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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产业经济学和统计学理论，本文对我国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做了概要的实证分析，试图阐明我国就业人

员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基本符合赛尔奎因－钱纳里模式，且较接近人均GDP为1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 

    一、产业结构与配第-克拉克定律 

    1、产业和产业划分 

  产业作为社会分工现象，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充实、逐步形成的专业生产或服务的集合。产业是

指按产品分类，生产某一类产品的一群人、一批组织（单位、企业）合在一起组成的一个行业。“三次产业”是

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A．Fissher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首先提出来的。5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在

经济统计中采用三次产业划分法，简称为“三分法”。 

  1992年，在借鉴国际通用的国民经济帐户体系（SNA）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国务院决定实施以三

次产业划分为基础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此后，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不断地有一些变化与调整。目前，《中

国统计年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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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次产业

划分为：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第二产业是指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

业；第三产业是指除了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始用于20世纪40年代，指国民经济的产业组成和各产业构成、地位及相互关系。产业结构状况是

一个经济时代区别于另一个经济时代的显著标志。任何一个时代的产业结构都是一定技术水平、资源结构和需求

结构的综合反映。 

  产业结构包括：（1）产业成长状况。即：从一个时点观察和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构成状况；从时间

序列观察和了解产业发展和变动情况。例如，有哪些产业、产业数目、新兴产业、成长产业、成熟产业、衰退产

业、消亡产业等。（2）产业发展水平，即产业构成。表示某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一般可用两种方法，

即不同产业的总值及其比例、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比例。（3）技术经济联系。它揭示产业间的数量依存

关系，阐明产业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状态和方式。这可用两个系数来表示：一个叫做投入系数，是直接消耗

系数；另一个是逆矩阵系数，是完全消耗系数。 

  3、配第-克拉克定律 

  在三次产业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随着工业化进展的变化

趋势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不断提高，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

时，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不再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持续下降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持续上升形



成一种替代关系。三次产业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收入构成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收入构成

不断上升，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以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上升的速度快于收入构成上升的速度。 

    二、我国产业结构基本状况 

    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基本趋势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换代加速，并向第三产业倾斜；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各国

竞相发展的支柱产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边际效益递减。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于此做简要分

析： 

  1、产业结构的基本评价 

  1949-1977年，我国第二产业得到优先发展，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这得益于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

但我国工业化布局并不合理，经济代价也很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第一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限制，且第

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片面强调粮食的重要性，导致产业内的其他行业得不到发展。第三产业没有能

够发展起来，因为当时我国不承认商品和市场经济。 

  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产业结构得到较大幅度调整。表现为： 

  （1）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第一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改变

了以前单一的“以粮为纲”格局。 

  （2）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且对第二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轻工

业、家电业等得到较快发展。 

  （3）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增加就业机会、吸收富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

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得到飞速发展。 

  （4）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由第二、三产业带动。 

  2、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 

  虽然如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突出表现为： 

  （1）第三产业构成过低。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17251.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14.6%，第二

产业占52.2%，第三产业占33.2%。而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构成均在70%左右。2001年，美国第一产业构成为

1.6%，第二产业为23.1%，第三产业为75.3%；第三产业中构成最大的是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和不动产。1997

年，这两个行业分别为20.4%和19.4%，相加构成为39.8%，超过我国第三产业2003年构成6.6个百分点。作为发

展中国家，2002年印度第三产业构成亦达50.7%，超过我国同期第三产业构成16.4个百分点。2002年，韩国第

三产业构成也达55.1%，高出我国同期第三产业构成20.8个百分点。 

  （2）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放慢。朱高峰在《产业大观》（2000年）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3-1998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长不仅低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且低于GDP增长速度。这是需要认真关注的事情。第三产

业快速健康发展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极大，且是解决21世纪我国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3）三次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基础薄弱、设备老化、重复生产，单一产

品多、高档产品少，质量低、服务差，技术创新能力差、自主开发程度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管理

落后、效益低下等。 

  3、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国家都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保持竞争优势。世界范围

内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全球性浪潮和发展趋势。我国也在不断加大经济体

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力求走上一条技术创新和集约化经营之路。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

国开始了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四种基本发展态势： 

    (1)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加快。传统产业指知识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这些产

业要想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就必须走产业改造、调整和升级之路，淘汰旧工艺，更新产品，增强竞争力。 

  （2）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展现出旺盛生机。新兴产业指知识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信息

通讯、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机电一体化、环境保护、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纳米技

术等产业与技术的崛起，推动了又一次产业革命，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第三产业蓬勃发展。除餐饮、服务、旅游等行业发展势头继续看好外，法律、金融、保险、咨询、信

息、市场、代理、评估、物流等与一、二产业息息相关的知识服务型产业正在兴起。 

  （4）带动人力/人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社会生产和生活结构，也改变人力/人才资源的需

求结构，促使人力/人才资源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科技进步为前提，产业结构升级的明显优势表现为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是靠人才

优势，尤其是人才的知识结构优势来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

整升级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4、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2001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我国“十五”期间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国际竞争力增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3%、51%和36%，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44%、23%和33%。 



  十六大确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方向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

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积极发

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

制造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正确处理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三、我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发展趋势 

    1、经济活动人口增长趋势 

  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

人口。1952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为21106万人，1978年为40682万人，2003年为76075万人，净增54969万人，

年均净增1077.8万人，年均增长2.55%。1978-2003年经济活动人口净增35393万人，年均净增1415.7万人，年

均增长2.54%。 

  2、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总量变化趋势 

  就业人员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

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农村就业人员、其他就业人员（包括民办教师、

宗教职业者、现役军人等）。这一指标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

力的重要指标。 

  1952年我国就业人员总量为20729万人，2003年为74432万人，净增53703万人，年均净增1053.0万人，年

均增长2.54%。1978-2003年就业人员净增34280万人，年均净增1371.2万人，年均增长2.50%。我国就业人员

与经济活动人口基本保持同步的增长速度。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量1952年为17317万人，2003年为36546万人，净增19229万人，年均净增377.04万

人，年均增长1.48%。1978-2003年，净增8228万人，年均净增329.12万人，年均增长1.03%。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总量1952年为1531万人，2003年为16077万人，净增14546万人，年均净增285.22万

人，年均增长4.72%。1978-2003年，净增9132万人，年均净增365.28万人，年均增长3.41%。1998-2003年，

净减583万人，年均净减116.6万人，年均减少0.64%。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量1952年为1881万人，2003年为21809万人，净增19928万人，年均净增390.75万

人，年均增长4.92%。1978-2003年，净增16919万人，年均净增676.76万人，年均增长6.16%。 

  由此可见，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动趋势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1952-2003年我国三次产业就

业人员总量总的都在增长，但增长最快的是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员总量的年均增长率都

在下降，唯独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在上扬；从1998年起，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总量在减少，年均递减0.64%。

第三产业将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3、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我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1952年为83.5%、7.4%、9.1%，2003年为49.1%、21.6%、29.3%。1952-2003年，

第一产业构成净减34.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净增1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净增20.2个百分点。1978-2003年，

第一产业净减2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净增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净增17.6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已有明显改善。 

  反映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变动一般趋势有三种模式：第一，库兹涅茨模式（1971），是按照人均GDP（19

58年美元比价）计算的；第二，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1970），是按照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1964

年美元比价）计算的；第三，赛尔奎因－钱纳里模式（1989），是按照人均GDP（1980年美元比价）计算的。在

第三种模式中，人均GDP为500美元时，就业人员产业结构为65.1%、13.2%、21.7%，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就

业人员产业结构为51.7%、19.2%、29.1%。 

  1994年，我国人均GDP为3923元，低于500美元；而1995年人均GDP为4854元，高于500美元。1994年，我

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为54.3%、22.7%、23.0%。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8214元，达到1000美元；2003年人均G

DP为9101元，高于1000美元。2003年，我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为49.1%、21.6%、29.3%。将三种模式数据和我

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比较，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变动态势与前两种模式的差别较大，

但与第三种模式在相近发展阶段（人均GDP在500-1000美元）的产业结构变动相近，而且明显趋向人均GDP为10

00美元这一阶段，只是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一开始就相对偏高，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仍相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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