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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试论加入 W TO 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张车伟 ,蔡　日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在分析就业弹性变化的基础上 ,本文考察了入世对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来看 ,WTO 对就业的影

响在方向上和目前就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一致 ,这就决定了入世对就业不会造成净负面影响。但分三次产业

来看 ,入世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农业是受入世影响和冲击最严重的行业 ,但农业因此而损失的就业机会

只相当于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极小一部分 ,约占 0. 7～1 %左右 ,入世对农业的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

收入而不是就业上 ;入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有正有负 ,这要依具体工业行业特点而定 ,但增减相抵 ,入世对工

业就业仍然具有增加效应 ;最后 ,入世将大大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 ,第三产业就业是中国入世最大的收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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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 WTO 时代 ,并不意味着过去 20 余年增长与改革趋势会改变。WTO 框架

只是为中国继续其改革开放道路设定了一个时间表 ,并创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外部约束环境。所

以 ,以往就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趋势 ,也将在 WTO 框架下得以继续。从这个意义

上说 ,WTO 对就业的效应以正面为主。并且 ,能否克服潜在的 WTO 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取决于经

济发展战略能否适宜地转向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有赖于 :产业结构继续按

照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比较优势调整 ,经济政策是否把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放置中心地位 ,以及社

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具体到 WTO 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则必须分部门和行业来研究 ,分析 WTO 效应与该部门和行

业现有的就业趋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总的来看 ,中国经济仍然在稳定增长 ,而结构也正在经历

着快速调整。从就业来看 ,劳动力正在迅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转移 ;而具体到

每一个产业则是劳动越来越密集化 ,经济和就业结构不断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

WTO 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是什么呢 ? 一般认为 ,WTO 的综合效应将会拉动中国经济一个

百分点的增长率 ;WTO 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加大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 ,加快中国经济

转型的步伐 ,这意味着就业弹性将会有所提高。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为 0. 1 左右。就业弹性每增

加 10 % ,意味着要增加近 50 万个就业机会 (假定 7 %的经济增长率和 7 亿从业人员的就业存量) 。

如果就业弹性能增加一倍达到 0. 2 ,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就业机会增加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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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WTO 效应与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 ,二者在方向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

果以 5 年为界 ,5 年以上看成长期 ,5 年以下看成短期 ,则 WTO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几乎看不到对就

业的负面影响。而从短期来看 ,WTO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结构调整的冲击 ,其冲击的程度要视具

体产业和行业的情况而定。因此 ,判断 WTO 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判断其在 3 - 5 年的时间内

对就业的冲击。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 ,如果 WTO 的效应是增加就业 ,那么 ,WTO 对就业的影响利

大于弊 ;如果 WTO 的效应是减少就业 ,WTO 对就业的影响弊大于利。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为劳动就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如

1979 - 1981 年间 ,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 0. 44 个百分点 ,相当于约 180 万个左右

的就业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小。总的来看 ,20 世纪 80 年

代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较大 ,但 90 年代以来这种拉动作用逐步减小 ,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上。考察 WTO 对就业的影响应该立足于各个产业就业弹性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变化趋势。

　　观察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 (见表

1)可以看出中国的就业弹性呈现出这样

几个特点 :

首先 ,我们可以观察到就业弹性的

整体下降趋势。无论总的来看还是分三

次产业来看 ,就业弹性都呈不断下降的

趋势。尤其是 1990 年以来 ,这种下降的

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经济增长的总弹性

从 1979 年的 0. 44 下降到 2000 年的 0.

10。这一趋势说明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

拉动效应正在逐渐减弱 ,即每带动一个

百分点的就业增加需要更高的经济增

长。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 ,就业弹性的

这一下降趋势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中生产

要素的相对密度发生了变化 :劳动含量

(不包括人力资本因素) 逐渐下降 ,而资

本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含

量不断加大 ,中国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

正在逐渐增加。

其次 ,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

同。总的来看 ,在 1979 - 2000 年间 ,第

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 0. 06 ,第二产

业为 0. 34 ,第三产业为 0. 57。这些数字

说明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

用最小 ;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

动作用高于第一产业 ,但趋向于大幅度

表 1 　就业弹性的变化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弹性
总弹性的 3 年

移动平均

1979 0. 18 0. 47 0. 75 0. 29 -

1980 - 1. 14 0. 50 1. 16 0. 42 -

1981 0. 32 2. 02 0. 72 0. 62 0. 44

1982 0. 32 0. 77 0. 19 0. 39 0. 48

1983 0. 11 0. 38 0. 56 0. 23 0. 41

1984 - 0. 07 0. 72 0. 88 0. 25 0. 29

1985 0. 47 0. 45 0. 44 0. 26 0. 25

1986 0. 12 0. 79 0. 45 0. 32 0. 28

1987 0. 28 0. 33 0. 46 0. 25 0. 28

1988 0. 74 0. 25 0. 43 0. 26 0. 28

1989 0. 98 - 0. 38 0. 37 0. 45 0. 32

1990 N. A N. A N. A N. A N. A

1991 0. 28 0. 11 0. 40 0. 15 0. 29

1992 - 0. 18 0. 12 0. 48 0. 08 0. 23

1993 - 0. 51 0. 23 0. 79 0. 09 0. 11

1994 - 0. 63 0. 14 1. 03 0. 10 0. 09

1995 - 0. 56 0. 18 1. 07 0. 11 0. 10

1996 - 0. 39 0. 29 0. 79 0. 14 0. 11

1997 - 0. 03 0. 19 0. 29 0. 12 0. 12

1998 0. 09 - 0. 04 0. 20 0. 07 0. 11

1999 0. 54 - 0. 15 0. 21 0. 13 0. 11

2000 0. 25 - 0. 15 0. 39 0. 10 0. 10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1》数据计算。

降低 ;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 ,尚有一定潜力。

第一产业对就业的贡献表现为一种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水平较

低 ,但波动较大。考虑到第一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作用 ,其就业弹性的这一变化特点实际上反

映了第一产业作为就业“蓄水池”的作用。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实际上很难反映该产业有效就业的变

化 ,其波动更大程度上折射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变化。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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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下降的时候 ,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就升高 ;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加的时候 ,

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就会下降。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每当城市就业减少 ,大批流动劳动力首先被排

斥出去 ,被迫回到农村和农业中。

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变化反映企业消除冗员的效果。从变化趋势来看 ,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呈现

稳步下降的趋势并逐渐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998 年以来 ,就业弹性一直呈现负值 ,经济增长

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非常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 ,中国开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出现负的就业弹性

显然是工业企业减员增效、消除冗员的结果 ,也反映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中的某些做法。当然 ,

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虽然“挤出”了许多就业机会 ,但对于总体经济来说则并非坏事 ,它意味着第二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目前就业的增加主要靠第三产业来拉动。尽管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存在着总体下降趋

势 ,但这种下降的趋势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 ,幅度小得多 ,而且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仍然维持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 ,第三产业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就业弹性本来就较高。该产业

就业弹性之所以也存在降低趋势 ,主要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有关。第三产业既包括如零售

业、餐饮业和生活服务业这样的传统部门 ,也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咨询业等在内的新兴部

门。前一类部门的劳动密集程度高 ,后一类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高。由于相对于传统第三产业来

说 ,新兴服务行业的经济增长相对较快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呈现下降趋势。

二、对农业的影响

加入 WTO 后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农业。这主要是因为农业是中国最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

也是在 WTO 框架下所受到的相对保护最少的部门 ,面对的国际市场环境最为苛刻。由于土地资

源严重稀缺 ,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小麦、大米、棉花、油料等价格一般高于国际市场 20 - 70 % ,入世

后 ,国外有竞争力的粮食等农产品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其结果 ,不仅是国外农产品替代中国部分不

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 ,而且 ,国外农产品的进入还会使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下降。替代效应和价格效

应将会使农业的收入大幅度减少。

WTO 如何影响到农业就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农业是中国容纳就业最多的行业和部

门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目前仍然高达 50 % ,但农业也是相对劳动生产率最低的

行业和部门。农业相对过低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一种市场的均衡 ,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扭曲 :农业沉

淀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根据现有耕地面积来推算 ,一般认为农村存在着大约 1. 5 - 2 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每生

产一吨粮食所需要的实际劳动时间来计算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还会更大。正因为农村存

在着规模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就业因而就表现出了一种“蓄水池”效应。在二、三产业就业

需求旺盛的时候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加快 ;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需求疲软的时候 ,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步伐减缓。

以加入 WTO 后可能受到最大冲击的土地密集型谷物生产为例。如果每年进口约 3 %(配额为

4 - 5 %)的谷物 ,则需要进口的谷物大约为 1216 万吨。按单位面积成本投入推算 ,则谷物生产丧失

掉的劳动日大约为 41 - 46 亿 ,折合成全年整劳动力为 136 - 155 万 ,只占目前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数量 (1. 5 - 2 亿)的 0. 7 - 1. 0 %。当然 ,由于粮食生产大多为兼业 ,谷物进口涉及的就业要大于

这个数目。因此 ,我们来看其对农民收入的冲击更有意义。按照统一工价估算 ,谷物进口造成的减

收为每年 41 - 46 亿元 ,占全年种植业总收入的 0. 6 - 0. 7 %。难点在于 ,上述影响相对集中在中西

部地区 ,因为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机会较少 ,这些地区的农民受损最多。

因此 ,WTO 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就业上 ,而是体现在收入上。值得指出的是 ,WTO

对农业的冲击会存在着巨大地区差异。在经济相对不发达 ,粮食出口较多 ,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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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地区 ,如东北部地区 ,WTO 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剧烈。国家有必要针对这些地区的具体情

况 ,给予农民以必要的补偿。

与此同时 ,更要看到 WTO 其它成员国的市场开放 ,也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带来

了难得的机遇。关键是如何将目前的潜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发挥出来 ,将粮食、棉花、油料进口

释放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生产部门 ,既消除进口冲击带来的影响 ,又扩

大了农业领域就业 ,占领国际市场 ,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

中国的畜牧、水产、蔬菜、水果、花卉、园艺等行业生产 ,具有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出口战

略 ,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 ,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作用 ,加快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质量标准体

系和检验检疫体系建设 ,搞好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国家的市场信息收集和市场调研 ,消除发达国家

各种技术等非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 ,将有助于扩大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生

产 ,从而扩大农业就业。

三、对第二产业的影响

在 WTO 规则之下 ,无论是产品市场的开放还是要素市场的开放 ,受到冲击最大的都是第二产

业。判断 WTO 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 ,关键是要弄清楚 WTO 效应的作用方向是否有悖于第二

产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第二产业目前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 ,使该产业连续 3 年出现负的就业

弹性。这一事实说明 ,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不仅不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是在减少就业机会。

但在产业内部 ,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则不尽相同。虽然大部分工业行业的就业在减少 ,但仍有一些

行业就业在增加。

2000 年共有 11 个行业的就业出现了正的增长 (参见表 2) 。这些行业包括服装及其他纤维制

品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

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 ,塑料制品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就业占全部 37 个工业、交通和能源行

业全部就业的 24. 19 %。
表 2 　2000 年就业增长前 15 位的工业行业

行　　业
就业增长

率 ( %)

经济增长

率 ( %)
就业弹性

非国有经

济比重 ( %)

每亿元产值对

应的就业 (万人)

就业份额

( %)

累计就业

份额 ( %)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6. 39 17. 01 0. 38 93. 10 0. 36 3. 98 3. 98

家具制造业 6. 21 21. 68 0. 29 92. 20 0. 29 0. 50 4. 4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5. 42 35. 34 0. 15 59. 40 0. 11 3. 63 8. 11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4. 59 7. 72 0. 59 13. 00 0. 10 4. 31 12. 41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4. 27 18. 54 0. 23 82. 50 0. 32 0. 92 13. 34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2. 65 14. 11 0. 19 95. 70 0. 35 2. 08 15. 4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 84 10. 77 0. 17 92. 20 0. 42 1. 21 16. 63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 95 3. 12 0. 30 9. 80 0. 30 0. 83 17. 4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91 17. 47 0. 05 53. 70 0. 39 0. 45 17. 90

塑料制品工业 0. 30 19. 76 0. 02 88. 10 0. 24 2. 06 19. 9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 26 22. 83 0. 01 78. 70 0. 19 4. 23 24. 19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 0. 06 - 5. 19 0. 01 22. 10 0. 46 0. 29 24. 49

医药制造业 - 0. 32 23. 12 - 0. 01 49. 40 0. 16 1. 84 26. 33

金属制品业 - 2. 17 12. 71 - 0. 17 86. 80 0. 27 3. 00 29. 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2. 41 26. 58 - 0. 09 42. 40 0. 21 1. 95 31. 28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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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就业增长在年度间存在着较大波动 ,一年的增长也许并不能代表就业变化的趋势 ,在表 3

中 ,我们列出了 2000 年就业弹性和 1998 - 2000 年平均就业弹性同为正值的行业。比较表 2 和表

3 不难发现 ,在表 3 中的行业除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之外 ,都被包括在上述提高的 11 个行业中。由

此可以认为 ,表 3 中的行业基本上是目前仍在吸收就业的行业。
表 3 　1998 - 2000 年平均及 2000 年就业弹性同为正的行业

行　　业
1998 - 2000 年平

均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

非国有经

济比重 ( %)

每亿元产值对应

的就业人数 (万人)

就业份额

( %)

累计就业

份额 ( %)

塑料制品工业 9. 08 0. 02 88. 10 0. 24 2. 06 2. 06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3. 78 1. 87 0. 40 1. 20 1. 37 3. 4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 32 0. 05 53. 70 0. 39 0. 45 3. 87

家具制造业 1. 50 0. 29 92. 20 0. 29 0. 50 4. 37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1. 02 0. 19 95. 70 0. 35 2. 08 6. 46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 45 0. 23 82. 50 0. 32 0. 92 7. 38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0. 22 0. 59 13. 00 0. 10 4. 31 11. 6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 03 0. 15 59. 40 0. 11 3. 63 15. 31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数据计算。

分析表 3 中的这些行业 ,可以看出 ,除了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和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这两个

国家垄断性的行业之外 ,其他行业都是非国有经济比重非常高的行业。其中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

制品业的非国有经济比重高达 95. 7 %。非国有经济比重高首先说明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

受到的保护较少 ,竞争力较强 ;其次还意味着这些行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的特点。

WTO 影响对第二产业的主要影响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因此 ,加入 WTO 对于

那些正在吸收就业的行业来说 ,就业机会还会大大增加。受 WTO 冲击较大的行业则是那些缺乏

竞争优势 ,相对来说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就业本来就已经在萎缩 ,加入 WTO 很

可能使这些行业的就业“雪上加霜”。

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冶金、汽车、机械、粮油加工、电子通讯设备。但是 ,并不是所有这类行业的

就业状况都变糟 ,有些行业甚至会借助 WTO 的影响而大大增加就业机会 ,如纺织、食品等行业。

尤其是纺织业 ,加入 WTO 后 ,纺织品在设限国的配额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每年提高 25 —27 % ,这意

味着每年可以多出口 400 亿元以上人民币的纺织品。按 2000 年纺织业每创造亿元产值需要 0. 38

万劳动力来计算 ,400 亿元人民币的纺织品出口意味着大约 150 万个就业机会。总的来看 ,加入

WTO 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虽然有正有负 ,但综合效应仍然会使第二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加。

四、对第三产业的影响

加入 WTO 受益最大的应该说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性行业 ,其服务内容可以分

为贸易性服务和不可贸易性服务。贸易性服务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等资金和知识密集性的行业 ;

不可贸易性服务主要包括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性的行业。加入 WTO 的市场开放 ,会带来可贸易

性服务进口的增加 ,如金融和保险等。但和产品进口增加不同 ,服务进口的增加并不代表就业机会

的减少 ,因为在 WTO 框架下劳动力仍然无法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进口服务必须通过雇用中国的劳

动力才能实现增值。当然 ,服务进口的增加可能会对国内已有的服务内容相同的行业造成冲击 ,但

增减相抵 ,就业总量并不会减少。对于不可贸易的服务来说 ,根本不存在来自国际的竞争 ,同时这

些行业又是关联度高的产业 ,加入 WTO 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必然会带动这些行业的大发展 ,从而

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那么 ,加入 WTO 会使第三产业增加多少个就业机会呢 ? 在中国 ,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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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仅占全部从业人员数量的 27 %左右 ,发展潜力巨大。同时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较高 ,2000

年的就业弹性为 0. 39 ,1979 - 2000 年间的平均就业弹性更达到 0. 57 ,是同期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

近 10 倍和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 1. 5 倍。假定加入 WTO 后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保持目前的水平

不变 ,而 WTO 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 3 个百分点 ,则意味着每年额外增加大约 200 多万

个就业机会。总的来看 ,中国加入 WTO 后 ,在第三产业中 ,就业机会将会大量增加的行业主要包

括零售批发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 ,如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

业等等。

五、政府的作用

抓住入世带来的新机遇 ,应对入世带来的新挑战 ,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方面政府的政策

和职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 ,政府的政策应该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特点和他们在国际

市场上的不同位置、优势与劣势 ,鼓励不同行业和和地区根据本行业和本地区的特点 ,制定适合自

己的政策和对策 ,充分发挥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认真遵守 WTO 的权利与义务平

衡原则 ,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经济进程 ,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自己 ,扬长避短 ,增强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 ,使入世的正面效应扩至最大限度 ,负面影响降至最小限度 ,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

者和大赢家。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政府应该把就业的创造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如果说 WTO 对中国经

济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 ,真正值得重视的莫过于对就业的冲击了。在 WTO 时代 ,政府创造就

业、扩大就业机会的意识应该得到大大的加强。

如果说加入 WTO 会导致中国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式微甚至衰落的话 ,其最根本的关

键所在应该是就业机会的丧失。在这方面 ,许多国家都有过加入 WTO 的调整经验 ,值得借鉴。此

外 ,许多国家或一个国家的地区还遇到过类似的事件发生 ,如德国前首都波恩面临过中央政府迁

离 ,以及美国华盛顿州面对波音公司总部迁离可能造成的就业影响。经验表明 ,只要把就业问题当

作应对政策的核心 ,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顺利完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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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a’s stock market came into being from contention and it is growing in contention as well. There was

a contention on the reform of joint stock syste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Recently take place a contention on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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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 the 1970s as the background ,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2
parison of the wag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periods of 1950 - 1960 and 1970 - 1980 , thispaper presents a simple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d positivity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 we have found the

two accesses (One is direct and the other indirect) for income inequality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s. To the direct

one ,the new technology can be more productive as far as the given ratio of capital to labor force concerned ; while to the

indirect the capital flows to the skilled workers from the unskilled workers , thus making the capital per capita still less

than that before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 conclusion the paper draws is that upgrad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es creates the major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effects on the total amount of economy and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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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elasticity in China , the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WTO

entry on employment . Generally speaking , WTO entry will not affect the employment in a way that differs from the

trends of employment change. That is to say , WTO entry will not reduce the opportunities of employment in China in

both a short and a long run. However , by industries , the effects of WTO entry on employment are different . The impact

of WTO 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insignificant in terms of employment , but it is severe in terms of income reduction.

The impact of WTO entry on the second industry is dependent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es , but the net effect will

be positive. At last ,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third industry will increase greatly due to WTO entry , so it is

the third industry that would benefit the most from WTO entry in terms of employ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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