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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9—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对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第一,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结果十分稳健。第二,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需求结构调整是来

华留学研究生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间接渠道。据此建议: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扩大来华留学研

究生规模;严格招生标准,着力提升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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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重要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便是构建现代产业结构体

系,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近三十

年来,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尤其是第三产业占

比逐年增加。
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要素禀赋的优化配置,

其与人力资本质量密切相关[2]。随着中国对外开放

水平的提升,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中国目前已

经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生接收国[3];与此

同时,来华留学生的结构、比例也在持续优化。根据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的数据,学历留学生占比从

1999年的39.48%波动上涨至2018年的52.44%;
在学历留学生中,留学研究生占比从1999年的25.
23%波动上涨至2017年的31.36%。来华留学研

究生教育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

正相关关系。
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及实证角度探寻来华留学

研究生教育与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

其影响机制,对于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提升来

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大量国内外研究分析了留学生教育对生源接收

国的经济效益,相关实证研究如下:
从经济总量计算角度看,留学生教育作为一种

教育服务贸易,不仅通过内需拉动效应对生源接收

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还通过增加就业岗位产生



间接的经济效益[4]。一些国际报告的计算显示,留
学生教育通过教育服务贸易给生源接收国带来的经

济效益仅低于国际金融服务的贸易占比[5]。
从双边贸易发展的角度看,来华留学生作为一

种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

来产生一定的互补作用[6]。对于进出口贸易来说,
来华留学生教育能够通过消费偏好的扩散效应、交
易成本降低效应、交易信息获取效应、交易契约履行

效应等途径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稳外

贸”作用[7]。对于双边直接投资来说,一方面,来华

留学生教育与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且来华留学生教育与企业经营环境和地理集聚水平

存在替代效应[8];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教育能够降

低对外投资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通过

文化认同和人才本土化两个途径提升我国对外直接

投资水平[9]。
从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的角度看,来华留学生教

育作为社会经济体系子系统的一部分,对整体社会

经济的发展及各个社会经济部门的发展有积极作

用。来华留学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10],并且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作用[11]。程

立浩和刘志民[12]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经济发

展的协调关系,杨洲和刘志民[13]计算了来华留学生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除此之外,来华

留学生教育对高校科研产出[14]、经济效益[15]等均

有贡献。
目前对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较少,主

要集中在现状分析[16]、招生问题[17]、培养质量[18]、
学生学习科研情况[19]等方面。对于来华留学研究

生的经济效益的讨论还非常少,仅有毛雁冰和吴

颖[20]将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学历研究生的比例作为

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的子指标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以及李锋亮等[21]从中外合作办学的角度探

讨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现有研究缺少

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讨论;与
此同时,针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经济效益也需

要进一步厘清。本研究分析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了

其中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政策参考。

三、分析框架

基于产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来华留学研

究生教育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地区产业

结构升级:一方面,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通过第三产

业的发展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调整需求结构、物
质资本积累等渠道间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不仅能够通过教育行业的自身发展影响第三

产业发展,还能够通过高校的集聚效应带动地区旅

游、医疗等相关行业与第三产业体系的发展。因此,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自身便是第三产业发展

的一部分,能够直接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来华留学研究生

作为一种国际高素质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科研能

力、较好的语言能力、广泛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跨文

化交流经验。这些优质的人力资本无论是其处于在

读期间还是毕业之后都能够促进地区的技术进步,
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此外,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能

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当期和预

期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来华留学研究生群体的消

费能力与需求结构,再由需求结构的提升反作用于

供给结构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来
华留学研究生群体消费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物

质资本的积累,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支持。
从社会网络积累的角度来看,无论来华留学研

究生身处何处,其在中国学习期间所建立的人际关

系、社会网络及获取的相关信息能够降低跨国贸易

中的交易成本,从而推动跨国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

地区的技术进步,进而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交易成

本的降低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进一步促进

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基础。
除此之外,来华留学研究生在读期间的社会网络也

会影响其消费偏好,进而改变其需求结构,促进产业

结构的调整。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一样,其贡

献发生在高校与企业两个场域。在我国尚未开放移

民政策的背景下,尽管很多来华留学研究生在毕业

之后并不会进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作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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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入与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来
华留学研究生仍可以在高校就读期间发挥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作为地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促进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在校期间的人力资本和

社会网络积累,促进技术进步、调整需求结构、积累

物质资本等渠道间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图1 分析框架

据此,本研究假设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能够促

进我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其影响机制分别为

技术进步、需求结构调整、物质资本积累。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探究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对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本研究在借鉴钱纳里等[22]提出的标准产

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ISit=α+β1POSTit+γXit+δt+μi+ε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ISit 为产业结构指标,核心解释

变量POSTit 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指标。Xit 为

一组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政府行

为、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

外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影响地区产业结构的变量。δt

为地区固定效应,μi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

差项。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当年

产业结构水平往往受到上一年产业结构情况的影

响,因此,本研究将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变量纳入模

型之中,以控制其自身的内在冲击。同时,地区产业

结构情况可能是吸引人才流入的重要因素,即模型

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为了减轻模型可能存在的

双向因果效应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且考虑到来华

留学研究生教育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本
研究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

从而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ISit=α+θISit-1+βPOSTit-1+

γXit+δt+μi+εit (2)
  为了确保变量的平稳性,对模型(2)两边的变量

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本研究的基础模型即模型

(3):
lnISit=α+θlnISit-1+βlnPOSTit-1+

γlnXit+δt+μi+εit (3)
  由于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因
此模型(3)中lnISit 和εit 之间必然存在相关关系,
出现内生性问题,这被称为“动态面板偏差”。为了

解决此问题,Arellano和Bond[23]提出了差分GMM
的估计方法,即先对原模型进行一阶差分变换,再对

差分方程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

计。随 后,Arellano 和 Bover[24]、Blundell 和

Bond[2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GMM的估计方法,
以解决差分GMM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和小样

本偏误的影响。系统GMM使用了水平方程的矩

条件,将滞后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水平方程中相应

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系统GMM估计包含

一步估计法和两步估计法,两步估计法是将一步估

计法中出现的残差纳入估计中,从而放宽了针对残

差的独立同分布假设,适用性更为广泛。因此,本研

究采用系统GMM的两步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进

行估计。同时,考虑到估计效率,本研究采用稳健标

准误。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

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

采用Mileva[26]所提出的系统GMM模型外部工具

变量法,即通过在系统GMM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核

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以确保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识别其中的因果

效应。
在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效益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寻其中的“黑箱”
问题。本研究构建如下动态面板中介模型,采用考

虑外部工具变量的系统GMM估计进行前文所述

的间接渠道的因果关系验证:
lnMit=α+θlnMit-1+βlnPOSTit-1+

γlnXit+δt+μi+εit (4)
lnISit=α+θlnISit-1+βlnPOSTit-1+

ρlnMit+γlnXit+δt+μi+εit (5)
其中,Mit 为本研究所关注的间接渠道变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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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需求结构调整与物质资本积累。本研究

首先对模型(4)进行回归,检验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与间接渠道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如果存在影响,
则说明该间接渠道成立。然后进行模型(5)的回归,
检验间接渠道变量是否与产业结构指标相关。如果
相关,则该间接渠道的成立又多了一层保障。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关注的主要话题是产

业结构转型,侧重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通常
来说,产业结构转型包含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
产业结构合理化用以展示产业间要素投入与产出的
耦合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用以体现由第一产业向第
二、第三产业不断上升的演进过程[27]。与合理化指
标相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更能反映产业结构升
级的内涵[28],因此,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
构高级化指标。

已有研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主要有以
下三种方法:(1)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采用各产

业的比例关系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如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29],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及就业
占比[30],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28]。
(2)以配第—克拉克定律为基础,根据各产业的产值

比重,构建加权指标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
量,如徐德云[31]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付凌晖[32]的
向量夹角余弦法。(3)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量的

变化的基础上,关注产业结构升级的质的内涵,从而
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如韩永辉等[33]采
用各产业产值占比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

本研究主要遵循第二种方法,参考徐德云[31]的
研究,将产业结构指标定义为:

ISit=∑
3

i=1
qi×i (6)

其中,qi 为第i产业产值比重。该指标的数值在

1和3之间,数值越接近1,产业结构层次就越低,第
一产业比重大,以农耕经济为主;数值越接近2,产
业结构层次中等,第二产业比重大,以工业经济为
主;数值越接近3,产业结构层次就越高,第三产业

比重大,以信息经济为主。
同时,本研究参考付凌晖[32]的研究,通过向量

夹角余弦法构建产业结构指标,并让其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替代变量参与到稳健性检验中:

θj=arccos
∑
3

i=1
xi,j·xi,0  

∑
3

i=1
x2i,j  1

/2·∑
3

i=1
x2i,0  1

/2  ,

j=1,2,3

ISit=∑
3

k=1
∑
k

j=1
θj (7)

  (2)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用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学历留

学生的比例来衡量。参考毛雁冰等[20]的研究,该变

量也是衡量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指标之一。
(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行

为、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

开放水平。“政府行为”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衡量。受制于绩效考核的要

求,地方政府会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发展重点产业,
从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

占比衡量。城市化进程会导致非农产业发展和需求

结构调整,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

水平”用每万平方千米公路里程衡量。基础设施建设

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人力资本水平”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或高等教

育(专科、本科、研究生)人数比例衡量。人力资本水

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对外开放水平”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

衡量。基于地区比较优势,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能够

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
(4)工具变量。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

两个条件:其一,该工具变量需要和主要解释变量显

著相关;其二,该工具变量需要和残差项不相关。为

了处 理 可 能 存 在 的 内 生 性 问 题,本 研 究 参 考

Beverelli等[34]的做法,采用滞后一期的除本地区以

外其他地区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均值的对数值作为

工具变量。一方面,本地区来华留学研究生情况与

其他地区的平均来华留学研究生情况是密切相关

的,均受到中外政治经济合作与外交关系的影响,满
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本地区的产业结构情况又

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平均来华留学研究生情况,
满足外生性条件。

(5)间接渠道变量。本研究选取的间接渠道变

量为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与需求结构调整。其

中,“技术进步”用专利申请受理数衡量。“物质资本

积累”用人均固定资本存量衡量。本研究用消费结

构升级作为“需求结构调整”的代理变量,参考齐红

倩等[35]的研究,将交通、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支出总

和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定义为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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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

本研究采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自

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1999—2018年的面板数据。具体的数据来源与数

据处理情况如下:
(1)“产业结构高级化”“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城

镇人口占比”“每万平方千米公路里程”“进出口占

比”“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和“专利

申请受理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9年《中国统

计年鉴》。其中,“地方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在

2007年前后有所改变;“人均受教育年限”以6岁及

以上各教育阶段的人数占比为权重,将各教育阶段
(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

等7个阶段)的教育年限进行分类加权计算得出。
(2)“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的数据来源于

1999—2018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3)在“人均固定资本存量”方面,运用永续盘存

法计算固定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36]的方法,将其

数据更新到2018年,并将基期转换为1999年。数

据来源于2000—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4)“交通、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支出占比”的数

据来源于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因统计口径改变,2013年之

前的数据为城市与农村的加权平均数。
各变量选取对数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

示。从表1可以看出,n=30,T=20,这是一个短面

板数据。由于模型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数,因
此,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有十九年的数据,且因为部

分年份中的部分省份的学历生数为0,计算来华留

学研究生占比时分母为0,无法计算,有17个空值,
本研究最终总样本数为553。因为部分年份中部分

省份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为0,鉴于0不能取对

数,因此,对其采取“+1后取对数”处理。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徐德云方法的

计算结果)

总体 2.290483 0.1337695 2.027646 2.8059 N=600

组间 0.1138335 2.162549 2.696838 n=30

组内 0.0731247 2.083081 2.487434 T=20

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付凌晖方法的

计算结果)

总体 5.483852 0.1392789 4.933967 5.739113 N=600

组间 0.0958429 5.066641 5.630674 n=30

组内 0.1024896 5.113778 5.753789 T=20

来华留学研究生

占比(%)

总体 22.17901 16.26252 0 100 N=553

组间 11.24772 4.009712 50.88448 n=30

组内 12.16865 -28.70547 111.4561 T=18.4333

财政支出占比(%)

总体 19.72166 9.269954 6.295946 62.68633 N=600

组间 7.626552 10.01257 44.36874 n=30

组内 5.441754 -1.27399 38.03926 T=20

城镇人口占比(%)

总体 49.56784 15.57282 14.2526 89.6 N=600

组间 13.28291 32.38408 85.2575 n=30

组内 8.466027 28.06834 66.72376 T=20

基础设施水平

(公路里程/
万平方千米)

总体 6939.467 4733.036 201.1172 21010.95 N=600

组间 3770.69 717.1862 16018.8 n=30

组内 2938.455 -2406.356 14880.72 T=20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人)

总体 8.442247 1.104732 5.43834 12.67539 N=600

组间 0.882349 7.046746 11.18701 n=30

组内 0.6830717 6.782597 9.930628 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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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高等教育人数

比例(%)

总体 9.417677 6.771414 0.8592481 48.65496 N=600

组间 5.403986 5.044018 31.36302 n=30

组内 4.19229 -5.102346 26.70962 T=20

进出口占比(%)

总体 30.44704 37.88637 1.67549 172.1482 N=600

组间 36.67258 4.872174 128.7924 n=30

组内 11.53941 -22.55171 74.16383 T=20

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总体 43899.43 88703.84 124 793819 N=600

组间 57144.81 1055.95 229940.2 n=30

组内 68603.38 -178949.8 632971.1 T=20

人均固定资本

存量(元)

总体 58220 49867.25 4967.548 319296.1 N=600

组间 26005.93 27387.93 136797.5 n=30

组内 42800.54 -44964.78 240718.6 T=20

消费结构(%)

总体 30.24897 4.14247 15.84937 41.1372 N=600

组间 2.24714 26.28234 35.2509 n=30

组内 3.50294 19.11389 40.6181 T=20

除本地区外其他地区

来华留学研究生

占比均值

总体 22.17901 5.400257 11.30804 31.50103 N=553

组间 0.3939136 21.23026 23.0191 n=30

组内 5.387025 12.18457 31.56875 T=18.4333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用数据之所以截至

2018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目前《来华留

学生简明统计》只有1999—2018年的数据,之后的

数据还没有公布,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取更新的

关于来华留学生的数据。其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我国来华留学生数据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

都受到了很大冲击,这意味着2020—2023年的发展

情况和2018年之前有很大不同,这两段时间不宜放

在一起进行分析。当然,如果能够获得最新的数据,
则可以更好地研究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生与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问题。

五、实证结果及讨论

系统GMM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2的第(1)列
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政府行为、城市化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前期

产业结构基础的影响且纠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后,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具体来说,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每提高1%,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情况将显著提高0.002%。考虑到本研

究采用的是双对数模型,且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

变量均为比例数,其实际影响程度是非常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结果聚焦于来华留学

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并没有否认国内高等教育、研究

生教育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同时,由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

教育培养的一部分,来华留学研究生在选择留学高

校时也会以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作为参考标

准,因此,在考虑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对我国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高等教

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总体影响。本研究的模型设计也

考虑到了这一点,选取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来华留学

研究生占来华留学学历生的比例;同时,控制了地区

人力资本水平,后者涵盖了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的影响。除此之外,本研究引入了额外的工具变量,
避免了可能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

考虑到模型的有效性会直接影响估计和推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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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因此,本研究进行了一系列检验:(1)扰动项

检验。AR(2)检验的p 值大于0.1,表明一阶差分

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问题。(2)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Hansen检验的p 值大于

0.1,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差
分Hansen检验的p 值均大于0.1,表明通过了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这三个检验均表明两步法系

统GMM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在动态面板的估计之中,滞后一期的产业结

构升级对当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且系数为0.769,这意味着我国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情况在历史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进行

动态调整,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拥有较强的惯

性与韧性。
表2 基础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1)TwoStep (2)OneStep (3)更换被解释变量 (4)替换人力资本水平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对数)

产业结构升级

(对数滞后)
0.769*** 0.859*** 0.741*** 0.796***

(0.090) (0.066) (0.103) (0.061)
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

(对数滞后)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财政支出占比

(对数)
0.013*** 0.009*** 0.010** 0.009***

(0.005) (0.003) (0.004) (0.003)
城镇人口占比

(对数)
0.014** 0.006 0.017* 0.007
(0.007) (0.006) (0.009) (0.005)

单位公路里程

(对数)
0.005*** 0.003*** 0.004** 0.004***

(0.002) (0.001) (0.002) (0.002)
人力资本水平

(对数)
0.025* 0.018* 0.019* 0.009***

(0.013) (0.010) (0.011) (0.002)
进出口占比

(对数)
0.004** 0.002* 0.003** 0.003***

(0.002) (0.001) (0.002) (0.001)

常数项
-0.001 0.003 0.305** 0.054**

(0.023) (0.024) (0.122) (0.021)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53 553 553 553

AR(1)的p值 0.000 0.000 0.002 0.000

AR(2)的p值 0.405 0.400 0.487 0.373

Hansen检验的p值 0.994 0.994 0.999 0.999

差分Hansen检验的p值 0.982 0.982 0.994 0.933

  注:(1)括号里的数为稳健标准误;(2)***p<0.01,**p<0.05,*p<0.1。

  为了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定的,本研究做了如下

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估计方法。和两步法GMM 相比,一

步法GMM可以避免过拟合的问题,减少可能产生

的误差。因此,本研究采用一步法GMM的估计方

法对基础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的第

(2)列中,结果显示,更换估计方法后,滞后一期来华

留学研究生占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5%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十分稳健。比较表2的第

(1)列和第(2)列结果,可以看出,来华留学研究生占

比的系数变化不大,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方向和

显著性也都表现出了相似性。虽然城镇人口占比变

为不显著了,但考虑到两步法和一步法估计过程的

特点,这一差异也是可以接受的。有关模型有效性

的检验结果也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水平,这说明本研

究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更换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付凌

晖[32]所构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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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代理变量进行两步法GMM的估计,估计结

果报告在表2的第(3)列中。结果显示,更换被解释

变量后,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十

分稳健。比较表2的第(1)列和第(3)列结果,可以

看出,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的系数变化不大,其他控

制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也都表现出了相似性。
有关模型有效性的检验结果也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水

平,这说明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更换“人力资本水平”变量。为了更好地体

现高等教育的总体影响,本研究进一步采用高等教

育人数比例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两步

法GMM的估计,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的第(4)列
中。结果显示,更换“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后,滞后一

期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十分稳健。比较表

2的第(1)列和第(4)列结果,可以看出,来华留学研

究生占比的系数变化不大,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大

小和显著性也都表现出了相似性。有关模型有效性

的检验结果也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水平,这说明本研

究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有关“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需求结构

调整”这三条间接渠道检验的结果报告在表3中。
表3的第(1)列和第(4)列为检验技术进步路径的结

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及模型可能存在

内生性的情况下,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对

专利申请受理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同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的回

归中控制专利申请受理数后,专利申请受理数的系

数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意味着,地区来华留学研究

生教育的发展会进一步提升地区技术进步水平,从
而通过要素优化配置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换言之,技术进步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
表3 间接渠道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技术进步

(对数)
物质资本

(对数)
需求结构

(对数)
产业结构升级(对数)

产业结构升级

(对数滞后)
0.733*** 0.803*** 0.850***

(0.080) (0.065) (0.062)
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

(对数滞后)
0.027***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0.009)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技术进步

(对数)
0.002**

(0.001)
技术进步

(对数滞后)
1.058***

(0.046)
物质资本

(对数)
0.005**

(0.002)
物质资本

(对数滞后)
0.999***

(0.202)
需求结构

(对数)
0.019***

(0.004)
需求结构

(对数滞后)
0.552**

(0.231)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53 553 553 553 553 553
AR(1)的p值 0.000 0.959 0.006 0.000 0.000 0.000
AR(2)的p值 0.604 0.542 0.619 0.542 0.499 0.514

Hansen检验的p值 0.861 0.466 0.977 0.926 0.820 0.699
差分Hansen检验的p值 0.825 0.995 0.615 0.913 0.710 0.665

  注:(1)括号里的数为稳健标准误;(2)***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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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的第(2)列和第(5)列为检验物质资本积累

路径的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及模型

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究

生占比对人均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同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来华留学研究生

占比的回归中控制人均固定资本存量后,人均固定

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意味着,地区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会进一步提升地区物质

资本积累水平,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

金基础,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言之,物质

资本积累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之间的影响机制。
表3的第(3)列和第(6)列为检验需求结构调整

路径的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及模型

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究

生占比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同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比的

回归中控制消费结构后,消费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意味着,地区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会进一步促进地区需求结构升级,从而以需求带动

供给,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言之,需求结构调

整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

的影响机制。
上述实证结果证实了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入在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

作用。与已有研究关注来华留学生对双边贸易投

资[7]、经济总量[4]、科研产出[14]等方面相比,本研究

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经济效益,
厘清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之

间的影响机制。通过吸引国际研究生,不仅可以提

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积累

物质资本、调整需求结构,进而加速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
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上述结果意味着我国

政府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应重视国际高

层次人才的引入与培养,而与之相关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进一步证实

了研究生教育改革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紧密的内在联

系,并从提升高质量经济效益的角度而非提高高等

教育影响力的角度为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与

实证依据。

六、结论与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
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研究

生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中处于关键性的位

置[37],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是促进研究生教育

强国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的

重要抓手。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分析来华留学研究

生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验证

了其中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采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9—2018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为解决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之间可能的反向

因果与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还采取引入

外部工具变量的系统GMM估计方法,以获得更为

准确的估计结果。同时,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

性,本研究采用更换估计方法、更换被解释变量与替

换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控制了

其他可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并且考虑了模型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情况下,滞后一期来华留学研

究生占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一结果十分稳健。第二,“技术进步”“物
质资本积累”和“需求结构调整”为来华留学研究生

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间接渠道。考虑到本研

究关注的是来华留学研究生在校生的情况,这一发

现强调了即使不直接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国际

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尤
其是产业转型升级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发

展格局背景下对研究生教育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可供参考的政

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重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在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来

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具

体而言:(1)提高教育资源和环境。为了吸引更多的

来华留学研究生,地方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舒适的生活环境,
包括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资源、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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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等,以满足来华留学研究生的需求。(2)扩大奖

学金覆盖面。提供奖学金是吸引来华留学研究生的

重要手段之一[9],我国政府可以适当增加留学奖学

金的数量和金额,扩大奖学金的覆盖面,提高我国对

来华留学研究生吸引力。同时,加强校内奖学金评

选,吸引更多优秀的来华留学研究生。(3)加大宣传

推广力度。地方政府和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国际学术

交流活动与中国文化特色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国际

学生了解我国的教育资源和研究生教育环境,提高

留学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认知度。(4)提升研究

生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可以

通过招聘更多的国际化师资、建立国际化课程体系、
推进英语教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措施,提高

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吸引更多的

来华留学研究生。
第二,在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的基础上,地

方政府也要注重来华留学研究生质量的提升,让各

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治理[38],使得国际高素质专业

人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

言:(1)严格招生标准。地方高校应当在招生时设定

严格的标准,包括学历、语言、学术成绩等方面的要

求,择优录取。此外,可以通过面试、助研等方式进

一步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潜力,从而确保录

取的学生具备高质量的研究能力。(2)提供高质量

的教学资源和指导。地方高校应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资源以及优秀的师资力量,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来

华留学研究生提供适当的学术指导和研究支持,帮
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研究生学习环境,提高研究成果

的质量和水平。(3)加强学生管理和服务。地方高

校应当规范留学生管理制度,加强留学生管理和服

务,为来华留学研究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高校还应该加强与留学生的沟通和联系,及
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为他们提供必要的

帮助和支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否认国内高

层次人才在新发展格局之中的重要作用,就更广泛

的意义上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需要更加注重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先进科学

技术知识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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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HowtheMechanismoftheEducationfor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StudyinginChina
InfluencestheUpgradingofChina’sIndustrialStructure

LIFengliang,LIUManqing
(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Byusingadynamicpanelmodelbuiltonthepaneldataof30provincial-leveladministrativeregionsinChinafrom
1999to2018,thisstudyanalyzestheimpactof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studyinginChinaontheupgradingofregional
industrialstructure,andfurtherexploresandteststheinfluencemechanism.Theconclusionsofthisstudycanbesummarized
asfollows:first,the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canpromotetheupgradingofregional
industrialstructure-theresultisstableandrobust;andsecond,technologicalprogress,physicalcapitalaccumulationand
demandstructureadjustmentareindirectchannelsbetween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studyinginChinaandtheregional
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Therefore,theauthorsproposethatweshouldvigorouslydevelop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
education,increasethenumberofthepostgraduates,maintainstrictadmissioncriteria,andstrivetoensurethequalityofthe
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whowanttostudyinChina.
Keywords: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studyinginChina;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modernizedindustri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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