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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美国就业机会的变化 

丁 建 定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就业机会的变化影响越来越受到当代美国社会的关注。科学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对劳

动力素质要求的变化来影响就业机会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呈现出快速变化和不

断提高的趋势。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既表现为就业机会的增加，也表现为就业机会的下降。

就业机会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就业机会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但经济增长依然是影

响美国就业机会增长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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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美国社会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变化的争论 

 

    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的变化一直是美国社会长期争论的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新

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再次引发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变化的关系的争论。 

    1959年，罗伯特. S. 李就美国人对自动化的评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5%的人认为自动化是一件好

事，55%的人认为自动化是一件好坏兼有的事，6%的人回答没有感觉，4%的人认为自动化是一件坏事。李对此作

出这样的评论：认为自动化具有有利影响的观点相信，自动化带来人们生活的更加富裕和方便，促进了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可以获得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常生活也将更加有趣和充满快乐。而认为自动化具有不利影

响的观点则相信，自动化将导致大量失业，老年人将处于困难之中，小企业的经营将更加困窘。他指出，美国

社会关于自动化的两种不同观点表明，民众对自动化的认识和态度具有模糊性，大多数的人认为这项技术的进

步具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双重影响。1965年，路易·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同样的结果，调查显示，人们一方

面认为“自动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及其他一些有利之处，另一方面则抱怨自动化“增

加了失业，限制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机会”。[1] 

    80年代以后，关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变化的关系进一步受到美国社会关注。联邦政府劳工部门否认

技术进步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下降。美国劳工部指出：“微处理机和自动化技术将带来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新职

业，其数量可能比人们原来预想的要多得多。”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劳动力市

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但是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失业在三者中处于最

不重要的位置，整个80年代，美国就业机会变化中的15%可以归因于科学技术因素，85%则是可以在经济的结构

性和周期性运动中找到答案。[2] 

    曾经作为卡特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舒尔茨指出，技术所导致的失业是一个“不真实的问题”，“假

如它是一个问题，那么它也已经被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会增加失业率。人们在一个地方失

去工作，通常会在另一个地方得到工作。高技术本身不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里根政府的劳工部长布鲁克

同样指出：“技术的变化在过去并没有降低工作岗位的总体水平，当然，也存在一些特定职业已经被技术变化

所伤害的特殊情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技术变化的整体影响确实增加了就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3] 

    美国工会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美国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先进技术带来的希望被宣传得过分了，

尽管新兴技术会创造越来越多的新职业，但是，其所创造的新职业的数量与因其所取代的职位的数量不相适



应。”[4]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州长亨特在1985年也指出：“现在美国各地对所谓的技术性或结构性失业不仅熟悉

而且感到非常紧迫，……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技术的变化今天好象已经成为一种黑暗的和有危险的力量，而

不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精神的明证。”[5] 

    当代美国社会还对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应对技术进步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存在歧义。1985年，来自美国伊

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波尔·西蒙明确指出：劳动权应该被认为同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一样重要的公民权

利，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各种组织以协调劳动者、企业和社会力量，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带来的

影响。而美国当时的劳工部长布鲁克则指出：“我不认为需要一种应对技术变化对长期就业带来的影响的联邦

政策。事实上，技术对长期就业的这些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积极的，技术创新和最近的工作手段的进步，

从总体上说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被其所取代的就业机会。我们所需要和具有的应该是一种帮助由于技术变化而

失去长期就业机会者的联邦政策。通常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就业被取代并不需要政府干预，对于那些不能尽

快将自己调整到适应新技术的人们来说，由劳工部所实施的职业培训将提供再培训方面的帮助。”[6] 

    当代美国社会关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变化的争论表明：科学技术进步对就业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成为影响美国就业机会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美

国社会对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机会变化的关系的认识和观点也就存在差别，这就使得对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美

国就业机会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二、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美国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一般通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的变化而影响就业机会的变化。在当代美国，科学技术进步对劳动

力素质要求表现出一种快速变化和不断提高的趋势。20世纪50-6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力素质要求主

要表现在对基础教育素质要求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不同部门就业人口中，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限存在明

显的差别。在制造业中，接受5年以下教育的工人的比例最高，而在政府部门工作者中，接受10年以上教育的雇

员的比例占绝对多数。总体上看，美国各部门雇员中接受5年以下教育者占一半以上，而接受10年以上教育者不

足1/5。 

1955年美国各部门雇员受教育年限比较表[7]（单位：%） 

    这一时期，美国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所雇佣人员的素质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别。人均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

所雇佣的白领人员比例相对较高。例如，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不足2%的企业，在就业增长15%以下时，白领工人

比例为36%，在就业增长15%以上时，白领工人比例为50%；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在2-3.9%的企业，在就业增长

15%以下时，白领工人比例为33%，在就业增长15%以上时，白领工人比例为54%；人均劳动生产率超过4%的企

业，在就业人数增长15%以下时，白领工人比例为24%，在就业增长15%以上时，白领工人比例为53%。[8] 

    20世纪80-9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新技术及其应用对劳动

力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根据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82年所提供的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职业将创造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将对获得者的文化教育和专

业技术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 

1990年美国新职业及其对文化与技术素质的要求情况表[9]（单位：万人） 

部门 5年以下 5-9年 10年以上 总计 

制造业 40 33 27 100

交通运输公用事业 37 34 29 100

政府部门 14 19 67 100

其    他 60 25 15 100

总    计 52 26 22 100

新职业 可提供就业机会 新职业对文化与技术素质的要求 

工业机器人生产技师 150 四年制大学毕业水平 

计算机程序员 100 大学毕业水平 

工业激光加工技师 250 高中生，需经专门技术培训 

能源技师 150 应具有高中或相当于工学院二年制的同等学力 

处理危险废物技师 150 需要经过高度专业化的技术训练 

遗传工程技师 15
研究人员要有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学士学位，生产操作人员要具有高中

和二年技术教育和培训 

医务辅助人员 130 需要有正式护士水平 

为老年事业服务人员 100 需有关护士、娱乐活动专家、脑力卫生专家和营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 

仿生电子技师 20
应具有有关微处理机知识，解剖学、生理学、精神病学的专门教育和训

练，相当于大学四年毕业水平 

房屋修缮师 175 同能源技师 

全息照相专家 20 要受过两年以上专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电池技师 25 要求受过职业高中教育人员 

材料利用技师 50 要求二年以上工学院毕业人员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

高，大多数新技术职业对劳动力是否具有高层次专业教育与技术水平提出明确要求。许多职业不仅要求从业者

应具有本专业硕士以上学位，还要具有从事本领域专业实际工作经历。 

1999年美国与岗位和教育素质相关联的信息通信技术职能类别表[10] 

 

三、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美国就业机会的增加 

 

    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

用，不仅推动了信息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而且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信息产业就业机会的增长从20世纪

中期开始成为美国就业变化的新特点。1950-1980年，美国信息产业从业人口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从

30.7%提高到45.8%。信息产业从业人员中，从事信息处理的人员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最高，从事信息制

造的人员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例的增长最为明显，在从事信息制造的人员中，尤其以从事信息科技咨询人员

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例的增长更为明显。显然，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中，上述两个就业机会增长明显的职业

中的从业人员，都需要有比较较高的教育与技术水平。 

20世纪中期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就业者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例表[11]（单位：%） 

 

    1985年，美国劳工部对未来10年的就业情况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中，美国就业方面将呈现出

高技术产业就业增长的趋势，在37种将会有最大的就业增长的职业中，大约1/3的职业需要有大学毕业水平。 

 

1985-1995年美国就业机会增加与减少的部门比较表[12]（单位：%） 

职业类型 主要职能 典型职业 典型教育背景 

构思人员 

构思和描绘出计算机

或者产品基本性质的

人员 

企业家、产品设计者、研究工程

师、系统分析师、计算机科学研

究员、需求分析师、系统建筑师 

通常最低为学士学位，但较为常见的是硕

士或博士学位。 

开发人员 

说明、设计、建造和

测试某种信息技术产

品的人员 

系统设计师、编程员、软件工程

师、测试员、计算机工程师、微

加工设计师、芯片设计师 

通常最低学位是学士或者硕士 

修改人员 

对某种信息技术产品

进行修改或增补的人

员 

维护编程员、软件工程师、计算

机工程师、数据库管理人员 

绝大多数是学士或者硕士学位。企业主办

专业课程对掌握具体的产品知识很重要。 

支持人员 

提供、安装、操作维

护和修理信息技术产

品的人员 

系统咨询员、售后服务专家、问

讯台接待专家、硬件维护专家、

网络安装员、网络管理员 

通常是准学士学位，但学士学位和其他许

多短期课程适合这类工作。企业主办的专

业课程深受欢迎。 

分类 1950年 1980年 

信息制造者 小计 5.0 9.7

科技咨询人员 3.2 6.0

信息收集员 0.3 0.4

市场研究员 1.5 3.3

信息处理者 小计 21.2 28.6

管理员 10 15.5

程序控制员 11.2 13.1

信息分配者 小计 2.3 4.4

教育人员 2.1 4.2

通信工人 0.2 0.2

信息基础设施

人员 

小计 2.2 3.1

信息机械工人 1.0 1.7

邮电通讯人员 1.2 1.4

总计 30.7 45.8

就业机会增加的部门 就业机会减少的部门 

部门 增长的比例 部门 减少的比例 

收银员 3.6 速记员 40.3

注册护士 2.8 道路信号工 26.4

房屋管理员 2.8 制鞋、制革工 18.6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就业机会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十分明显，1985-1993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就业

人数徘徊在405万人左右，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就业机会的贡献开始明显，1994年信息技术产业就

业人数增加到416万多人，1995年增加到近441万人，1996年达到464万人，1998年约为520万人。据美国劳工统

计局的预测， 1996-2006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就业增长率将达到3.0%，高于整个就业增长率1.4%的一倍多。

[13]该预测还指出：美国职业增长最快的群体是高技能电脑人员，在电脑和数据处理行业就业的人数将增长一

倍，达到250万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扩张将刺激对电脑工程师、电脑系统分析师和电脑科学家的需求。[14]就

就业机会增长的职业所需的教育和培训而言，增长最快的将是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获得者。 

    信息技术产业技术人员的严重不足，使得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工人的工资呈现不断增长趋势，1985-1996年，

美国所有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3.8%，而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5.2%，硬件部门工资年均增

长率为5.1%，软件服务部门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为6.6%，通信设备部门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为4.1%，通信服务部门

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为4.3%，均高于美国所有部门的平均的工资年均增长率。[15]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人们争取实

现就业的重要领域。 

 

四、科学技术进步与当代美国就业机会的下降 

 

    科学技术进步在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使得一些部门及职业的就业机会下降。不断发展进步的当

代科学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使得一些美国劳动力的就业出现严重的不稳定。1979年，美国

《劳工评论月刊》对510万工人进行了跟踪调查，到1983年，只有30%的工人还保有同类工作，接近30%的工人的

工资被削减了20%以上，近50%的工人的工资削减了20%，40%的工人找不到工作，25%的工人仍然在寻找工作。 

    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大量地降低着雇

佣人数。里查德·达夫博士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公司将不得不减少雇佣人员的数

量”。威斯里·隆铁夫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到2000年，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使美国节省12%（约2000万名）的工人

成为可能。列昂节夫和杜沁估计，到2000年，高科技的快速应用将使生产同类产品和服务的工人的数量比1980

年减少11.4%，其中管理者和办公人员将减少40%，销售人员将减少18%。[16] 

    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失业率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失业的压力对于相对缺乏

较高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的蓝领工人影响更大。对比显示，美国白领人员的就业者比例大于蓝领人员的就业者

比例，而美国蓝领人员的失业者比例和失业率几乎高出白领人员失业者比例和失业率一倍。1984年，美国蓝领

人员失业率为25.2%，而白领人员失业率为13.8%。美国蓝领人员的长期失业率[17]也高于白领人员。白领人员

失业者中失业周数在26周以内者的比例明显高于蓝领失业者的比例，白领失业者中失业时间在27-52周之间者的

比例基本接近蓝领失业者的比例，而白领失业者中失业超过52周的长期失业者的比例远远低于蓝领人员中长期

失业者的比例，蓝领失业者中长期失业者的比例高出白领失业者中长期失业者的比例10%以上。与此相应，蓝领

失业者中失业持续时间达到全国平均失业持续时间者的比例，也要高出白领失业者中失业持续时间达到全国平

均失业持续时间者的比例12-15%。[18]显然，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蓝领人员比白领人员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长

期失业问题。 

    20世纪90年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信息技术产业部门自身的就业

人数不断减少。美国电子元件和配件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和办公室设备制造业产出增长明显，而

这些部门的就业增长并不同样明显，计算机和办公室设备制造业甚至出现就业人数明显下降趋势。根据国际劳

工局的估计，21世纪最初10年中，美国电子元件和配件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和办公室设备制造业

产出仍然将保持明显增长，但是，除了电子元件和配件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有明显增长外，其他两个部门的就业

增长并不明显，计算机和办公室设备制造业就业人数依然呈现出下降趋势。上述趋势的直接结果是：美国信息

通信技术产业部门中除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产业外，其他三个产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保

持较低水平，而且还将在21世纪初继续保持较低弹性。 

美国信息通信技术部门产出和就业增长情况比较表[19] 

侍者 2.7 缝纫工、毛衣工 16.7

会计师 2.9 农场工人 11.2

中小学教师 1.9 学院和大学教员 10.6

计算机程序员 1.5 挤吸机器操作工 9.1

综合办公人员 1.5    

计算机系统分析师 1.3    

门卫 1.2    

律师 1.1    

蓝领总监 0.5    

项  目 年代 
计算机和数据

处理服务 

电子元件和配件

制造 

通讯设备制

造 

计算机和办公

室设备制造 

信息通信技术

部门产出水平

和年均增长率

变化 

产出（10亿美

元） 

1988 77 55 38 50

1998 219 203 78 446

2008 584 571 169 1723

年均增长率

（%） 

1988-1998 11.1 13.9 7.6 24.6

1998-2008 10.3 10.9 8.1 14.5



 

五、几 点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科学技术进步是美国就业机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代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

生产的联系更加直接和紧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应用程度成为影响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和直接因素，科

学技术进步及其应用也就成为影响美国就业机会变化的直接因素之一。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变化而表现出来

的，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呈现出快速变化和不断提高的趋势，因此，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变化

的需要，具备新技术及其应用所需要的基本素质者往往可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不具备新技术及其应用

所需要的基本素质者往往就会失去原来的就业机会或者很难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再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存在，它既

表现为一些行业或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也表现为一些行业或人员就业机会下降，前者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的

进步对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后者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就业机会的消极影响。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额是否大于其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降低额，当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额

大于其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降低额时，可以说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长，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

就业机会的增加额小于其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降低额时，那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就业机会的降低。因

此，必须将正反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科学技术进步对当代美国就业机会变化的影响。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就业机会变化的影响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否认其他

重要因素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事实上，就业机会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也不能孤立地对就

业机会产生影响，而只能在应用到社会生产中的时候，通过整个经济活动对就业机会产生影响。离开在社会生

产中的应用，离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抽象的谈论科学技术进步对就业机会变化的影响，不利于科学合理地

评价科学技术进步对就业机会变化的实际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不同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增长的变化的事实表明，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就

业机会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经济增长依然是影响美国就业机会增长的根本因素。1948-1985年，服务

业等部门是美国经济中平均呈现增长状态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就业也同样呈现增长状态，而制造业、矿业等部

门是美国经济中平均呈现下降状态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就业同样呈现下降状态。 

1948-1985年美国部门经济增长与部门就业增长关系表[20]（单位：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的事实同样证明了上述观点。 1993-1997年，英国和

美国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西方国家，其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为2.9%，因此，英国和美国也就是年

均就业增长率最高的西方国家，美国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为1.9%，英国为1.1%，尤其是美国在年均劳动力增长率

为主要西方国家最高（1.3%）的情况下，依靠最快的经济增长实现了最高的就业增长。相比之下，法国、德国

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明显较低，法国为2.2%，德国2.1%，日本为1.9%，这些国家的年均就业增

长率也就明显低于英国和美国，法国0.3%，德国为负0.8%，日本为0.4%，尤其是德国在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下降

的情况下，就业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下降趋势。[21] 

    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就业机会的

信息通信技术

部门就业水

平、增减情况

和年均增长率

变化 

水平（千人） 

1988 673 622 275 459

1998 1599 660 282 379

2008 3472 820 302 369

增减情况（千

人） 

1988-1998 926 38 7 -80

1998-2008 1872 160 21 -11

年均增长率

（%） 

1988-1998 9.0 0.6 0.3 -1.9

1998-2008 8.1 2.2 0.7 -0.3

就业弹性 
1988-1998 0.81 0.04 0 0

1998-2008 0.79 0.2 0.1 -0.02

部门 项目 1948-85 1948-1957 1957-1966 1966-1973 1973-1979 1979-1985

耐用品制造业 
就业增长 -0.09 0.15 0.13 -0.22 -0.22 -0.47

产量增长 -0.01 0.13 0.06 -0.15 -0.13 -0.02

服务业 
就业增长 0.21 0.01 0.08 0.19 0.35 0.58

产量增长 0.14 -0.12 0.09 0.22 0.32 0.35

金融保险业 
就业增长 0.09 0.08 0.04 0.12 0.11 0.13

产量增长 0.02 0.05 -0.02 0.06 0.08 -0.06

政府企业 
就业增长 0.01 0.02 0.03 0.01 -0.01 0.01

产量增长 -0.02 -0.05 0.00 -0.04 0.00 -0.01

矿业 
就业增长 -0.02 -0.06 -0.06 -0.02 0.06 -0.01

产量增长 -0.02 0.00 -0.03 -0.02 -0.04 -0.03



影响也将更加全面而又深刻，如何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尤其是应对科学技术变化对就业

机会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在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即可能避

免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并使低技能劳动力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总趋势下获得比较充

分的培训，从而得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应该成为各国政府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