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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证考察江西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以及时序演
化。研究表明，江西省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二者综合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也逐年上升，但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增速变化存在时间差异性，会出现不同的滞后发展状
况。２０１９年江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为０．９３４　３，达到了高耦合优质协调发展水
平，但人力资源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应注重人力资源系统的升级与完善，加强与经济发展
的同步和有效互动，对综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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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被誉为“第一资源”，
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所在。从区
域系统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两大系统的
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
与开发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物质保障作为前提，
才能更好地吸引和培养优质人才；而区域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也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源，同时
还需要具有合理的人才结构保障，形成科技创新成果
和经济产出 ［１－２］。

对于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国外
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１９６０年Ｓｃｈｕｌｔｓ［３］从经济学视
角论证了市场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而大多数学者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卢卡斯和罗默的人力资本模
型等视角进行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Ｒｏｍｅｒ［４］提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
的主要贡献在于科技创新，说明人力资本具有间接的
经济增长效益。Ｌｕｃａｓ［５］认为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实
现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将其作为一个关键
影响因素加入到增长模型中进行分析。

国内学者致力于此研究主要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研究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专家经验评估，尤以主成
分分析、回归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等定量综合研究

为主。对于人力资源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廖明岚［６］

和顾惊雷［７］利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
调分析。逯进等［８］从耦合协调的角度分析两个系统之
间的协调共生发展机制。任乐［９］则从灰色关联分析视
角出发，研究河南省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耦
合关系。单良等［１０］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脱钩模型，
对环渤海地区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耦合特征进行研
究。这些实证研究大多选定研究区域，以区域内人力
资源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研究基础。本文以江西
省作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江
西省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两系统的耦合关系及演变规
律，为江西区域经济及人力资源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１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时间序列数

据，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的数据为样本，各项数据均来
源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江西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公报》
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１．２　指标选取
参考相关研究，从指标对于系统的代表性、指标

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和其真实有效性，以及系统关联
性等方面构建研究指标体系。对人力资源子系统来
说，数量、结构和质量分别表示系统的规模、组成以及
人力资源的储备，遴选包括从业人数、失业率、第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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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等７项具体指标；区域经济子系统
则从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结构进行分析，选用地区生产

总值、地方财政收入、人均ＧＤＰ等８项具体指标。具
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人力资

源系统

（α）

人力资源数量

人力资源结构

人力资源质量

从业人数α１ 万人 ＋
失业率α２ ％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α３ ％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α４ ％ ＋

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α５ 万人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α６ 万人 ＋
专利申请授权量α７ 件 ＋

区域经

济系统

（β）

经济竞争力

经济结构

地区生产总值β１ 亿元 ＋
地方财政收入β２ 亿元 ＋
人均 ＧＤＰβ３ 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β４ 元 ＋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β５ ％ ＋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β６ ％ ＋

贸易进出额β７ 万元 ＋
固定资本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β８ ％ ＋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熵值法
熵值法以指标的信息熵作为计算参数和判断依

据，判断其对于所研究系统存在的影响。计算得到的
信息熵和熵权系数越大，说明该指标在系统中的价值

越高，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就越强［１１］。采用熵值法确

定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
项指标的权重，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某个系统共有ｎ个
样本，每个样本包含ｍ 项指标，则计算步骤可概括为
如下三步。

（１）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α＇ｉｊ＝

αｉｊ－αｊｍｉｎ
αｊｍａｘ－αｎｍｉｎ

，正向指标

αｊｍａｘ－αｉｊ
αｊｍａｘ－αｊｍｉｎ

，负向指标
■

■

■

（１）

式中，αｉｊ和α’ｉｊ分别为第ｊ项指标的第ｉ个样本值

及其标准化处理值，αｊｍａｘ和αｊｍｉｎ分别表示第ｊ项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２）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

Ｐｉｊ＝
α＇ｉｊ

∑
ｎ

ｉ＝１
α＇ｉｊ

（２）

Ｅｊ＝－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３）

式中，Ｐｉｊ表示第ｉ个样本中第ｊ项指标的特征比

重值，Ｅｊ为第ｊ个指标的信息熵。若Ｐｉｊ＝０，为防止

出现ｌｎ０的情况，令Ｐｉｊ＝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３）计算各项指标的熵权系数。即：

Ｗｊ＝
１－Ｅｊ

∑
ｍ

ｊ＝１
１－Ｅｊ（ ）

（４）

式中，Ｗｊ为第ｊ项指标的熵权系数。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江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

经济２个子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具体熵权系数如表２
所示。

２．２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指多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

和相互作用，从而在相互协同时影响彼此之间的发展
和变化，一般用于测量子系统或特定要素间相互作用
的强度，系统间的耦合度高则说明彼此关联程度较
强。而耦合协调度是指耦合与发展的综合，用来衡量
系统间的动态配合状态［１２］。

本研究的人力资源子系统与区域经济子系统间存
在互相协调、彼此依存，具有动态发展的耦合关系［７］，

根据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计算其耦合强度来
表示系统间的作用强度，计算公式为：

ｆα（）＝∑
ｍ

ｊ＝１
Ｗαｊα＇ｉｊ ， ｇβ（）＝∑

ｍ

ｊ＝１
Ｗβｊβ

＇
ｉｊ （５）

Ｃ＝
２× ｆα（）ｇβ（）■
ｆα（）＋ｇβ（）

（６）

式中，α’ｉｊ和β’ｉｊ分别表示人力资源子系统和区域
经济子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Ｗαｊ和Ｗβｊ分别表示子
系统的各项指标熵权系数，ｆ（α）和ｇ（β）则分别表示
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Ｃ 为两个子系
统间的耦合度，取值为［０，１］。Ｃ值越接近１，则说明
两个子系统间的关联性越强且趋于有序，反之则认为
两个子系统间的关联性越弱且趋于无序［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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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江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评价指标的熵权系数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人力

资源

系统

人力资源数量 ０．４２２　４

人力资源结构 ０．３１３　３

人力资源质量 ０．２６４　３

从业人数α１ ０．２２０　９

失业率α２ ０．２０１　５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α３ ０．１８９　０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α４ ０．１２４　３

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α５ ０．１３１　１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α６ ０．０７５　２

专利申请授权量α７ ０．０５８　０

区域

经济

系统

经济竞争力 ０．４７６　１

经济结构 ０．５２３　９

地区生产总值β１ ０．１２９　８

地方财政收入β２ ０．１４４　９

人均 ＧＤＰβ３ ０．１３６　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β４ ０．０６４　７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β５ ０．０７９　９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β６ ０．１２０　５

贸易进出额β７ ０．１４５　４

固定资本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β８ ０．１７８　１

　　在耦合强度的基础上，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研究对
象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计算协调指数和耦合
协调度。

Ｔ＝λｆα（）＋μｇβ（）（７）

Ｄ＝ Ｃ×■ Ｔ （８）
式中，Ｔ 表示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指

数，Ｄ 则是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λ和μ为待定

系数，且满足λ＋μ＝１，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源发展和
区域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故取λ＝μ＝０．５。

此外，为了更加清晰且直观地反映出区域经济与
人力资源两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况及变化趋势，
参考耦合协调分类体系［１４］，确定耦合协调分类等级
及发展类型的判别标准如表３所示。

表３　耦合协调分类等级及发展类型的判别标准

耦合协调度 发展类型 耦合协调度 发展类型

［０，０．４］ 失调衰退 （０．７，０．８］ 中级协调发展

（０．４，０．５］ 濒临失调衰退 （０．８，０．９］ 良好协调发展

（０．５，０．６］ 勉强协调发展 （０．９，１］ 优质协调发展

（０．６，０．７］ 初级协调发展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　耦合协调度测算
通过计算江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

度Ｃ和耦合协调度Ｄ，并以表３的判别标准来确定江
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从２

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来看，若ｆ（α）＜ｇ（β），表
明在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江西省属于人力资
源滞后型发展；若ｆ（α）＝ｇ（β），说明人力资源发展
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同步；若ｆ（α）＞ｇ（β），则说明
江西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具体耦合协调数值和等
级类型如表４所示。

表４　江西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年份 ｆ（α） ｇ（β） Ｃ　 Ｄ 耦合协调度等级　　　　　类型

２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４　 ０．１１７　８　 ０．７７３　５　 ０．２３６　２ 　　　　失调衰退　　　　人力资源滞后型

２０１０　 ０．２６８　１　 ０．２１３　９　 ０．９９３　７　 ０．４８９　４ 　　　濒临失调衰退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１　 ０．３３５　９　 ０．１９７　４　 ０．９６５　７　 ０．５０７　４ 　　　勉强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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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江西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年份 ｆ（α） ｇ（β） Ｃ　 Ｄ 耦合协调度等级　　　　　类型

２０１２　 ０．４６２　４　 ０．２７７　１　 ０．９６８　１　 ０．５９８　３ 　　　勉强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３　 ０．６０４　９　 ０．３６２　０　 ０．９６７　９　 ０．６８４　１ 　　　初级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４　 ０．６５３　２　 ０．４５１　６　 ０．９８３　２　 ０．７３７　０ 　　　中级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５　 ０．７１５　５　 ０．６３７　４　 ０．９９８　３　 ０．８２１　８ 　　　良好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６　 ０．７６１　８　 ０．６９９　６　 ０．９９９　１　 ０．８５４　４ 　　　良好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７　 ０．８２３　１　 ０．７７０　０　 ０．９９９　４　 ０．８９２　２ 　　　良好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型

２０１８　 ０．７８９　０　 ０．８５４　８　 ０．９９９　２　 ０．９０６　２ 　　　优质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滞后型

２０１９　 ０．８２８　３　 ０．９２０　１　 ０．９９８　６　 ０．９３４　３ 　　　优质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滞后型

３．２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２．１　综合评价指数时序演变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江西省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数呈
现稳步上升态势。一方面，从２００９年的０．０２６　４到

２０１９年的０．８２８　３，年均增幅达３００％。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的综合评价指数逐年上涨，２０１８年虽稍有下跌，但

２０１９年回升且波动幅度不大。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江西省
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数均小于０．５，人力资源水平较
低但增速相对较快；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的综合评价指数
均大于０．５，人力资源水平较高但增速相对放缓。

另一方面，江西省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虽在

２０１１年略有下滑，但整体上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从

２００９年的０．１１７　８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０．９２０　１，增长速
度迅猛。江西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
数小于０．４，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且增幅相对偏小；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大于０．６，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且增速相对较快。

从整体来说，江西省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的综合
评价指数在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均有显著增长，但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时间差异化现象。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

１１组样本数据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的８组数据显示江
西省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数大于区域经济指数，表明
江西省处于经济发展滞后型；此外，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３组数据显示江西省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数
小于区域经济指数，说明江西省人力发展处于滞后状
况。江西省由人力资源滞后型转变为经济发展滞后
型，继而又发展为人力资源滞后型，可见，江西省在人
力资源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持续性转变。

３．２．２　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耦合协调发展状态来看，江西人力资源和区域

经济发展在２００９年处于失调衰退状态，２０１０年濒临失
调衰退，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这两年勉强协调，而到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两者耦合协调度上升至０．６８４　１、０．７３７　０、０．８２１　８，
分别达到了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状态。

２０１８年，两者耦合协调度高达０．８９２　２，离优质协调水

平值最低要求０．９的差距微小，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两者
耦合协调度均超过０．９，说明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经济
发展实现了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从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江西
省经济发展缓慢，人力资源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两者
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型。从２０１３
年开始，随着江西省经济发展政策调整，江西经济发
展提速，但在２０１８年前未赶上江西人力资源的发展，
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经
济发展滞后型；２０１８年起，江西经济发展反超人力资
源发展，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转
变为人力资源滞后型。

江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趋势。
江西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发
展态势良好。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从

２００９年的０．２３２　６提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０．７３７　０，呈快速
增长趋势；２０１５年上升到０．８２１　８，此后增速相对放
缓；２０１８年耦合协调度达到０．９０６　２，江西人力资源和
区域经济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状态，进一步促进了人
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涨幅

明显，在所研究的时间序列区间内，两个子系统均实
现了较好发展。从整体来说，二者在不同时间阶段的
发展态势和综合评价指数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人力
资源系统的增速相对大于区域经济系统的增速。江
西省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

２００９年以来，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
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在２０１８年达到了０．９０６　２的耦
合协调度，两者之间实现了优质协调发展。

虽然江西省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已经达到了优
质协调发展的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发展不同
步的现象，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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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属于人力资源滞后、经济滞后和人力资源滞后的发
展状态。说明江西省通过宏观调控与产业优化升级，
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仍需维护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
的动态协调发展。

４．２　建议
当前江西省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虽已达到优质

协调发展，但由于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与人力资
源配置及其结构调整存在不同步的情况，人力资源在
整体上滞后于经济产业的发展与结构调整。因此，提
出以下建议：

（１）落实相关政策举措。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和
科技创新的基础，配置完善且高效的人力资源系统也
是相关行业和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市场对
于人才的渴望总是存在的，如何吸引人才并鼓励人才
进行创新与产出，需要相关的人才与就业政策对人力
资源系统进行评估，进一步优化整合人才需求，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而发展和完善人力资源系统。

（２）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制。高校作为给社
会输送人才和技术知识的资源宝库，是人力资源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注重普通高等院校对人才的
培养之外，需要进一步提升对职业类院校的关注程
度，加强“产学研”合作［１５］，加快成果孵化与科技成果
的实际应用，鼓励知识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激发创
新思维。同时，高等教育要从培养方面提升人才素
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

（３）注重人力资源产业配置与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的有效互动。经济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之
间要形成互补、融合的发展状态。产业结构发展和调
整中，要重点关注专业技术要求高、人力资源优势突
出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资源利用率与生产效
率，从而推动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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