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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演变是经济增长和效率变化的结果。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总量、各产业的产出比例、

资本效率和资本就业吸纳能力会发生相应变化，并且对就业产生影响。本文借助数理模型，探讨了各因素的变化规

律，分析了各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提出了增加就业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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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提出“三次产业”思想以来，经济学家克拉克完善和应用三次产业理论分析了产业间劳动力就业

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直至第三产业就业占绝大比例。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钱纳里等运用该理论分

析了产业间相对国民收入和要素效率的变化规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由粗放规模扩张型向集约效益提高型转变的

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在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分工深化、资源配置优化的结果，分工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亚当·斯密

（1776）认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一定

的经济体中，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的配置作用，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取决于各产业投入的资本和劳动

生产效率的高低。我国每年面临2500 万农村劳动力就业，还有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增加就业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业和资本效率发生怎样变化？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不同产业之间的

资本存量和产出效率会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探索这些经济规律有助于制定合理的就业和投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本文借助数理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资本产出效率和资本吸收就业的能力对就业的效应，并对湖北省经济增

长和产业结构对就业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相关理论 



 

 2 

本文研究需要运用资本存量核算理论和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1、三次产业的规定 

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世界上较为常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的三次产业划

分是：第一产业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及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2、资本存量计算理论 

各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涉及到基期资本存量、各期资本投入增量、投入资产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率取值等数据。国内基期资

本存量的数据借用张军、张元（2003）研究结果，并分配到各个地区中；根据蔡晓成（2009）研究，本文拟采用各地固定资产

形成总额作为各期资本投入增量；资产价格指数和折旧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关年鉴数据。各期资本存量的计算公

式如下： 

 

利用上述公式，可以计算不同产业的资本存量。 

三、研究思路 

为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资本产出效率和资本吸纳就业能力等因素对就业变化的影响，构造如下数理模型。 

，表示三大产业就业量，其中，Y、αi、βi、ei分别表示GDP 总量、第i 产业产值比例、第i 产业单

位产出占用资本、第i 产业单位资本吸收的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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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yti、△Eαti、△Eβti、△Eeti 分别表示第 i 产业在第 t 年因为 GDP 第 i 产业产值比例、第 i 产业资本效率和第 i 产

业单位资本吸收的就业量变化而产生的就业变化量。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核算某单个因素的影响时，采取取平均值法： 

 

其中， ；；eti= 第i 产业第t年就业量/Kti。 

从理论上分析，αti值越大，第i 产业总产值所占比例越高，与该产业就业量成正向关系，其值增加，则该产业就业量上升；

βti 表示第i 产业单位产值所占用的资本存量，其值越低，意味着该产业资本产出效率越高，其值上升（资本效率下降）则该产

业就业量增加；eti表示单位资本的就业吸收能力，其值增加则会提高就业量。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模型分析中，涉及到数据有：经济总量 GDP 及价格水平、劳动就业总量及各产业就业量、资本存量总量及各产业资本

存量。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涉及到：基年资本存量、各年资本投资量、投资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的确定。基年资本存量数据的

确定有直接普查法和折旧—贴现法（孙辉等，2010），折旧率也取值 6%，本文运用 Hall and Jones（1999）和 Young（2000）

运用的折旧—贴现法，基年投资除以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本文取 1978 年为基年，计算了基年后（1978—1988 年）10 年投资

平均增长率为 7%）与折旧率之和，得到基年总资本存量和各产业资本存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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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年实际投资数据的选取，由于本文涉及到各产业资本总量、单位资本就业吸纳率等，采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实

际资本投资数据。在相关《统计年鉴》上可搜集：资本形成指数、资本形成总额，假定基年价格指数为 100，资本形成价格指数

根据以下公式得到： 

 

为了便于比较历年GDP 及计算其增加值，本文以历年零售物价总指数进行折算。 

五、模型分析 

运用相关价格指数，将历年GDP、资本存量等折算为1978年的可比值，计算了三次产业的单位产出占用资本（亿元/ 亿元）、

单位资本吸纳的就业量（万人/ 亿元），并从年鉴上查到湖北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在此基础上，运用上述数据分析了GDP变化、

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单位产出占用资本和单位资本吸纳就业量变动对就业的效应。 

1、产值比例、资本效率、就业吸纳能力的分析 

（1）三大产业产值比例的变化。自1978 年以来，湖北省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例逐渐优化。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978 年占

40.47%，2009 年降为15.04%，比例值降低了25.43%；第二产业产值比例1978 年为42.19%，2009 年上升到45.95%，提高的比例

为3.76%；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变动最大，1978 年占总产值的17.34%，2009 年则为39.01%，比例提高值为21.77%。 

（2）三次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变化。三次产业的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差别很大，而且各个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呈

现上升之势。在1978 年，第一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为0.2820，逐渐下降为1982 年的0.2254，然后逐年上升，到2009年为

0.7651，为1978 年的2.71 倍，为1982 年的3.39 倍。从总体看，第一产业的单位产出占用资本呈上升之势，意味着资本的产

出效率降低程度较大。在1978—2009 年间，第一产业资本效率下降了63%。 

在第二产业，其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有两次明显的升降周期。1978 年单位产出占用资本为3.03，逐渐下降为1985 年的

1.854，然后又逐渐上升到1998 年的2.835，随后又逐渐下降为2009 年2.532。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二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

本量比较稳定，表现出略有下降之势，其资本产出效率提升了19.7%。 

第三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呈显现先降后升的特点，1978 年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为7.71，1992 年下降为2.425，随后逐

渐上升为2009 年的3.969，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第三产业产出的资本效率（单位产出占用资本下降） 提高了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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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次产业中单位资本吸纳就业量变化。自1978 年以来，湖北三次产业中单位资本存量吸纳就业整体上都极大地下降。

其中，第一产业单位资本吸纳就业量由1978 年的85.38 万人/亿元，一直下降为2009 年的4.929 万人/ 亿元，单位资本存量吸

纳就业人数下降了94%；第二产业单位资本吸纳就业量先增加后下降，由1978 年的1.393 万人/ 亿元上升到1985 年的1.828 万

人/ 亿元，其后逐渐下降为2009 年的0.2044 万人/ 亿元，1978—2009 年间，单位资本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了88.8%；在第三产

业，单位资本吸纳能力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1978 年为0.846 万人/ 亿元，1990 年上升到最高值1.655 万人/ 亿元，随后又

逐渐下降为2009 年的0.2536。第二、三产业资本吸纳就业的能力急剧下降，制约了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向外转移。 

2、就业量变化的因素分析 

运用第三部分的数理公式，分析湖北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变化、单位产出占用资本和单位资本吸纳就业量等变化

对就业的影响。 

图 1 为湖北三次产业因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占比例、单位产出占用资本和单位吸纳就业能力的变化对各产业就业变化的

总影响，图 2—5 分别为各单个因素的变化对各产业就业影响量。湖北省三次产业就业变动的特征是：第一产业就业在 1979—

1987 年间一直减少，其后 1988—1993 年间就业量增加，在 1994—2002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量一直下降，2003—2009 年，在

第一产业的就业量表现为微弱增加；第二产业的就业量除在个别年份（2002、2008 和 2009 年）表现为下降，其余年份中就业

量都是增加，早期就业增长的幅度较大，甚至在 1983—1987 年间还高于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幅度，后期增加的幅度非常小，表明

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量衰弱；在 2002 年之前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幅度都较大。近年来，其就业增长幅度较小，吸纳就业的能力

降低。 

 

生产总值增加对各产业就业能力提高的影响非常大。如图 2 所示，生产总值的增加对第一产业就业量的增加影响最大，而

且波动也非常剧烈；其次是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就业量增加影响最小。可见，生产总值提高是增加就业的最重要的力量，保

持生产总值一定的增长规模是解决当前就业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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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产值所占比例的变动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特点是：波动频繁。如图 3 所示，第一产业就业变化的波动尤为突出，

正、负向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第二、三产业就业变化波动相对幅度较小。可见，湖北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就业量改变影响较

大，促进第一产业稳定发展，有利于稳定增加就业。 

 

图 4 反映的是三次产业单位产出占用资本的变化对就业量的影响。因为单位产出占用资本的变动，第一产业就业变化量波

动频繁且波幅大，就业增加最多的年别（1999 年）达到近 600 万人，1979 年下降最多达到近 400 万人；因为单位产出占用资

本变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变化量相对平稳一些，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三大产业就业变化之间，第一产业就业改变量与二、

三产业就业变化量呈现反周期波动之势，即第一产业就业增加，后两者就业呈减少之势；反之，则二、三产业就业呈增加之势。 

 

整体上，各大产业资本吸纳就业能力降低使就业量不断波动下降。因为这一原因，第一产业就业变化一直为负方向，资本

吸纳就业能力不断下降，导致就业量下降幅度非常大，1984 年、1998 年甚至就业量分别减少达到 306.7 万人和 389.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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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年份就业量下降的幅度远远高于第二、三产业；在初始年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增加，1985 年后就业变化都呈波动负向

变动，而且就业减少量越来越大，如图 5 所示。 

 

六、结论及启示 

1、基本结论 

随着生产总值上升，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产值比例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上升，其中第三产业产值近年来上升

更快。但是，三次产业的单位产出占用资本量却不断上升，即资本的产出效率下降，并且各产业中单位资本吸纳就业人数下降。 

促进就业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生产总值扩大和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的提高，三大产业资本产出效率降低（单位产出占用

资本量上升）和单位资本吸纳就业能力降低导致各产业就业下降幅度较大。 

2、一些启示 

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稳定秩序的重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过程中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因素。针对

就业问题，我们在对湖北省经济的实证分析结论中得到如下启示。 

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有效地扩大产出总量。有效生产总值的扩大对就业贡献最大，可以促进三次产业就业普遍增加。开发

新行业、挖掘新需求是实现生产总值有效增长的最佳路径。加快基础设施如道路建设和河流湖泊的治理，带动民间资本投入，

加强农业产业化、工业信息化，扩大当前的经济投入、产出，夯实经济未来发展基础，扩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实现就业结构优化。在经济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就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

移，最后形成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的局面。近年来，第二、三产业吸纳新就业数量较多，但是波动频繁。引导第三产业向

高技术、资金密集型方向发展，一方面开辟更多的就业环节，另一方面，可更好地为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低端环节提供技

术、信息服务，是促进就业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方法。 

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率，增加投资产出率和就业吸纳能力。研究产品市场需求状况和行业发展周期，确保新增加投资的资本

质量，减少重复投资和低效投资，避免资本投入过剩和就业无效；利用现代技术改造现有存量资产，配合以合理的政策鼓励，

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和资本吸纳就业能力。 

（注：基金项目：博士后基金（2008044094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2009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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