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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就业效应分析
’

曾庆均 ， 郭 宇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 中心

摘 要
：
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对解决我 国面 临的严 重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服务

业作为服务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吸纳 劳动力 的 能 力 正逐渐超越传统服务业 。 本文从就业比

重 、就业弹性 、结构偏 离度 、比较劳动生产 率四个方 面对重庆 市现代服务业 的 总体就业效应和

内部各行业的就业效应进行 了分析 ，
提 出 应 区别发展服务业 ，在 大力发展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

的基础上优化传统服务业结构 ，
从而切 实有效的解决就业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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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空 间 。

〕

大力发展服务业 、提髙服务业工资水平 ，

目前 学者们对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 的定 是促进西部地区就业增长的有效途径 。 在发展

义并没用 明确的界定 。 丹尼尔 贝尔认为在后工 服务业时 ， 应对其 内部各行业进行区分 尤其应对

业社会 大多数劳动力将从事 以技术性 、知识性的 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区分 重视现代服

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的服务业 ， 即 以现代服务业 务业的隐性就业增长机制 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

为主
⑴

。 晁钢令 、来有为 从现代服务业的服 主动地解决就业需求 ，

°

而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

务对象和功能角度 出发 ， 胡启恒 、 刘重 从现 业 、社会服务业是我 国第三产业就业发展的主要

代服务业的形成条件和特征切人 ，高素香 从现 方向 。

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 比较人手 分别对现代 这些研究都指 出 ，发展服务业 ，尤其是发展现

服务业的特性 、功能及定义给 出 了不同释义 。 代服务业是解决我 国当前严峻就业问题的关键所

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效应 学者们有着深 在 。 本文为便于统计数据收集 ，参照我 国现行的

入的研究 。 第三产业具有非常强的就业吸纳能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将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 、

力 ，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顺应产业结构 的调整 ，
通 仓储及邮政业 批发与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列为

过发展就业关联性 比较强的服务性行业等措施 ，
传统服务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

来解决我 国当前就业 问题 。 传统服务业的就业 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 、技

空间越来越小 而现代服务业则存在
一定的发展 术服务与地质勘査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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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教育业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 文化 、 高 ；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 以年均

体育与娱乐业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列 为现代服 和 的速度增长 此期间重庆全社会就业人数

务业 。 本文选取现代服务业就业 比重 、就业弹性 、 出现 的增长 。 重庆农村人 口 基数大 虽然

结构偏离度 、 比较劳动生产率 四个指标 ，从不 同 已有
一

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其 中释放 了 出来 但待

角度分析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就业效应 。 释放的农村劳动力数 目仍然巨大 致使第二 、三产

二
、重庆市现代服务业 就业 效应 的

业就业比重未能超过第一产业 ；与此同时 ， 已经快

速释放的这部分劳动力 ，并不能全部在重庆市找

新世纪以来重庆賴务业吸纳了大量转移 自
— 了 力— ’

第 产业的劳动力 ，随着服务业从业人数的增加 ，

° 入

服务业可吸纳劳动力 的空间正在缩小 。 现代服务
与第二产业相 比 三产 就业 比重上升更

业 比传统服务业吸纳就业的空间更大 并且其吸
侧显

’
且一直高 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 出 现这

纳能力正翻加速释放 。 年是重庆市 传统
种情况的原 因在于第二产业需求具有 定操作技

服务业和现代鹏业就业效应发生变化隨要转
劳 力 ， 多数农■移 劳 力并不具备

折点 。 年之前传统服务业就业促进效应更 样 素质 ，因此更多地流向 了要求较低 、劳动密集

为强劲 但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之
度高的传统服务业 ；

再者 ，重庆市处于工业化 中期

后 ，
其发展的速度逐渐下降 ，吸纳的劳动力趋于饱

阶段 ，
工业部分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的现象 ，结构

和 。 年之后随着科学技术 、教育文化等的快 性失业与其他各种类型 的失业交织在
一

起 ，
也将

速发展以及现代服务业规模效应的显现 ，重庆市 就业压力推 向服务业 参见图 、表 。

进人现代服务业就业效应快速爆发的时期 ， 现代
—

年 重庆市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

服务业成为服务业 中吸收劳动力的主要力量。
务业的就业 比重轨迹基本吻合 说明此期间仅包

一

） 重庆市现代 服务 业 就 业 比重变 化 的 含 个行业的传统服务业仍然是我国服务业中解

分析 决就业的主要力量 。 年后 ，现代服务业的就

重庆市劳动力就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 第一 业比重与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之间的差距逐年加

产业劳动力 向第二 、三产业大量转移 ，并且就业结 大 从 年 的 增 加 到 了 年 的

构优化呈现加速的趋势 。 与此同时 重庆农村人 。 与此 同时 ， 现代服务业就业 比重环 比增

口 巨大 、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薄弱 使得就业 加值普遍高于传统服务业就业 比重环 比增加值 ，

结构继续优化面临
一定困难 。 、

年分别为 、 ， 而传统服务
—

年 ， 重庆市第
一产业就业 比重 出 业就业 比重环比增加值同期为 这

现明显下降 从 下降到 但仍然最 说明重庆现代服务业拉动就业的能力正在得到加

① 就业比 重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 全社会就业人数 。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全社会就业人数 的 占 比的 高低 ，

能够直接反映现代服务业对社会就业的 贡献 ，
比例越高贡献越大 反之越小 。

就业 弹性 现代服务业就 增 长率 现代服务业 经济增长 率 。 该指标表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每 变化一 个百分点 ，

其从业人员 相应变化 的程度 。 就业 弹性 且数值越高 时 表明现代服务业的 增加值增 长对就业的促进效应 越大 大 ；
反

之促进作用 效应小 。
就业弹性 为 时 表明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将抑 制其就业 效应 ，

这种情况不 符合经 济发展的 一

般规律 是一种 不正常 的现象 。

结构偏 离度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 全社会就血人数
一

增加值 。 该指标 为 正值 （
正偏 离 ） 时 表明 该服务部 门

的就业比重大于增加值比重 ， 意味着存在 劳动 力转 出 的 可能性 相反
， 结构偏 离度 为 负 值 （ 负偏 离 ） 时 表明 该现代服务部

门 的就业比重小 于增加值比重 ，
意味着存在 劳动 力转入的可能性 。

比较劳动生产 率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 全社会就业人数 ） 。 该指 标大 于 时 ，表 明

该现代服务部 门 的 增加值比重大于就业 比重 ，
意味着该现代服务部 门 的 劳动 密 集程度相对较低 ；

比值小 于 时
， 表明 该

现代服务部 门 的就 业比重 大于增加值比 重 ，
意味着该现代服务部 门 的 劳动 密 集程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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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释放 。 参见 图 、表 。 业 就业弹性较高 ；
现代服务业多为资本 、技术密

表
— 年重庆服务业就业 比重数值 集型产业 ，就业弹性较低 。 现代服务业就业 弹性

现代服务业 值髙于服务业就业弹性值 也说明现代服务业在
服务 现代服务 仆

年份
就 、 比 就业 比

就业 占服务业 促进就业方面发挥 的 巨大作用 。 从 图 看 出 ’重

二：

‘

就业 匕重 庆市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弹性 曲线都呈现出

不规则
“ ”

形 年前传统服务业粗放式增 长

及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快于其就业增长速

度 ，使得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 年就业弹性

值均出现最低值 。 年重庆市服务业 和现代

服务业就业弹性值达到最大值 ，
之后下降的 原因

是重庆市加快笔电 、摩配等制造业的发展 ，使得第

二产业就业弹性 出现 了较为 明 显的提升 ， 拉低 了

服务业单位增加值创造就业的能力 。

服务业就业弹性三年移动平均 一 现代服务业就业弹性三年移动平均

图
—

重庆市服务业及现代

服务业就业弹性三年移动平均变化趋势

■

三
）
重庆市现代服务业结构偏离度 的分析

从结构偏离度来分析 — 年服务业

结构偏离度 和现代服务业结构偏离度都呈负 偏

离 ， 长期保持劳动力转入的态势 同时服务业结构
—— ‘

偏离度 和现代服 务业 结 构偏 离度 均 出 现 负 减

少 ， 又说明这种劳动力转入 的趋势越来越弱 。

￡ 重
漏 年和― 年 ， 服务业结构偏 离度为正值 ’ 而

传统服务业就业 比重比例
现代服务业结构偏 离度为负值

， 这 明传统服 务

业劳动力吸纳能力 已经达到 了 临界值 ，存在劳动

图
—

丨 年重庆各产业就业 比重变化趋势
力转出 的可能性 ，

而现代服务业仍然具有劳动力

二
）
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就业弹性 的分析 转人的空 间 参见图 。

从就业弹性来分析 ，
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就 —

年 服 务 业结 构 偏 离 度 负 减 少

业弹性值一直高于服务业就业弹性值 ，
这说明现 ， 现代服务业结构偏离度负减少 表

代服务业增加值每变化
一

个百分点 所引 起的从 明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 的能力与传统服务业相

业人员变化比传统服务业更为 明显 ，表示其就业 比潜力更大 。 年前现代服务业结构偏 离度

促进能力 更强 。 传统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 型产 负偏值均低于服务业负偏离值 ，说明 年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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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从 、 分别降低至 、 ，
劳

： 一 丨

动密集度都在增大 ， 由 于现代服务业多为资本密集

型产业 ，所以其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服务业比较劳
—

动生产率 。 现代服务业比传统服务业劳动密集程

度更低 ，
存在更大劳动力转入空间 参见图 。

°°

三 、重 庆 市现 代服务 业 内 部 各 行 业

就业效应的分析

务业结构偏舰 现代服务业结构
本 义通过对 — 年重庆市现代 丨 务

业内部各行业就业 比重 、就业弹性 、结构偏离度 、

图 丨 丨 重庆市服务业及现代服务

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趋 势
■动生产率指 理分析 ’认为胃

卜⋯
庆市现代服务业 内部各行业就业结构不均衡 优

务业 对
巧 倾慢 ，

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就业
‘

比重仍然较低。 现代服务业各行业就业效应差异
于 ，

性大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巳经 出现劳动力转

的情况 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
四 ）
重庆市■絲业 比较

■ 动生产輔
痛餅业贿足够灿劳动力转人空间 。

一

）
重庆市现代服务 业 内部各行业就业 比

从现代服务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

漏 年重庆 丨 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较劳
， 现代服务业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公共管

产率都
，
于 ’分动

，
集度较低 ’仍

巧
存在劳动 力

理与社会组织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教育是带 动
转人的空 丨

“
’但转入空间逐渐变小 。

就业 的 主力军 ，
四者 占 现代服务业 就业 比重 约

厕 年
、

篇 年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 挪
，剩余七个行业仅占 约 。 虽然居民服务

減他服务 ， 文化 、体育与娱乐业产值较低 ， 却吸
传统服务业劳动密集度已经超过继续吸纳劳动力

力 。

的极值 ，劳动力幵始向外转移 ’
而现代服务业劳动

年以来现代服务业 内部各行业就业结
集度仍然处在可吸—转入 的范 ’参

构有 了 定幅度的优化 但效果并不明显 。 居 民

°

服务和其他服务就业 比重有所下降 金融业 房地

‘

一

产业 ，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

福利业 文化 、体育与娱乐业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
°

织行业出现了就业 比重的微幅上涨 ， 其他行业就

：：

‘

奉
业比重保持不变 ，参见表 。

二
）
重 庆市 现 代服 务 业 内 部各 行业 就 业

°

弹性的分析

由于部分行业经济增长 率
一

些年份为负 ， 所
‘一 ‘ ‘ ‘ ‘ ‘一 ‘一

‘ ‘ ‘

‘

以其弹性在这些年份也为 负值 。

— 年

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 内各 、

丨 就 丨 ： 人多出 现小 幅说

的正增加 。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测 ，公共

管理与社会组织就业弹性增长最为 明显 其次信

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教 育 ， 金 融业 ， 卫

年重庆市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就业弹性增 长 也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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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大力发展这几类行业对就业的拉动非常明 显 参见表 。

表 年重庆现代服务业行业就业效应各指标数值

租赁 和 ， 居民服 文化 、 公共管

金融业 商务 和其 教育 体育与 理与社
机服务 产业 服务与 共设施

灿 服么
和社会

砲 広 、
丨

丨，

和软件业 地质勘测 管理业 福利业

就业

比重

就业

弹性

结构偏

离度

‘

卜 鈴

劳动

生产率千

数据来源 ：表中数值通过整理计算
—

年 《重庆统计年鉴 》 相关数据得到

三
）
重庆市现代服务 业 内 部各行业 结构 年以来该行业正偏离值降低表 明其劳动力

偏离度的分析 转出的压力趋缓 。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表现为较高 的正偏离 继续增加吸纳劳动力 的能力在 年基本终结 ，

值
，说明其存在劳动力转出 的可能 ，并已经出现就 该行业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储备达到一个平衡水

业比重下降的情况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结构偏离 平 。 金融业结构偏 离度 自 年来 出现明显的

度虽然也为正偏离 ，存在劳动力转 出 的可能 但未 负增加 说明劳动力 向其转人的可能性加大 ；科学

出现就业比重 的下降 ， 原因在于该行业本身吸纳 研究 、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测结构偏离度也出现一

就业的空间未被完全挖掘出来 在这个空 间未被 定幅度 的 负增 加说 明其劳 动 力转入的可 能 性

完全开发之前 劳动力 转出 的可能更多地表现为 加大 。

一种压力 ， 而不是真正 的就业 比 重下 降 ，
而 自 年结构偏离度表现为负偏离从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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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位的是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 务业中解决就业的主要力量 。 优化传统服务业结

服务和软件业 ，这三个行业作为重庆市近年来重 构 维持其现有的劳动吸纳能力 ，也是保证重庆服

点发展的行业展现出 了广 阔的劳动力吸纳空 间 ， 务业就业的重要方面 。 对于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

参见表 。 政业 ，应打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第三方物流

四 ） 重庆市现代服务 业 内 部各行业 比 较 等 ；对于批发 和零售业 ，应发展更先进的业态形

劳动生产率的分析 式 如电子商务和连锁经 营等 ； 对于住宿和餐饮

年 以来 ，金融业 房地产业 ， 信息传输 、 业 ，应向高端住宿餐饮方向发展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 数值
（
三

）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远大于 说明劳动密集度较低 存在巨 大劳动力 优越的经济 、政策 、法律 、人才环境是保证重

转人的空间 其 中金融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持续增 庆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并发挥巨大就业效应的基

大 表现出膨胀式的就业吸纳能力 。 础 。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 也是市场

现代服务业内部各行业 年来 ，
比较劳动 的服务者 ，应努力放宽市场准人条件 ，降低及消除

生产率数值普遍存在下降趋势 说明越来越多的 进入壁垒 ，加快市场法规和制度建设 ，为现代服务

劳动力正在 向现代服务业部 门转移 。 水利 、环境 业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 。 重庆市现代服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较劳动 务业从业人员 目 前大部分来 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

生产率在 附近波动 ，说明这两个行业劳动力供 专业素质偏低 ， 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这部分劳动力

需基本 已达到 了均衡状态 。 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的就业素质 ，完善相关培训制度 同时对于现代服

结构偏离值远低于 ， 已经 出现较为明显的劳动 务业的高级技术服务人才 ，应该予 以大力度引进 。

力过剩的状况 ，这与前几个指标研究的结果
一致 ，

参见表 。

四 、对策建议
丨 丹尼 尔 贝 尔 后工业社会 的 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 ， —

击士士《
一
一

处糾此打叫 曰 沾古儿进

一项探索 北京 ： 商务 印 书馆 ’
丨

重庆市城乡一兀结构特征 明显 ，在城市化推 ■

！ 晁钢令 服务产业与 现代服务业 上海 ：上海财经

进的过程中 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农村劳动力 向城

市转移的压力 ，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解决
来有 为 当 前 我 国 需要大 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 改

这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 与此 同 革

时 ，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有助于重庆市服务业结构 胡 启 恒 诠释 我 国 现代服务业 中 国 信 息 导报 ，

的优化 竞争力 的增强 。 发展现代服务业 首先 ，

应该充分挖掘其有效需求 ， 为其发展提供根本动 刘 重 现代服务业发展与预测 天津 ：
天津社会科

力 其次 现代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发展应该有轻 学 版社
，

重缓急之分 政府应特别重视金融业 ，房地产业 ，

高 素香 淺谈发展地 区现代服务业 金融 经济 （ 理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三个行业 尤其
论紀 ° ：

是金融业的发展 。 再次 文化 、体育与娱乐业 ，公
产 分析 宁税务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共管
，

社会 织 ’

丄

教育业也应在置于现代驗
张淑君 我 国服 务业的就业特征分析⑴ 中央财 经大

业各行业中靠 的 乂置发展 。

学学报 ， ：

二
） 优化传统服务业结构

曾 国平 ，李 燕清 ，
陈朋真 西部地 区服务业发展的就业

传统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虽 已趋于饱和 ， 促进效应 研究 ： 重庆例 证 经济 问题探 索 ，

但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
（

和餐饮业在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间 内仍然是我 国服 郑 吉 昌 何万 里 ， 夏 晴 论现代服务业的 隐性就业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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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机制 财 贸 经济 经大学学报

张杰 ，马斌 中 国 第 三产 业 内部 就业 结构 变动 趋势分 曾 国 平 等 我 国 西 部服务业发展地 区差异 与 区 域协

析 广 东商学 院学报 调 实 证研究 重庆理工 大学 学报 （ 社会科 学 ） ，

张原 中 国服务业就业吸纳 能力 下降之谜 责 州

财经大学 学报

曾世法 中国服务业结 构 变 迁是否合理 责 州 财
（
责任编校 朱德东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