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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京津冀城市圈的长期实证研究— 



今日主题 
 个人基本信息 

 业绩成果 

 拟开展研究项目的基础及计划设想 

 其他 

 为什么我选择经济学作为研究专业 

 为什么我关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 

 



个人简介 
•李  博（Li Bo） 

• 1987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北安市 

• 2005年至2009年 中国 ・ 东北林业大学（文学学士） 

• 2010年至2012年 日本 ・ 广岛大学大学院 （经济学硕士） 

• 2012年至2015年 日本 ・ 广岛大学大学院 （经济学博士） 

• 2015年至今          日本 ・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讲师 

                               （兼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客座研究员 

 研究主页「経世済民」 

libo198752.jimdo.com 



1. 2009年10月赴日留学，进入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大学院社会科学研究
科社会经济系统专业硕博连读，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国费奖学金。 

2. 2015年3月于日本国立广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读期间两次
获得学业成绩优秀校长表彰。 

3. 2015年4月起担任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担任爱

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讲师，主讲中国经济论和中国财政金融论，并
参与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指导和评议工作。 

4. 曾多次参与日本爱知大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中国上海海洋大学、
株式会社DENSO（电装）、株式会社NEC（日本电子）等研究项目。

对在华日资企业的投资布局战略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曾参与斡旋
日资企业与中国政府机关、研究机构、企业单位之间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 

5. 拥有近10年的研究及教学经验，能胜任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及产学研管理工作。 



 



业绩成果 
截至2017年6月，共出版日文学术专著1部、译著1部，发表专业论文10篇，其中日
文论文9篇（均为日本高水平期刊并经匿名双向审稿，其中两篇获日本地域学会授
奖），中文论文1篇（CSSCI期刊），并多次接受新华社专访及内参写作任务。 
主要业绩 
1.《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的实证研究》，
株式会社三惠社（日本），2017年→要素转移和结构红利假说 
2.《社会共通资本》（原著 日・宇沢弘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经济理论 
3.“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变迁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基于分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研究”，《地域经济研究》（日本），2017年→学会获奖论文 
4.“中国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和宏观劳动生产率增长——基于分地区数据的实证检
验”，《地域经济研究》（日本），2016年→服务业份额增长和鲍莫尔成本病 
5.“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地域经济
研究》（日本），2015年→学会获奖论文 
6.“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增长——对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第二次改进”，
《广岛大学经济论集》（日本），2015年→数据库全文转载论文 



为什么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

推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选题背景 



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性下降 
• 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既有增长模式的失效 

• 关于“新常态”的两种解释 

 

0

5

10

15

2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19
80

19
82

19
84

19
86

19
88

19
90

19
92

19
94

19
96

19
98

20
00

20
02

20
04

20
06

20
08

20
10

20
12

20
14

20
16

20
18

出处：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2014年10月版。 
 注：2014～18年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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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退） 

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人口数量增速放缓，人口红利自2000年以后开始逐渐消
退，中国或已达到或超越路易斯转点→东部沿海地区民工潮变民工荒，劳
动力成本增高，企业外迁，既有劳动力成本优势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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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注：2015～2100年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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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疲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尚低
和人口数量增加放缓的综合作用） 

国内企业再投资以及进出口出现增势，国内民间消费水平尚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数量的增长或一定数量的平衡必不可缺，社会
保障水平的提高（对退休后可支配收入的不安→抑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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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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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现有成果观点） 
•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怎样的特点？ 
比重：农工商→商工农；移动：劳动＜资本；路径：部分地区农→商 
• 产业结构变化与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主要国家正向关联居多，中国甚微或为负；原因：资源配置问题 
→生产要素产业间移动出现僵化（Lilien Measure日趋降低） 
• 宏观需求变动对产业结构有着怎样的影响？ 
主导产业分析：服务业迅猛增长，农业衰退明显 

发展动力分析：经济增长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短板明显，外
需转内需任重道远 
• 产业高度化能否延续中国高度经济成长？ 
取决于路径，农→商会致使产业结构头重脚轻，提高区域经济风险 



申报研究的计划设想 
题目：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京
津冀城市圈的长期实证研究 

选题依据：时代背景和现实紧迫性、特殊性；自身对家乡经济贡献
的迫切愿望；研究基础比较深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理论研究 现状观察 实证分析 政策建议 

国内外理论研究总结 
•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 要素转移和结构红利 
• 服务业份额增加和鲍 
莫尔成本病 

理论创新 

• 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
本病共存背景下的复
合型内在机制研究 

实证研究汇总及论点分类 
• 共同论点 
• 争议论点 
考察京津冀产业结构 

• 生产要素分产业数量和
份额变化 

• 转移方向和配置状况 

定量、定性分析 

• 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
济增长收敛的关系 

• 产业间、区域间要素转
移和结构红利的关系 

• 服务业份额提升和鲍莫
尔成本病的关系 

政策制度建议（最重要项） 

• 京津冀一体化和复合性内在
机制背景下如何合理地进行
产业布局？ 

• 如何提高生产要素的转移效
率并最大限度地吸收结构红
利？ 

• 服务业份额增长过程中如何
对其进行甄别并降低鲍莫尔
成本病的风险？ 



研究方法、创新点、突破难点 
• 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理论创新+实证研究（数理分析）+中日比较研究 

• 创新点 

研究角度层面：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内部机理进行研究；以区域一体化背

景下的大区域全产业为对象 

研究结论层面：京津冀一体化具有试验效应和模范效应→为未来中国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研究提供依据 

• 突破难点 

理论创新：探讨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共存背景下的复合型内在机制 

实证创新：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产业数据的整理；对京津冀区域结构红

利和鲍莫尔成本病的定性定量分析；对未来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预测和

政策制度设计 



我眼中的经济学研究 

•为什么我选择经济学作为研究专业 

 “为研究而研究” 与“经世济民” 
 
•为什么我关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瓶颈与“新常态” 



李     博 

日本爱知大学 
 

2017年6月23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