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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

结果表明：1） 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

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 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 2006―2019年珠三角 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

“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 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

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

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

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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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逐渐从关注全

球生产格局和空间组织等转向对全球化的重要参与

主体——劳动者的关注。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Stephanie Barrientos和美国杜克大学Gary Gereffi主

导的重大跨国合作研究项目“Capturing the Gains”

是对这一转向的响应（黄耿志 等，2021a）。该项目

旨在探明经济全球化下劳动者的就业和福利现状，

并探究如何促进社会升级。不同于经济升级重点关

注如何实现更高附加值和获取更多利润，社会升级

主要聚焦于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并改善其作为社会

参与者的权利（Milberg et al., 2011）。而如何实现

促进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经济升级与劳动者就

业质量和条件改善的社会升级相结合，乃是这一项

目和研究领域需要深入分析的重点问题。这与目前

中国政府提出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

略不谋而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十九届五中全

会也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的要求，这表明当前如何实现“效率”

到“公平”的转向已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方向。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实行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培育发展新动能，

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

国就业人数由 1996年的 68 950万人增长至 2019年

的 77 471万人；与之相对的是，集体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受理量由48 121件增长至1 069 638件，增长速

度是就业人数的 19.78 倍 （李慧民，1997；夏萍，

2020），这反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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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参与主要力量的劳动者在社会发展中的收入分

配、权益保障、就业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

因此，明确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现状之间的差距及

其影响因素，不仅是对社会升级研究领域关键问题

的回应，也是为探索构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发展模式的基础性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有关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研究最早在西方展

开，学者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展开讨

论。长久以来，经济升级被默认为社会升级的前提

条件，即经济升级产生必然带动社会升级。然而，

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之间存在复杂关系（Lee et al.,

2015）。如Milberg等（2013）认为经济升级和社会

升级的产生都内生于经济增长，但是关于两者的关

系 并 没 有 得 出 较 为 明 确 的 结 论 ； Reinecke 等

（2019）认为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之间存在对立型、

截断型和统一升级型 3种关系，并发现外资有利于

推动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Ahmed等（2014）从能

动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的研

究，发现工人会通过一系列方式如跳槽等向企业主

施压，主动调节工作环境并争取权益，推动经济升

级向社会升级转化；Lee等（2015）进一步指出处

于价值链不同位置企业的劳动者会面临不同的社会

升级机会，价值链较高端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由经

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可能性更大。

国内对经济与社会升级的研究方兴未艾，少量

研究如赵晓霞（2013）从制度的角度评估了全球生

产网络、政治经济变迁与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

Wang等（2020）认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中，

经济升级中的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进程对社会升

级存在挤出效应；黄耿志等初步梳理了国外关于社

会升级的相关研究（黄耿志 等，2021a），并以中国

为例在宏观层面探明了社会升级的区域差异（黄耿

志 等，2021b）、影响因素和发生路径 （周进 等，

2021）。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企业微观层面和国

家宏观层面社会升级的测度和影响因素开展了较多

研究，对经济全球化、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

开展了初步探究，但仍存在几点不足：1）研究视

角上，大都集中于探讨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逻辑

先后关系，忽略了两者可能在发展后期作为并行存

在的 2种过程，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同时产生影响。

2）研究内容上，侧重于探讨经济升级或社会升级

的衡量指标或影响因素，对于如何促进两者的同步

发展，哪些因素有助于两者耦合协调等问题尚无定

论。3）研究尺度上，集中于从国家或行业尺度等

宏观或微观尺度进行分析，对于具有特定发展背景

的中观尺度城市区域的关注相对欠缺。

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劳

动者大规模集聚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该地区依

靠地理位置和转型升级积累了一定的经济成果，但

也面临区域内贫富差距过大、劳资纠纷等社会降级

问题。因此，本文以珠三角城市为例，探讨经济升

级与社会升级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运用计量模

型分析其影响因素。这将有利于探究区域贫富差距

较大的典型地区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同步进程，

以及进一步理解两者的时空动态关系。同时，可为

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

将升级成果由少数企业所有者占有扩大至多数劳动

者享有的转变等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1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

遵循系统性、可比性、层次性、动态性、可操

作性等原则，参考已有研究 （Barrientos et al.,

2016；陈海波 等，2017；曹芳芳 等，2020），建立

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用以比较珠三

角城市的升级现状。

1.1.1 经济升级 选取反映经济升级 4个维度的变

量：1）经济结构，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向第二和第

三产业高效演进、产业升级的过程，分为变动方

向、变动速率和产业升级3个二级指标。2）经济效

率，反映地区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过程，以劳动生

产率作为代理变量衡量。3）经济创新，反映地区

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例的过

程，分为研发产出、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 3个二级

指标。4）经济增长，反映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过

程，以 GDP增长率以及人均 GDP增长率作为代理

变量衡量（表1）。

产业结构超前系数用于衡量某一产业或者经济

部门的结构增长相对于整个经济体系增长趋势的超

前程度，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方向 （高燕，

2006），公式为：

Ei = ai +
ai -1

Rt

（1）

式中：Ei 表示第 i产业的结构超前系数；ai 表示第 i

部门报告期所占比例与基期所占比例之比；Rt表示

同期经济系统的平均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表示。

Ei＞1表示第 i产业超前发展，其产业比例有上升倾

向；Ei＜1表示第 i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比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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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倾向。

Moore指数可以反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

级演变程度（王庆丰 等，2010）。计算公式为：

M +
t = arccos

∑
i = 1

n

Wit1
Wit2

∑
i = 1

n

W 2
it1 ∑

i = 1

n

W 2
it2

( 2 )

式中：M +
t 为Moore指数，0≤M +

t ≤π2；Wit1
为第 t1期第

i产业所占比重；Wit2
为 t2期第 i产业所占比重。

1.1.2 社会升级 选取反映社会升级 4个维度的变

量：1）劳动就业，反映劳动者就业机会增长和工

资报酬增长的过程，分为就业率和有酬工作 2个二

级指标。2）社会保障，反映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改

善、社会保障完善的过程，分为劳动环境、医疗保

障和养老保障3个二级指标。3）基本权利，反映劳

动者获得公共服务、参与集体工会组织等基本权利

的能力，分为教育权利和工会参与 2个二级变量。

4）社会对话，反映劳动者与公共管理部门协商沟

通、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表2）。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熵的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中的热力

学，反映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相比于主成分分析

法、层次分析法等评分方法，熵值法能较好地反映

指标信息效应价值并降低评价的主观不确定性。首

先，选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

式为（陈明星 等，2009）：

X 'ij =
Xij - min ( )Xj

max ( Xj ) - min ( Xj )
(正向指标) (3)

X 'ij =
max ( )Xj -Xij

max ( Xj ) -min ( Xj )
(负向指标) ( 4 )

式中：X 'ⅈj为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变量；Xij表

示某一年份某个城市某项指标的原始数值；Xj表示

某个城市所有年份的某项指标的原始数值。

由于熵值法中含有对数运算，有必要对数据整

体进行非负平移，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公式为：
Yij = X 'ⅈj + 0.000 1 (5)

进一步将指标同量度：

Pij =
Yij

∑
i = 1

m

Yij

(6 )

式中：Yij 为非负平移处理后的数值；Pij 为第 j项指

标下第 i城市所占的比重；m为所有年份的城市数。

计算第 j项指标熵值ej：

ej = -k∑
i = 1

m

Pij In Pij

gj = 1 - ei

k =
1

ln ( )m

(7 )

式中：gj 表示差异系数；m为所有年份所有城市的

样本数（126）。

计算各指标权重ω j：

ω j =
gj

∑
j = 1

n

gj

(8)

最后，加总求和得出各系统的综合指数：

表1 经济升级指标体系

Table 1 Economic upgrading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经济结构

经济效率

经济创新

经济增长

二级指标

变动方向

变动速率

产业升级

质量效益

研发产出

研发投入

产品创新

产值增长

代理变量

第二产业超前系数

第三产业超前系数

Moore指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第三
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劳动生产率/（人·万元-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产值/企业总产值

（专利授权量/GDP）/
（件·亿元-1）

工业企业新产品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GDP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率/%

指标性质

+

+

+

+

+

+

+

+

+

+

权重

0.021 5

0.098 3

0.02 17

0.192 0

0.086 9

0.138 7

0.157 3

0.125 6

0.092 5

0.065 4

表2 社会升级指标体系

Table 2 Social upgrading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基本权利

社会对话

二级指标

就业率

有酬工作

劳动环境

医疗保障

养老保障

教育权利

工会参与

谈判协商

代理变量

各市就业人员年均
增长率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增长率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
安全事故死亡率

医疗保险覆盖率

养老保险覆盖率

受职业教育就业人
数/就业人数

基层工会组织数/就
业人数

基层工会数

劳动案件争议数

劳动争议案件数/就
业人数

影响方向

+

+

−
+

+

+

+

+

−
−

权重

0.061 3

0.012 1

0.030 7

0.107 7

0.132 1

0.179 3

0.108 2

0.264 9

0.051 1

0.0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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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 =∑
j = 0

n

ω j X 'ⅈj (9 )

U2 =∑
j = 0

n

ω j X 'ⅈj (10 )

式中：U1为经济升级系统；U2为社会升级系统；n

为各系统指标个数。

1.2.2 耦合协调模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经济

升级与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耦合协调模型常用于

测度不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被广泛应用于城镇

化、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等系统 （刘耀彬 等，

2005；马丽 等，2012；张勇 等，2013）。耦合度反

映2个系统之间同步程度的高低，而耦合协调度将2

个系统自身的发展水平和 2个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同

时纳入考虑，即耦合协调度反映 2个系统的同步程

度及其发展水平的整体状况。

耦合协调度模型有多种计算公式，而一些表达

式缺少严谨的演绎推算。姜磊等（2017）通过不等

式的推导发现以往的耦合度模型的取值范围大都为

[0, 0.5]，根据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原则看，分析结果

往往不协调，因此进一步将其改进至取值符合[0,

1]。王淑佳等（2021）发现姜磊的公式仍存在普遍

偏大（即靠近1）的效度问题，因此提出2种解决方

式：1）通过重新划分耦合协调的标准来适应公式

取值的偏大，但其效度仍有一定问题；2）重新改

进耦合协调度模型，使其取值能够比较均匀地分

布，该方式在测量效度上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

本文采用改进的二元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假定U2＞U1）：

C =
■
■
|||| ■

■
||||1 - ( )U2 -U1

2
×

U1

U2

=

[ ]1 -( )U2 -U1 ×
U1

U2

(11)

T = αU1 + βU2；D = C × T (12 )

式中：C为耦合度；T为发展度；D为耦合协调度；

α和 β为特定权重。根据已有研究 （王少剑 等，

2015），权重α和β的相对大小值对耦合协调度的总

体趋势不会产生影响，又由于两者在系统中的地位

平等，本文均选取 0.5。采用已有研究的耦合度

（王少剑 等，2019） 和耦合协调度 （牟玲玲 等，

2022）等级分类标准。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广东省统计年鉴》（卜新民，

2007―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陈小龙，

2007―2020），《广东社会统计年鉴》（杨新洪，

2015―2020），《广东工业统计年鉴》（幸晓维，

2007―2019），《广东科技年鉴》（张展生，2007―

2020） 及整理自知网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

台①的珠三角9个地级市各市的年鉴数据，其中，各

地级市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②。劳动争议案件数的数据源于裁判文

书网③，其中有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采用邻近内插

法和趋势外推法补充。

2 结果分析

2.1 耦合度

由熵值法计算得到珠三角9市2006―2019年经

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指数的均值（图1），可发现珠三

角9市经济升级除在2008和2014年略有下降外，总

体呈现上升趋势，于 2019 年达到最高点，均值由

0.24升至 0.45；社会升级状况与经济升级状况较为

类似，同样在 2008和 2014年出现下降或上升变缓

现象，均值由 2006 年的 0.29 升至 2019 年的 0.50，

但社会升级均值的最高点出现在2017年。这印证了

已有研究结论（Ahmed et al., 2014），社会升级的发

生常伴随经济升级，反映珠三角城市中经济升级与

社会升级发展阶段可能不同步的现实，也提示除经

济升级外，社会升级的实现需要综合考虑更多方面

的因素。

① 数据来源：知网数据平台 . https://data.cnki.net/HomeNew/index。

② 数据来源：CNRDS平台 . https://www.cnrds.com/Home/Login。

③ 数据来源：裁判文书网 . https://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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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nnual mean change of economic upgrading and

social upgrading index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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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 9个地级市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

度波动较为平稳，大部分城市两大系统耦合度均位

于磨合阶段（0.5~0.8）及以上，其中广州、深圳、

中山、珠海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0.8~1.0）的区间

内（图2），表明2006年后珠三角9市的经济升级和

社会升级系统的整体发展较为同步，而肇庆市经济

与社会升级同步程度较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弱相关。此外，由耦合度均值变化发现，2006―

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的耦合度呈现“U”型演

变的态势，其中2006―2014年总体上呈现由高水平

耦合降至磨合，耦合度由 0.90 降至 0.73；2015―

2019 年耦合度逐渐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达到

0.86，这表明珠三角城市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发展

步调的同步程度经历了高―低―高的变化过程。

结合图 1 可以发现，珠三角耦合度在 2006―

2014年出现下降，其原因是经济升级系统均值增速

放缓，而社会升级系统依旧保持稳步上升，两者同

步程度降低，因而耦合程度降低。这一变动可以从

两方面解释：一方面，由于2000年以来珠三角区域

产业转型升级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以外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珠

三角地区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产

品出口受限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问题（周春山

等，2015；2019），导致珠三角地区GDP增速下滑，

经济升级系统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危

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社会正常有序运行，2008

年中央决定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大量资

金被投入到民生保障中，如提高企业失业人员养老

和失业保险金，提高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水平，实

行更积极的就业政策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

等，直接有效地带动了社会升级。此外，2008年国

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工权益

得到更加明确的法律保护，劳动环境得到改善，在

制度层面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因此社会升

级综合指数稳步提升。同时，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

着重扩大内需，加大力度促进就业增长，不断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与多样化，大量发展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弱化，经济升

级系统上升速度加快（杜志威 等，2019），2个系

统的耦合水平因此保持回升趋势。

2.2 耦合协调度

从珠三角各地级市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计算结

果（图 3）可知，2006―2019年珠三角 9市除肇庆

外，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其

中 2008 年除深圳耦合协调度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

外，其他地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后珠三角

9市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06

年，珠三角 9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处于勉

强协调发展阶段，其余地市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

段。至2019年，广州和深圳已达到中级协调发展阶

段，珠海、惠州、东莞、中山和江门达到初级协调

发展阶段，佛山仍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而肇庆

则依然面临轻度失调衰退问题（图 4）。总体而言，

珠三角城市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发展水平逐步提

高并趋于一致，二者间逐渐协同发展。

耦合协调度阶段的变化速度反映珠三角经济升

级与社会升级的整体协调发展状况。广州和深圳作

为珠三角经济实力最强、社会发展水平最好、城市

级别最高的城市，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迅速转变

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

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同步进行，先后由勉强协

调发展过渡到初级协调发展再到中级协调发展阶

段。珠海、惠州、东莞、中山和江门等区域内经济

实力相对突出的城市亦发挥自身政府效用，响应珠

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由轻度失调衰退提升至初级

协调阶段。佛山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尽管耦合协

调度在全球经济危机受挫后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由

于产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陶瓷、纺

织、塑料制品等，加之企业对其中的劳动者权益保

障重视程度不足，耦合协调度尚未突破勉强协调阶

段。肇庆市受限于自身自然资源条件和地理位置等

原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速度较缓，经济升级与

社会升级系统耦合度较低，绝大部分时间处在轻度

失调衰退阶段。这反映珠三角城市整体经济和社会

系统之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

级的现状对比看，经济升级要滞后于社会升级，说

明当前该区域社会升级的实现依靠政策强制和财政

转移支付的可能性较大，而加强落后城市的“造

血”功能，实现社会升级的自我供给，不仅是该区

域协调发展的挑战之一，同时也是缓和区域发展不

平衡的重要途径。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与模型

为探究珠三角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

的驱动因素，从人力资本、外商投资、消费需求、

环境污染和政府治理 5个维度解释 2个系统耦合协

调度（D）的影响因素（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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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XHCAP）。学者广泛认可人力资本

的提升对于经济发展与升级的正向作用，如亚当·

斯密（1972）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最早指出，人力资本是个人与社会财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罗默（Romer, 1990）进一步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引

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正相

关，具有“溢出效应”，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规

模递增的。而对于劳动者而言，Santos （2011）认

为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使劳动者在工作环境和福利

待遇上产生更多的需求，而企业为引入该类型人才

会满足其需求。Boikos等（2013）运用非参数估计

的方法探索人力资本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发

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提高当地劳动者就业质量。

许涛（2016）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发现人力资

本提升有利于劳动者改善劳动关系，促进劳动关系

规范化，因而有利于社会升级。本文预期人力资本

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具有正向影响。

采用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对数作为城市人力资本的

衡量指标。

2）外商投资（XFDI）。以往研究大都认为随着

经济全球化进程，外资进入本地市场能够产生技术

外溢等正向效应，推动产业升级；如有学者认为由

于外资企业会通过CSR（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促使

本地供应商重视劳动环境和权利，促进社会升级

（Perry et al., 2015; Rossi, 2015）；但也有学者通过实

证研究发现外资的部分行为会导致劳工工薪、就业

权益受侵害，不利于社会升级（邵敏 等，2013）。

Zhao （1998）发现外资的进入会引发 2种效应，其

一为合谋效应，即外资可以通过与东道国合谋削弱

工人力量，削弱劳工权力；其二为竞争效应，即外

资企业会和内资企业竞争劳工，提高劳工的谈判权

2006年 2019年

图4 耦合协调度阶段评价

Fig.4 Stage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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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Chang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9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6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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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而提升劳工权益。本文预期经济全球化对经

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采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作为经济全

球化的衡量指标。

3）消费需求（XSALE）。消费需求的提升对经济

升级和社会升级均存在重要影响。一方面，迈克

尔·波特（2002）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本

国消费者严苛的需求可以促使该国企业不断提高产

品标准和创新水平以适应竞争，从而形成国家竞争

优势；谢呈阳等（2021）指出本地消费升级和市场

规模扩张有利于推动本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郑江

淮等（2020）发现本土市场需求规模扩大有利于放

大中间品创新，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起促进作

用；钱学锋等（202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亦发现多

层次的市场需求会促进企业创新。另一方面，消费

需求活跃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多高素质劳动力来扩大

再生产以满足需求，有利于劳动者提高与企业的商

谈议价能力（谢申祥 等，2019）。而当消费低迷时，

企业由于资金周转不畅，可能会拖欠劳动力工资甚

至以各种理由解雇部分员工 （Brock et al., 2006），

不利于社会升级。本文预期消费需求会正向影响经

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采用人均社会销

售品零售总额对数作为社会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

4）环境污染（XPOL）。环境因素对社会升级有

显著影响但却常常被忽视 （Khattak et al., 2021）。

环境规制既会倒逼企业技术升级推动经济升级，也

会产生技能溢价影响收入分配从而影响社会升级

（秦明 等，2019）。一方面，环境污染会危害劳动者

身体健康（徐鸿翔 等，2017），缩短劳动时间（朱

志胜，2015），降低劳动力效用水平，加大劳动力

退出市场的概率（蔡芸 等，2018），从而降低经济

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环境整治

升级过程中，企业会创造更为良好的工作环境以提

高劳动效率，使劳动者更为满意（De Marchi et al.,

2013），有利于促进社会升级。本文预期环境污染

会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产生负向影

响。采用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对数作为环境污染的

衡量指标。

5）政府治理（XGOV）。在中国地方分权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会努力推动

地方经济发展，在区域经济社会过程中发挥重要调

控作用（徐现祥 等，2010；曾明 等，2012）。政府

的合理调控一方面有利于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提高

区域产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

升级；而政府出台的保护政策亦能为劳动者创造良

好工作环境，有利于社会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对

市场和企业的监管力度和干涉程度过强或过弱都可

能导致社会失衡 （Pal et al., 2016; Roychowdhury,

2019），不利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

本文预期政府治理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

调度具有正向或负向影响。政府治理通常可以通过

财政支出反映，因此采用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人均

GDP的比值作为政府治理的衡量指标。

上述 5 个变量的衡量指标及平均值、最大值、

最小值和标准差的情况见表3。

选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作为面板

数据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缺乏对组间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等问题的考

量，可能会导致估计失效。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可

以在保留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的同时将残差项

代入对角矩阵，对其标准差进行修正，提高模型估

计效率与稳健性（高铁梅，2020）。构建回归模型

如下：
Dit = C + β i Xit + ai + ε it (13)

式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Dit代表各市的耦合

协调度，Xit代表一系列的解释变量，β i代表回归系

数，a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C为常数项，ε it 为随机

扰动项。

3.2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利用面板数据使用回归模型之前，要对相关的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耦合协调度（D）

人力资本（XHCAP）

消费需求（XSALE）

外商投资（XFDI）

环境污染（XPOL）

政府治理（XGOV）

衡量指标

耦合协调度指数

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对数

人均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对数

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对数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GDP

平均值

0.548

11.154

10.105

0.049

10.167

0.106

最大值

0.759

13.958

11.128

0.316

12.002

0.234

最小值

0.390

8.997

8.420

0.001

5.811

0.058

标准差

0.086

1.102

0.602

0.046

1.192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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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数据的平稳性，避免产

生伪回归等现象。为保证检验严谨可靠，同时使用

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 验 和 LLC

（Levin-Lin-Chu）检验（表 4）。结果显示，一阶差

分后所有变量均在 1%的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

假设，可认为所有变量保持同阶单整。

单位根检验后，为保证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

系，进一步运用Pedroni和Kao检验判断面板数据之

间的协整关系（表 5）。结果显示，各个变量在Kao

检验中ADF统计量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在Pedroni检验中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

tistic、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统计

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3 回归结果

在分析模型前，应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

以选取最佳的模型。F检验结果表明应拒绝混合效

应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11.288 1，P

值为 0.046，表明应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择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为便于对比，同时报告OLS估

计的混合效应、个体效应和随机效应，以及 FGLS

估计的个体固定效应下回归结果，在后续分析中以

模型4为依据（表6）。

人力资本在 1%的置信水平下对耦合协调度具

有正向影响，即城市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经

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与理论预期相

符。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以

及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得到长足的积累，企业得以加快转型研发创新型产

品，带动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促进城市新旧

发展动能转换和经济效率提升；而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于知识的需求又进一步促使企业完善岗位社会保

障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人才，从而带动经济升级和社

会升级。

消费需求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在 1%的置信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经

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与理论预期相符。

珠三角是中国消费活跃度最高的几个城市群之一，

庞大的消费市场促进各类企业进驻珠三角地区，并

通过彼此间相互竞争而带动产业升级创新；而活跃

的市场经济同样促进珠三角地区不断改革完善市场

经济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消费环境，如引导

企业生产高品质商品，提供高质量服务，加强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和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促进经

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

外商投资对珠三角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在 5%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当前阶段外商投资正向促进

珠三角地区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外资

进入在珠三角经济和就业结构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

（薛凤旋 等，1997），对珠三角产业技术升级、产品

质量提升具有显著带动作用，直接促进珠三角的经

表4 单位根检验

Table 4 Unit root test

变量

D

ΔD

XHCAP

ΔXHCAP

XSALE

ΔXSALE

XFDI

ΔXFDI

XPOL

ΔXPOL

XGOV

ΔXGOV

LLC检验

统计量

−4.21

−6.77

−7.59

−5.34

−5.38

−6.37

−6.80

−13.52

11.78

−2.99

2.79

−3.99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1.00

0.00

ADF检验

统计量

29.20

48.67

42.88

55.39

27.37

44.58

64.00

108.90

0.62

38.83

5.50

49.71

P值

0.05

0.00

0.00

0.00

0.07

0.00

0.00

0.00

1.00

0.00

1.00

0.00

结论

平稳性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表5 面板协整检验

Table 5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检验方法

Kao

Pedroni

统计量

ADF

Panel PP-Statistic

Panel ADF-Statistic

Group PP-Statistic

Group ADF-Statistic

值

−3.22

−3.72

−2.66

−5.64

−3.12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结论

拒绝原假设

拒绝原假设

拒绝原假设

拒绝原假设

拒绝原假设

表6 面板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XHCAP

XSALE

XFDI

XPOL

XGOV

常数

N

R2

调整R2

F统计量

模型1
混合效应

0.003 9

0.102 2***

0.206 2**

−0.008 6**

0.270 9**

−0.478 4

126

0.776 6

0.767 3

83.42***

模型2
固定效应

0.019 1*

0.060 1***

0.142 8**

−0.015 9***

0.347 8**

−0.153 2

126

0.873 0

0.858 2

59.21***

模型3
随机效应

0.011 6

0.071 0***

0.150 0**

−0.014 5***

0.3323**

−0.193 2

126

0.731 0

0.719 8

65.22***

模型4
FGLS估计

0.023 7***

0.057 5***

0.053 2**

−0.015 1***

0.249 3***

−0.172 2

126

0.966 9

0.963 0

251.35***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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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升级（吴昊 等，2016；李伟 等，2019）。珠三角

地区广泛涌入的外资企业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

待遇和社会保障影响劳动力供求，从而提高内资企

业的工资水平（许和连 等，2009）；同时珠三角地

区外资企业与工人的劳资冲突促进区域社会体制改

革的加速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形成 （冯祥武，

2012），助推社会升级。

环境污染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在 1%的置信水

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不利于经济升级和社

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与理论预期相符。随着珠

三角对环境污染的规制力度加强，珠三角企业转型

升级速度加快，大量落后污染企业被淘汰或转移出

珠三角地区，此过程一方面推动企业产品结构升级

和质量效益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在推动技术创新的

同时为吸引人才而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

遇，从而促进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升级。

政府治理对耦合协调度指数的影响在 1%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当前珠三角政府的治理模式

有效地促进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珠三

角地区政府治理主要从两方面促进经济升级和社会

升级的耦合协调：一方面，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监管

体制，加大改革创新和市场调控力度，增强新兴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服务和营商环境建

设，如广东省委 2008年提出“双转移战略”，将珠

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

而当地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或发达珠三角地区转

移，促成珠三角经济发展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对经

济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方政府

通过颁布各项法规和政策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完

善就业、医疗、教育保障，带动就业增长、劳动环

境改善，对社会升级起促进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珠三角 9 个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

采用熵值法、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广义最小二乘

估计等方法，构建珠三角地区2006―2019年的经济

升级和社会升级指数，测算了 2个系统的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及对应的发展阶段，并分析了影响 2个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

2006―2019年珠三角城市经济升级总体呈现上升的

趋势，于2019年达到最高值；社会升级过程同样呈

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在2017年后略有降低。在时

间节点上，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

对 2 个系统的升级过程具有重要影响。2） 2006―

2019年珠三角各地级市耦合度大多位于磨合阶段与

高水平耦合阶段，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整体发展

较为同步；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

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

高水平耦合阶段，表现同步程度的先降后升过程，

也侧面反映出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过程。3）

2006―2019年珠三角 9市 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

的协调性逐渐增强，其中广州和深圳已达到中级协

调发展阶段，珠海、惠州、东莞、中山和江门达到

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佛山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

肇庆面临轻度失调衰退问题。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

空间分异与各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内在产业结构

相关联。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

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负向影响了 2个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都符合理论预期，且从侧面

印证了以往研究结论。

现有观点强调经济升级可以带动社会升级

（Rossi, 2013; Khattak et al., 2017），将社会升级视为

经济升级的可能产物，本文进一步补充了现有文

献，将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纳入区域发展的统一框

架中，提出了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关

系，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程

度及影响因素。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

济升级与社会升级均为国家和区域不可或缺的发展

力量，本文进一步回应了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升级和

社会升级耦合协调的问题。对于区域政府而言，应

当注重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高质量建设教育基础

设施，并注重区域市场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建

设，努力扩大区域市场规模和市场活跃度，吸引外

资企业参与区域发展，与内资企业形成良性竞合关

系。同时，应注重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利，构建和谐劳动环境。另

外，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存在的

负面影响，应当加快完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退出

淘汰机制，发展清洁能源，鼓励企业研发环境效益

高的产品。

社会升级为探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路径提

供了研究视角。未来有 2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一，探明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关系规律，

尤其关注耦合度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

系，如是否经济越发达，两者耦合协调度越高？这

需要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区域开展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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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明影响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高度耦合协调的

关键因素，尤其需要识别在特定发展阶段下可调控

的制度和政策因素，这需要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

实施了不同的经济和劳动政策的区域开展研究，并

基于产业集群和企业层面的研究，阐明高度耦合协

调实现的微观过程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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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epens, academic atten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patter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to th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globalization: workers. Existing studi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added value and profits from economic upgrading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Few

works examine the improvement of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level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upgrading.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shortage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upgrading

and social upgrading.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synchronous process between these two and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help promote the type of upgrading that benefits the majority of workers rather than a small

number of enterprise owners, this study adopts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in South China from 2006

to 2019. It uses the improv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ased on several panel data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the PRD from 2006 to 2019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overall.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loc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g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Second, the overall coupling degre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the PRD during 2006-2019 shows a U-shaped evolution, changing from a high-level coupling stage

down to a running-in stage and then up to a high-level coupling stage. Third, from 2006 to 2019,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PRD shows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This period saw improve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upgrading system and the social upgrading system. Finally, the level of regional human

capital, consumption demand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ublic governa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gre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the PRD, whi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social upgrading by 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to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veal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The results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and explor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workers' human capital,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s, attracting global

capital,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governance are likely to stimulate the role of economic upgrading in promoting

social upgrading.

Keywords: economic upgrading; social upgrad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oupling degre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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