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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相关性分析、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扩张弹性、就业弹性等来实证分析广西产业结构变动

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 广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变动总体保持了良性互动关系，达到了相互促

进和相互推动，其中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明显。要使广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实现互动优化，可采取

以下措施: 全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未来广西新增就业的

最主要产业; 大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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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西产业结构进入持续的

升级过程，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表现明

显。从 2007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逐步影响和冲

击实体经济以来的两年中，同全国其他省域经济一

样，广西产业发展与就业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因此，广西产业结构如何在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中保

持与就业结构的良好互动，这将是广西社会经济稳

定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探讨广西产

业结构变动的就业结构效应及其对策，以期为广西

产业结构在优化和升级的同时保持与就业结构的互

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

从各产业的角度来说，各次产业要进行生产并取得

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投入，这些投入即进行物质资

料或服务品生产必须具备的因素，也就是生产要素。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又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劳动

力在各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不但直接反映了各产业

之间、各产业内的比例关系即产业的构成情况，还反

映出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和效益情况。其次，从劳

动力的角度来说，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也随着产业

结构的发展而发展。纵观经济的发展历史，三次产

业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次出现的，包括劳动力在

内的生产要素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第

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

是最重要的; 在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的工业经济时

代，资本是最重要的; 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后工

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以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

指示性因素是最重要的，而技术、信息只有实现与劳

动者的紧密结合，即只有劳动者掌握了技术和信息，

二者才能成为生产要素。就业结构是由产业结构决

定的，产业结构构成了就业结构的物质基础，决定着

就业结构和就业总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变动必然会

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变动，而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

有赖于就业结构的调整完成，必然要经历劳动力再

培训以及劳动者结构性失业、结构性转岗等复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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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过程。

二、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就业结构影响的

实证分析

( 一) 广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

是普遍存在的，同样，某一产业的发展水平对其自身

和其他产业的就业也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笔者按

三次产业分类法，用 rij表示第 i 部门的产值构成和第

j 部门的就业构成之间的相关系数。rij 的大小反映

了第 i 部门产业发展和第 j 部门就业变化的密切联

系程度。当 rij = 0 时，表明第 i 部门产值构成的变动

对第 j 部门的就业比重没有影响; 当 rij = 1 时，表明

第 i 部门产值构成变化引起第 j 部门的就业比重同

向同等程度变化; 当 rij = － 1 时，表明第 i 部门产值

构成变化引起第 j 部门的就业比重反向同等程度变

化。所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各产业的就业比重之间

的相关系数则可用矩阵的形式加以表示。实际上这

个矩阵也就综合反映了各产业构成与就业构成的关

联程度，它为我们制定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提

供了依据，也为我们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指明

了方向。如果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

就业岗位，那么，可以发展与就业正向关联程度高的

产业，通过推动该产业的快速成长来带动整体就业

规模的扩大，以此来实现就业机会的最大化。在劳

动力供求矛盾依然突出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与吸纳

就业关联程度低或反向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产业，应充分考虑社会对下岗、失业的承受能力。必

要时，应适度调整或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

模。
笔者利用广西 1990 年 ～ 2008 年有关三次产业

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相关数据得到三次产业的

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0. 94 － 0. 73 － 0. 69
－ 0. 55 0. 73 － 0. 03









－ 0. 92 0. 68 0. 71

从计算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广西三次产业的产

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有如下关系: ( 1) 第一产业的产值

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度相关，与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的就业结构都是中度负相关。这说明第一产

业的产值仍受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同时，通过统

计数据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一

产业的产值比重，这说明广西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

率还很低，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第一产

业的产值比重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反

向影响，因为它们之间的中度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表

明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了

劳动力储备，第二、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

力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 2) 第二产业的产值与第

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低度负相关，与第二产业的就业

比重中度相关，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微弱负相关。
这说明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关系不

大，而是取决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同时第三产业

吸纳的第二产业剩余劳动力十分有限。( 3) 第三产

业的产值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度负相关，与第

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度相关。这说明广西的

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收

产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移。第三产业产值除受到本部门就业的影响

外，也同时受到第二产业就业较大程度的影响。因

此，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

( 二) 广西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各产业的 GDP 相对比重

与就业的相对比重之比，是测度产业结构效益的一

种有效方法。通过某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全社会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比较，可以反映该产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显示出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

内部的差距。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迫使劳动力

从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向比较劳动生产率

高的产业部门转移，也会使产业的就业结构发生相

应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本身有助于提高就业增长率。
因此，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可以用来分析产业结构变

动对就 业 结 构 造 成 的 影 响。笔 者 利 用 1991 年 ～
2008 年各产业的 GDP 比重和就业比重数据计算出

广西 18 年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如下表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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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测度表

年份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业扩张弹性 就业弹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1 0. 50 2. 72 3. 17 0. 86 0. 71 0. 65 0. 225 0. 429 0. 723
1992 0. 49 2. 71 2. 99 1. 27 0. 75 1. 03 － 0. 047 0. 282 0. 560
1993 0. 41 3. 38 1. 99 2. 75 0. 49 1. 06 － 0. 285 0. 107 0. 625
1994 0. 41 3. 41 1. 60 1. 12 0. 81 1. 20 － 0. 009 0. 128 0. 380
1995 0. 46 3. 03 1. 56 0. 70 1. 78 0. 87 － 0. 011 0. 372 0. 282
1996 0. 48 2. 96 1. 53 0. 74 1. 39 1. 01 0. 056 0. 037 0. 249
1997 0. 49 2. 94 1. 48 0. 79 1. 55 0. 90 0. 049 － 0. 008 0. 745
1998 0. 47 3. 09 1. 44 3. 62 0. 60 0. 87 1. 283 － 0. 012 0. 892
1999 0. 45 3. 15 1. 49 － 0. 97 1. 39 0. 32 0. 019 － 1. 035 0. 396
2000 0. 44 3. 26 1. 36 － 3. 03 0. 75 0. 58 1. 628 0. 098 1. 666
2001 0. 42 3. 16 1. 44 2. 82 1. 83 0. 53 － 0. 019 － 0. 206 0. 124
2002 0. 39 3. 23 1. 48 2. 41 1. 09 0. 70 0. 057 － 0. 185 0. 107
2003 0. 39 3. 25 1. 42 1. 25 0. 73 1. 22 － 0. 121 0. 206 0. 293
2004 0. 41 3. 37 1. 27 0. 90 0. 79 1. 39 － 0. 064 0. 105 0. 536
2005 0. 40 3. 12 1. 27 1. 62 0. 91 0. 88 － 0. 073 0. 595 0. 181
2006 0. 39 3. 21 1. 21 1. 40 0. 76 1. 15 0. 010 0. 153 0. 311
2007 0. 38 2. 69 1. 28 1. 15 0. 80 1. 20 0. 003 0. 874 － 0. 433
2008 0. 37 3. 24 1. 19 1. 19 0. 81 1. 20 － 0. 008 － 0. 577 0. 254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除 1991 年外均低于 0. 5，而且波动幅度很小，最近几

年逐步降低的趋势明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 1，而且从 1993 年起第二产业

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大幅度高于第三产业。进入

21 世纪以来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基本保持

平稳，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降低趋势，更

值得关注。根据库兹涅茨的实证分析，在大多数国

家，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低于 1，而第二和

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大于 1。在工业化阶

段，第二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的

比重都会提高，其中，前者上升的速度会快于后者，

其值趋于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

期，第二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占用劳动力的

比重会不同程度地下降，其值会稳中趋降。而第三

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的比重会持

续地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其

占用劳动力的比重的上升速度会快于创造国民收入

的比重，其值趋于下降。
上表说明，广西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

劳动力转移不充分，且近年来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

产率仍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表现

为先上升后下降，符合库兹涅茨的实证分析情况，并

表明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工业化中期阶

段，而且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较高，由此表明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

吸纳能力较大，对扩大就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具

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

况和库兹涅茨实证分析的结果有所不同，这主要是

因为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第二产业的一些

下岗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造成第三产业的比较

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因此，广西要挖掘第三产业

发展潜力和就业潜力，仍将面临巨大困难。

( 三) 广西产业扩张弹性分析

产业扩张弹性是动态地描述一项产业扩张和萎

缩的程度，即产业规模变化的趋势。通过产业扩张

弹性的计算，可以评价以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从

而影响到就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其计算公式是:

δ =
Qit+1 － Qit

Qit
×

Σ
n

j = 1
Qjt

Σ
n

j = 1
Qjt+1 － Σ

n

j = 1
Qjt

其中 δ表示由 t年到 t + 1 年中的产业扩张弹性，Qit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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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 t 年第 i 产业的产值，Σ
n

j = 1
Qjt 表示第 t 年各产业的

产值之和。当 δ > 1 时，表示 i 产业增长速度大于总产

出的增长速度，呈扩大趋势。当 δ = 1 时，表示 i 产业

与总产出以相同规模变动。当 0 < δ < 1 时，表示 i 产

业增长速度小于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呈相对萎缩趋

势。当 δ = 0 时，表示产业规模没有变化。当 δ < 0 时，

表示 i 产业呈绝对萎缩趋势。笔者利用广西 1991 年

～ 2008 年三次产业的产值计算出各年的产业扩张弹

性( 如上表所示) 。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产业扩张弹性有 11

年的值大于 1，这说明第一产业在这期间的增长速度

高于总产出的增长速度;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

除 2004 年弹性稍低外，其余年份均大于 1，表明从

2001 年起广西第一产业呈扩张趋势，这与这些年对

农业投入的力度加大、农产品价格较高、第一产业产

值增幅较大的事实相符合。第二产业的产业扩张弹

性除在 1995 年 ～ 1997 年、1999 年和 2001 年 ～ 2002
年大于 1 外，其他年份均小于 1。特别明显的是，第

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具有起伏交错的特征，即

在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低于总产出的增长速度时，第

三产业则呈相对扩张的趋势，当第二产业出现扩张

时，第三产业相对萎缩。这一现象说明两大产业之

间发展的不协调性。另外，从 2003 年至 2008 年，第

二产业扩张弹性均小于 1。与第一产业的扩张势头

相对比，第二产业的相对萎缩预示着产业结构的逆

向变动，这种变动从长期来看是不利于就业结构优

化的。第三产业有一半时间的值均大于 1，说明第三

产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增长速度高于总产出的

增长速度。可喜的是，由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一些新型的服务业发展迅

猛，近几年第三产业持续扩张。可以预见，第三产业

将成为广西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部门。

( 四) 广西就业弹性分析

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

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就业弹性为正

值时，弹性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大; 弹性

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小。在就业弹性为

负值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分为两种: 一种为

“挤出”效应，这种效应来自经济为正增长但就业减

少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挤出”效

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挤出”效应就

越小; 另一种为“吸入”效应，这种效应来自经济为负

增长但就业增加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

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大; 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

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小。其计算公式为:

就业弹性系数 = 就业增长率 /GDP 增长率

笔者利用广西 1990 年 ～ 2008 年三次产业的产

值和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进行计算得出 1991 年 ～
2008 年广西各年的就业弹性值( 如上表所示) 。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正负值各

为 9 年。1998 年和 2000 年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为

正值，且弹性值较大，这说明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对就

业具有较明显的拉动效应，且拉动效应较强。第一

产业的就业弹性为负值，而第一产业的产值呈逐年

增长的趋势，这说明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对就业具

有“挤出”效应，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广西多数年

份的就业弹性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仍然需要继续

转移 剩 余 劳 动 力。第 二 产 业 的 就 业 弹 性 在 1997
年 ～ 1999 年、2001 年 ～ 2002 年以及 2008 年为负值，

而且在此期间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量为正，就业增长

为负，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重组，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大批的第二

产业劳动力被分流挤出第二产业，转移到其他产业;

2008 年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第二产业明显受到影响，

有大 量 的 劳 动 力 被 挤 出。1991 年 ～ 1996 年 以 及

2003 年 ～ 2007 年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正值，这说

明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对该产业的就业增加具有一

定的拉动作用，但是仅有 1991 年、1995 年、2003 年、
2005 年和 2007 年等年份就业弹性较大，其余年份就

业弹性的值均较小，说明在整个分析期中第二产业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再分析第三产业的就业弹

性可知，除 2007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负值外，其

他年份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正值。这说明第三

产业的发展，对增加该产业的就业具有重要的拉动作

用，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广西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扩大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力将

从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广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优化的对策

基于以上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要实现广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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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优化，可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全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加速新型工业化进

程。一方面，应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升现有

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广西整体经济素质，充分

发掘第二产业就业潜力。这需要从调整和优化产业

发展重点、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区

域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长期的努力。另一方面，

各地仍应大力扶持具有特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这类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功能事实上会随着产

业结构的升级而变得愈加重要。此外，由于广西目

前已基本建成一个纵横交错、沟通内外的高速交通

网络，已经能够为区内进行跨地区、跨城市合作提供

交通区位条件，因此，应着手构筑市际产业带和产业

链，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的产业分工，大城市以新兴

产业为重点，中小城市则向各具特色的加工制造中

心发展，以更好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就业空间。
第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未来广西

新增就业的最主要产业。应以现代物流业为龙头，

加快发展与广西制造优势产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

业，积极推进物流中心和物流基地的发展。应把传

统的运输业、仓储业改造提升为现代化物流企业，大

力培育第三方物流。应充分把握制造业分工细化的

趋势，围绕特色农业、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配置物流

设施，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以柳州市和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物流基地。至

于中心城市，则应重点培育包括会展、融资、保险、法
律、会计等在内的商务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的集聚

发展，为广西制造业提供完善的服务配套，并形成第

二、第三产业的良性互动，降低商务成本，提升广西

城市能级。应提高服务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

鼓励服务业引进先进技术，推进服务品牌建设，推进

服务业标准化和规范化。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地

区服务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加

快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巩固提升居民服务

业、餐饮业等生活服务业，加快发展连锁经营、中高

级批发市场等新的流通业。
第三，大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按照“适应市

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效益”的原则，以多功

能农业为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基地农业、能源农业、都市农业、创汇农业和观光

农业。多功能农业发展提速了，可以焕发第一产业

吸纳劳动力的新机能，减轻第二产业升级就业“排挤

效应”带来的压力。
第四，应结合广西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

整体要求，根据广西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把握产业

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政府和市

场两方面的功能，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推进制度

创新，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收集、发布和评

估制度。应在政府、职业中介机构与各类职业技术

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之间建立全面合作关系。这种

合作，包括劳动力供求数量和技能的信息发布与传

递、劳动力的培训( 如订单式培训) 以及做好对未来

劳动力供求的科学预测等方面。以有效的机制最大

限度地将劳动力供需双方联系起来，避免由于劳动

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给劳动力就业带来的负面效应，

推进广西的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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