业人口合计、在岗职工平均人数测量就业人员，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同时，又将全

市实际生产总值替换为市辖区实际生产总值，并结合就业人数界定的三种口径，重新计算劳

动生产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仍在统计水平上显著①。
此外，进一步剔除了直辖市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表 4 第 ( 4) 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可以发

现，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仍保持不变。最后，为了排除高等教育改革、科技创新

政策的影响，加入高等学校人数占比、财政科学事业费投入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第 ( 5) 、
( 6) 列所示，发现在控制高等教育改革、科技创新政策后，结论与前述回归结果仍保持一

致。综合以上几方面，可以认为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04·
① 受篇幅所限，检验因变量设置稳健性的五个实证分析结果未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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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 1)

模型设定

( 2)

变量设置 1
( 3)

变量设置 2
( 4)

安慰剂

( 5)

排除其他政策 1
( 6)

排除其他政策 2

劳动力老化 －0. 065＊＊＊ －0. 068＊＊＊ －0. 045＊＊＊ －0. 065＊＊＊ －0. 066＊＊＊ －0. 057＊＊＊

( 0. 022) ( 0. 018) ( 0. 017) ( 0. 017) ( 0. 017) ( 0. 01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08 508 423 500 506 502

Ｒ2 0. 223 0. 175 0. 242 0. 221 0. 235 0. 238

五、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力生产率的机制分析与公共政策探讨

1.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分析

表 5 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劳动就业 技术进步 资本深化

劳动力老化 －0. 060＊＊＊ －0. 517＊＊＊ 0. 256
( 0. 015) ( 0. 042) ( 0. 2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509 509 258
Ｒ2 0. 530 0. 382 0. 059

参考已有研究［6，34］，基于总供

给视角，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从要

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层面考察劳

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作用

机制，其中，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就

业和资本深化两个方面。具体而

言，劳动就业为就业人员的对数

图 3 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值，使用各城市单位从业人员数加

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

和进行衡量; 资本深化使用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在岗职工平均

人数的比值进行测度，并进行对数

化处理，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利用 GDP 价格平减指数进行

了换算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技

术进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

度，基于增长会计法进行衡量。估

计结果如表 5 和图 3 所示。研究结

果发现，劳动力老化对劳动就业、

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力老

化对劳动就业、技术进步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以此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这与艾亚尔等基于欧

洲各国数据分析发现的 TFP 影响机制结论［34］相吻合。
2. 公共政策、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劳动力老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公共政策应如何应对这一消极影响呢? 下面将从劳

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两方面考察应对劳动力老化的劳动生产率负向影响的可行之策。

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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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Ycτ = θ1 + θ2ΔWcτ + θ3ΔPcτ + θ4ΔWcτ* ΔPcτ + αXcτ + βcp + εcτ ( 2)

其中，Pcτ为公共政策变量，包括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两个方面。θ4 是需要关

注的交互项系数，可以反映公共政策是否降低了劳动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即显示

公共政策是否可以消除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障碍，以使其更好地应对外部不利冲击。其中，劳

动技能变量一般难以精准界定，因此已有研究通常使用教育、工资等代理变量进行衡量［36］，

借鉴已有研究，同时考虑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城市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非文盲

率反映劳动者技能，考察劳动技能提升这一公共政策的调节效应; 公共财政投入使用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市人均公共财政投入占 GDP 比重进行衡量。
( 1) 劳动技能提升。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为劳动者年龄

增长带来的劳动技能下降，这既包括身心健康带来的劳动者精力降低，也包括劳动者知识技

能及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下降［7，11］，因此，提升劳动者技能是调节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负

向影响的一个可能路径。表 6 在前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者技能变量，以考察这一公

共政策的作用效果。回归结果显示，劳动技能与劳动力老化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 5%统计

水平上显著，说明劳动技能提升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

( 见图 4) 。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机制，按照样本所属地区、城市级别分组进行回归①

( 见表 6) ，可以发现，劳动力老化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显著降低，但对东部地区作用

并不显著; 劳动力老化对二线及以下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显著，但对一线城市作用不

显著。一般而言，东部地区、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较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更高，

劳动者技能也相应较高，因而其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低，一定意义上说明

了劳动技能提升这一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这与已有研究基于定性分析提出的加强老年劳动力

教育培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等相关政策保持一致［8］。

表 6 公共政策、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技能提升

( 1) ( 2)

( 3)

东部城市

( 4)

中西部城市

( 5)

一线城市

( 6) 二线及

以下城市

公共财政投入

( 7) ( 8)

劳动力老化 －0. 015* －0. 044＊＊＊ 0. 008 －0. 029＊＊＊ 0. 023 －0. 016* －0. 017＊＊ －0. 038＊＊＊

( 0. 008) ( 0. 015) ( 0. 013) ( 0. 010) ( 0. 064) ( 0. 009) ( 0. 008) ( 0. 013)

公共政策 0. 198 －0. 301 1. 320＊＊＊ 0. 300

( 0. 525) ( 0. 593) ( 0. 411) ( 0. 703)

交互项 0. 090＊＊ 0. 116*

( 0. 038) ( 0. 06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2 522 183 322 33 475 487 522

Ｒ2 0. 280 0. 289 0. 287 0. 281 0. 684 0. 283 0. 309 0. 300

( 2) 公共财政投入。研究发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对应对劳动力老化具

有重要作用，而公共财政投入增加可以有效满足劳动力老化带来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

面公共产品需求增长［37－38］，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24·

① 按所属地区分组: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属于东部地区，其他城市属于
中西部地区。按城市级别分组: 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 15 个新一线城市 ( 成都、重庆、杭州、武汉、
西安、郑州、青岛、长沙、天津、苏州、南京、东莞、沈阳、合肥、佛山) ，其他为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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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共政策、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

回归结果 ( 一)

资料来源: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因此，公共财政投入也是应对劳动力老

化的劳动生产率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之

一。图 5 和表 6 加入公共财政投入调节

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交互项回归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当劳动力老化

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公共财政投入

政策将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障碍减少，

有助于减弱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

消极影响 ( 见图 5) 。

六、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人口

因素均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

人口发展新格局下，劳动力老化将使得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

图 5 公共政策、劳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

回归结果 ( 二)

资料来源: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新机遇，因此，如何应对劳动力老化既

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决定

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

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城市统计数

据，构建 2000—2020 年中国城市 面 板

数据，运用长差分模型考察劳动力老化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得 到 如 下 研 究

结论。

第一，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

生了消极影响，劳动力老化显著降低了

劳动生产率。在长差分模型考察的基础

上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

题处理，发现该结论仍然成立，验证了

已有研究中的相关结论［5］。第二，对劳

动力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制进行分

析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丰富了已

有研究结论。第三，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显著降低了劳动老化对劳动生

产率的消极影响，显示积极的公共政策可以有效应对劳动力老化的现实挑战，以定量研究方

式给出了应对劳动力老化的可行之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凸显，因

此，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还要关注劳动力老化问题，超前化解劳动力老化引发

的风险不仅迫切，还有着重要意义。要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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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通过建立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群众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并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缓解其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还要通过实施教

育宣传等相关配套支持措施，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2］，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从源

头上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8］。

其次，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是应对劳动力老化消极影响的重要手段，结合前述研究发

现，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劳动技能提升对克服劳动力老化的劳动生产率消极影

响具有直接作用，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同时，应探索有效的延迟退休路径以充

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本作用［8，27，30］，此外，劳动者技能水平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要结合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大力改善劳动者健康人力资本，促进劳动技能提升。二是公共财政投入是

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可以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保障

教育、健康、社保等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质量，改善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最后，研究结论也显示出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在具体实

施劳动力老化相关政策时，要注重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以

提升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这成为后续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第一，受关键

指标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仅包括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

数据，在数据时间期限上存在一定不足。第二，本研究基于宏观数据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但未来在劳动力老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测度质量上仍需进一步提升。第

三，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今后仍需从多个视角作出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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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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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in 2000，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also continued to deepen． As a basic ele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the aging of labor force

has faced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from 2000 to 2020，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ging of labor force on labor productivity by using a long difference model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ing of labor force an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after examin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aging of labor force on labor productivity from the aspects of factor inpu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it finds that the aging of labor force has an effect on labor productivity

mainly through affec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bor employment． In addition，public

policies such as labor skills improvement and public financial invest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ging of labor force on labor productivity． Finally，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is issu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ttention to

the fertility issue． Meanwhile，we need to formulate specialized and effective public policies

from aspects such as labor skills improvement and public financial investment，and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ilting relevant policies towards specific areas

such a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second-tier cities and below．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helpful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ing of labor force，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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