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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制度、资源、需求结构及发展水

平等情况会发生不断变化，受此影响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

结构也随之朝某一特定方向变动——经济产业结构或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高度

化”变动。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及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发展演进为背景，揭示上

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龙头”，经济的巨大发展对其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劳动

力就业结构高度化变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来（1978 年—2005 年）我国产业及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化

趋势

1、GDP 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的经

济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也呈现高度化的变动趋势。如图

1所示，第一产业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1978 年为 27.9％，1993 年开始跌破 20

％，1997 年后加速下跌；第二产业比例基本稳定，大致保持在 40－50％的水平

上；第三产业比例与第一产业比例呈近似反向的走势，1985 年超越第一产业，

升至 28.9％，并且与第一产业的差距平稳拉大。显然，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

1985 年为其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变换点。到 2005 年，GDP 第一、二、三产业的

比例结构发展为 12.6％、47.5％、39.9％的近腰鼓状结构模式。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劳动力就业及其结构也相

应地发生了变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劳动力结构一直保持这样的格局：农业劳动力始终占

1 本文是 2001 年国家青年课题《上海就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部分成果。



据第一位，八十年代以前，70％以上的劳动力都集中在第一产业；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例开始减少，但 1990 年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仍有 60％。第

二产业从七十年代末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拥

有了 20％左右的劳动力，并且缓慢增加；1990 年第二产业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

为 21.4％。第三产业也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快速发展，但其比重低于其他产业，

1990 年为 18.4％；进入九十年代后，第三产业发展开始加速。1994 年，第三产

业就业的劳动力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二、三次产业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 22.7

％和 23％，第一产业仍居首位，为 54.3％。这说明，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

的下降在加快，且大都向第三产业转移。2005 年，一、二、三次产业就业劳动

力的比重分别为 44.8％、23.8％、31.4％。1978 至 2005 年 27 年的时间内，第

一产业就业劳动力从占总数的 70.5％下降到 44.8％，平均每年下降约 0.95 个百

分点，这个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如图 2。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状况是反映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尽管我国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取得了根

本性的变化，但如果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借鉴，它们一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低

于 10％，第二产业为 20-40％，第三产业为 50-70％，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

还是过大，而第三产业还是过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及就业结构变化特点，

大体可以归纳为：

图 1 我国 GDP 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197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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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 2 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197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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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农业就业比重及绝对数减少；农业人口的转移速

度在经历了近六年的放缓之后，最近几年似乎又有加速趋势。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世界各

国工业化进程中，都先后出现过农业劳动力绝对数下降的趋势，如日本于 19 世

纪末期出现这一趋势，美国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下降趋势。90 年代以来，

由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我国就业

压力比较大。我国农业部门在 80 年代平均每年吸收新增劳动力 405 万人，约占

全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的 1/3。90 年代我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出现大幅度下降趋

势，从 1991 年的最高峰值 38685 万人，下降到 1997 年 34730 万人，6年内减少

了 3955 万人
2
。农业就业比重从 59.7％下降到 49.39％。同时每年又有大量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就业队伍，加剧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农村与城市

之间的劳动就业竞争。随后几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减缓，根据我国农业部信

息中心的数据，1997-2003 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逐年减少，年均转移 500 万人左右，

年均增长约 4％，其中 2003 年仅增加 490 万人，增长 3％，低于近年平均水平
3
。

1998 年至 2002 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保持在 50％左右，年均增加 428 万人
4
。然而

最近几年，农业劳动力数量又迅速减少，2005 年比 2002 年减少 2900 万人，平

2 根据《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3 农业部信息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2004 年 5 月 26 日。
4 根据《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均每年约减少 967 万人，农业就业比重也从 50％下降到 44.8％
5
。

根据农业部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1997-2003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1）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进城务工为主，“离土离乡”农民逐年

增多，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自身转移成本。在 2003 年新增的转移劳动力中，靠进

城务工实现转移的劳动力约 340 万，占新增转移劳动力的 70％。而县域经济吸

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县域经济返回农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多，2003

年，县域经济吸纳的劳动力返回农业的人数占全部返回农业劳动力的 51.3％，

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
6
。（2）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较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

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

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从文化素质看，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仅有

2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劳动力占 1.5％，小学文化程度的

劳动力占 16.5％，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 61.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13.6％，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6.7％。而且，这些劳动力中 85％以上没有接受过专业

技能培训。从 2003 年调查的情况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占返回

农业劳动力的 16％
7
。（3）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城镇化进程慢于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近 26 个百

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只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

第三产业不能随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

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4）受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劳动科学研究所在 100 个农村劳动力输出、输

入或中转数量最多的地区，对 1000 个点实行重点监控得到的数据，2001 年第二

季度，农村劳动力在外贸出口企业的就业有较多减少。由于日本、美国等国的经

济出现负增长，影响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导致出口增幅回落，相应减少了农村劳

动力在这些企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地说，外贸增幅的下降，造成返乡农村劳动

力同比上升 8.9％，企业使用外来劳动力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4％
8
。

近年，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面的不断向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较快增长，

外贸出口增幅上升，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有所增强，以及大批征地农民工的城镇

5 根据《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6 农业部信息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2004 年 5 月 26 日。
7 农业部信息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2004 年 5 月 26 日。
8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2002。



化转移等诸多因素，又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

（2）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1978 年后三产从业比例上升最快。

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从 1952 年到 2005 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上升了

20 多个百分点，仅 1978 年以来就上升了 19.7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以

来上升速度最快的产业。现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略高于第二产业 7.6 个百分点
9
，

今后的发展趋势必将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据专家预测 2015 年前后，我国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超过第一产业，达到 36.3％，成为容纳劳动力最多的主要

产业。

（3）第二产业从业比重上升缓慢，工业制造业就业减少明显。

1952－2005 年，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总体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然而

在 1978－2005 年这段时期比重仅上升了 6.2 个百分点。其间，1998 年至 2002

年比重逐年下降，四年下降了 2.1 个百分点，近几年又回升了 2.4 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工业制造业和采掘业对就业下降贡献最大。

图 3 我国第二产业分行业从业人员比重变动趋势（1978-2002）

注：最新出版的《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二产分行业从业人员 2003-2005 年的数据与

2002 年及之前的数据口径不一致，无连续性，本表无法采用。

资料来源：根据《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5-2 和表 5-5 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9 根据《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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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所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工业制造业和采掘业就业比重始终呈逆向

减少态势，而制造业就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尤为显著，从 1978 年的 76.8％下降到

2002 年的 52.6％，24 年下降了 24.2％，平均每年下降约 1 个百分点,其中

1995-2000 年平均每年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之后制造业就业比重略有提高。此

外，制造业从业人员绝对数也自 1996 年开始减少，仅 1998 年就比上年大幅减少

了 1300 万人，至 2002 年已减少了 1456 万人。由于工业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的

权重最大，因此其影响也最大。采掘业从业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是下降稍缓，且

其权重相对较小。当然也不是所有行业都呈下降趋势，比较突出的是第二产业中

的建筑业从业人员，1978 年以来持续增长，2002 年达到 3893 万人，比 1978 年

增加了 3039 万人，就业比重也增加了一倍，达到 24.7％。

我国就业结构与 GDP 产业结构变动预测和国际比较

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早在 20 世纪初、日本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第二、

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就已明显超过第一产业。而中国预计 2015 年前后才能达到

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的目标，2026 年左右第二产业将超过第一产业（中国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
10
。另外，就经济产业结构而言，我国不同于上述发达

国家的是，第二产业的变动先于第三产业超越第一产业，前者发生在 1970 年，

后者发生在 1985 年。

我国无论是经济产业结构还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第三产业的发展均严重滞

后，并且经济产业结构第三产业的变动滞后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移。笔者经过

粗略推算，第三产业比例大于或等于第二产业的变换点，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约

滞后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速度 16 年，前者预计将发生在 2010 年。这表明经济

体制改革以来，尽管我国三产的劳动力比例已逐步上去了，但其数量的增长及比

10 该预测认为，我国未来劳动力结构将出现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变化出现在 2015 年前后。2015 年以前，

尽管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但仍然为劳动力最多的产业。2010 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为 40.0

％、26.7％和 33.4％。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面向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

如研究与开发、技术培训、在职教育、产业产后服务、金融保险、贸易等，发展速度会日益加快；同时，

技术进步使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必将促使居民生活中

自我服务的部分逐渐减少，生活服务的社会化使得面向生活的第三产业继续强劲增长。到 2015 年，第三产

业就业比重将超过第一产业，达到 36.3％，成为容纳劳动力最多的主要产业。

第二个变化出现在 2026 年左右。这时，我国的工业化接近全面实现，第一产业劳动力继续向外转移，就

业比重减少为 28.8％；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缓慢上升，达到 29.1％，超过第一产业成为继第三产业后

容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2030 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 26.5％、29.4％和 44.1％。2044 年以后，第

三产业将容纳全国一半以上劳动力就业，成为解决社会就业的决定性力量。2050 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

别为 17.0％、30.6％和 52.4％，按就业比例从大到小的排序，形成“三二一”的格局。



例的提升却并未能带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迅速赶上。

综上所述，尽管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非农化变动加

快，到 2005 年已基本处于第一产业约占 44.8％，第三产业略高于第二产业 7.6

％的比例结构模式。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就业

结构还有一定差距。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出

相互作用、同向发展的关系，但过多的历史欠帐令改革的成就尚无法弥补和解决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我国第三产业从

业人数及比例得到了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重视改善和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才能真正使国民经济第

三产业步入良性化发展，反过来又能极大地促进第三产业就业。

二、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进

（1）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上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

进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一直是以工业化为优先发展的传统工业城市，城市

的消费、服务功能长期遭受抑制。到 70 年代末期，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

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生产性”经济中心。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 90 年代初党中

央、国务院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做出了“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把上

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重大战略决策，将上海推向了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使上海的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了良性的、正常的发展期，

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来看，总体

上 1978 年以来第一产业比例基本稳定在 5％及以下，变动较小；第二产业基本

上表现为单边下降走势；第三产业则呈逐步上升趋势（如图 4所示）。

图 4 上海 GDP 产业结构变动趋势（1978-200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年份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编，《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具体来讲，从 70 年代末到整个 80 年代，上海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基本为

适应性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

展较为缓慢，所以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也相对比较缓慢。第三产业的比重还偏低，

约占 GDP 的 19％-30％，第二产业的地位仍十分突出，约占 GDP 的 67％－77％。

进入 90 年代，“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要求上海

必须有相应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基础来支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

把产业结构的转移变动导入了战略调整阶段。随着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

加大与进程的加快，到 1999 年上海三次产业比重已调整为 50.8 : 47.4 : 1.8

的“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特别是金融、

房地产、咨询、教育、旅游等新兴的服务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新增长点。由于

大力发展金融、商贸、通信、航运、信息服务等强辐射型第三产业，进一步增强

了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集聚和扩散、辐射能力。在这

10 年里，上海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

阶，整个城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性质从工商业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城市建设从还历史

欠帐转向建设枢纽功能性设施，经济运行从相对封闭转向对内全方位开放，经济

发展重心从“调整中发展”转向“发展中调整”。“十五”计划是上海进入新世

纪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中长期

规划，它明确了“十五”期间将是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关键时期。这一更

高的战略目标和城市功能定位对上海尽快提升经济产业结构，努力提高产业竞争

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看，2002 年，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已提高到

52.4％，实现增加值 3038.9 亿元，比 1995 年 1020.2 亿元提高了约 198 个百分

点，同时，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到 45.7％，但在第二产业内部，资本与技

术密集型工业行业的比重已呈上升势头
11
。2003 年传统工业六大支柱

12
行业发展

为六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
13
，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合计占全市 63.4％，比上年增加

5％，工业增加值 1665.12 亿元，比上年增加 543.96 亿元，占全市比重上升至

58.8％。同期，高新技术产业
14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2％－3％迅速

提高到 26.5％。正是由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的比重上升较快，2003 年

上海三次产业没有延续自 1978 年以来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第二产业持续下滑的

势头，并且在接下来的 2004 年和 2005 年依然没有逆转的趋向。经过三年连续的

下滑，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下调到 50.5％，第二产业比重回升到 48.6％。尽管

如此，第三产业却还仍然保持着自 1999 年以来持续超越第二产业的势头，2005

年第三产业比重比第二产业仍要高出 1.9 个百分点，全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620.92 亿元，比上年增加 523.66 亿元。在第二产业中总体来看，新兴支柱产

业
15
代替了传统支柱产业，2005 年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 43.5％。尽管 2005 年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滑至 0.9％，然而第一产业内部

已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上海经济增

长格局从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转向由第三和第二产业共同推动。“十一

五”期间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将成为国家战略，举办 2010 年世博会，是上

海继 20 世纪 90 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后，面临的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在世博因素

的推动下，上海将加快“四个中心”建设的步伐，继续深化“三、二、一”产业

发展方针，大力发展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产业，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发展高

潮。

11 传统工业六大支柱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度地由 1990 年的 34.5％提高到 2000 年的 50.4％，支柱

工业新增产值占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达到 72.2％。
12 上海传统工业六大支柱行业包括汽车制造业、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

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钢铁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
13 六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

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
14 高新技术产业以电子信息通信业、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为代表。
15 上海新兴六大支柱产业是：信息、金融、商贸流通、汽车、成套设备、房地产。



表 1 90 年代以来上海主要年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单位：

％

年份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其中：

工业

第三

产业

其中：运

输、仓储、

邮电通信

业

批发和

零售贸

易业、餐

饮业

金融

保险业

房地

产业

1990 4.7 49.4 43.1 45.9 22.9 0.5 14.8 -3.7

1995 1.0 55.2 49.2 43.8 3.8 9.8 3.7 21.5

2000 0.6 42.4 41.0 57.0 9.1 11.3 21.5 7.4

2002 0.5 52.6 49.8 46.9 7.3 10.6 0.3 8.5

2005 -0.8 50.9 48.7 49.9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的上海统计年鉴。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进总体上亦呈现高度化变动特

征，但就业结构的升级尚落后于产业结构调整。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高度化变动

的具体变动时间和主要特征如下（见图 5）：

第Ⅰ阶段——第二产业劳动力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劳动力，转折点是 1969 年，

劳动力就业结构由“一、二、三”模式转变为“二、一、三”模式，然而 1978

年以前每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仍在增加；

第Ⅱ阶段——第三产业劳动力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劳动力，转折点是 1983 年，

劳动力就业结构由“二、一、三”模式转变为“二、三、一”模式，并且发展速

度与程度远领先于全国；

第Ⅲ阶段——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转折点是 2000 年，

三产劳动力比重达到 44.9％。目前上海从业人员一二三次产业比已由 1999 年的

11.1：59.3：29.6 转变为 2005 年的 7.1：37.3：55.6，以今后的产业发展目标

和目前第三产业比较良好的发展势头来看，这一就业趋势得以保持的可能性很

大，也可以说上海用了 1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二、三、一”模式向“三、

二、一”模式的转变，已接近发达国家及一些国际大城市的就业结构模式。



图 5 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197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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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编，《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三个阶段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变化最大。在经历 1978－1986

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发生明显骤减之后（由 34.4％降至 14.2％），它的下降趋

势有所趋缓，1992 年后基本稳定在 10％左右的水平，随后略有反弹（1997 年曾

反弹至 12.7％），2005 年降为 7.1％。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相反在 1978－1986

年间明显稳定增长，随后保持基本稳定（约 60％的水平），1992 年后第二产业从

业人数转向显著减少，至 2005 年比重降为 37.3％,并有继续下降趋势。第三产

业劳动力比重始终呈比较稳步增长的态势，1992 年开始第二产业以较大规模向

第三产业转移，2005 年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到 55.6％,并有继续上升的趋

势。

1978 年至 1989 年也就是整个 80 年代，上海总从业劳动力呈现增长态势，

除去第一产业劳动力大幅减少了 151.35 万人，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分别增长

了 156.33 万人和 81.66 万人
16
，两者增长之比为 52︰27，也就是说第一产业劳

动力大多转移到了第二产业，这一时期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移变动主要表现为向

“工业化”转移的高度化变动。

进入 90 年代，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发生进

16 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 2001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一步的转移。前五年(1990－1994 年)总劳动力转向减少，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

减少 11.95 万多人，与之前相比减少的数量骤降并渐趋稳定状态；同时，第二产

业却减少了 26.25 万人，第三产业劳动力则再增 36.52 万人，显示出第二产业劳

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势头。后五年(1995－1999 年)，社会总劳动力又有

所上升，从 794.19 万人增加到 812.09 万人，增加了 17.9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劳动力增加 14.44 万人，第二产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了 55.29 万人，而第三产业劳

动力的上升势头则较前段时间更为迅猛，5年猛增了 58.75 万人。这些趋势说明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已经有限，而从有限的减少转向了有限的增加；而第二

产业劳动力正继续加大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力度。在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中，又

以服务性部门尤为明显。如表 2所示，在第三产业劳动力中，批发零售、餐饮、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等服务部门，1995 年比 1990 年增长了将近 45.6

万人，约占第三产业劳动力增加量的 91.3％，特别是 90 年代新崛起的房地产与

咨询服务业劳动力，1995 年几乎比 1990 年增长了 3 倍。这些部门 2000 年又比

1995 年增长了将近 63.2 万人，约占第三产业劳动力增加量的 71.2％，特别是社

会服务业劳动力，2000 年比 1995 年增长了 2.2 倍。这些数据表明，进入 90 年

代以来，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牵动第二产业劳

动力大量转向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部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移变动推进到“服

务化”转移的变动阶段。

跨入新世纪，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社会总劳动力继续呈增长态势，

2005 年为 863.32 万人，比 2000 年增加了 34.97 万。其中第二产业劳动力仍持

续大量减少，5 年减少了 44.71 万人，第三产业增加了 107.89 万人，而第一产

业劳动力主要受征地、农转非等政策因素影响也减少了 28.21 万人。这些数据表

明，目前第二产业企业内部的深化调整仍在进行，并且出现第二、第一产业劳动

力共同向第三产业的转移。2005 年在第三产业劳动力中服务部门的人员比 2000

年增长了将近 115.9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23.18 万人，特别是房地产、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劳动力，2005 年比 2000 年增长了 4.72 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移变

动进一步向“服务化”深化转移。如果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吸收足够的就业，必

然会有效减缓失业的增加。如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第三产业高就业弹性

的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效缓解就业压力的关键。当然目前阶段我们还



必须注重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它们对于劳动力的吸收作用同样举

足轻重。

表 2 90 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中服务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变动 单位:万人

1990 1995 2000 2005
90－95

增加

95－2000

增加

2000-2005

增加

第三产业

合计
233.39 283.37 372.08 479.97 49.98 88.71 107.89

批 发 零

售、餐饮

业

68.46 96.47 105.85 154.91 28.01 9.38 49.06

金融、保

险业
3.62 5.68 10.05 18.24 2.06 4.82 8.19

房产和社

会服务业
29.99 45.53 94.48 153.13 15.54 48.95 58.65

其中 :房

地产与商

务咨询服

务

3.53 10.22 15.85 74.83 6.69 5.63 58.98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上海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2）偏离度和三次产业偏离数

我们从偏离度和偏离数的角度来考察，偏离度是三次产业结构偏离数
17
绝对

值之和，如果偏离数越大，说明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同产业的产出份额

与就业份额越接近，计算所得的偏离数就越小，否则就越大。上海自 1978 年改

革开放以来偏离度变化很大，从 66.67 下降至 2005 年的 22.19，大幅下降了

44.48，平均偏离度为 25.59
18
，且 1986 年之后偏离度一直低于平均值。上海当

偏离度一路下跌至 1991 年的最低值 9.63 之后便不再下降，出现反弹，1996 年

后偏离度基本稳定在 20 上下波动。我们分产业具体分析（见图 6）：第一产业劳

动生产率最低，表现为平均偏离数最小为-12.24。1978 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比

重与从业人员的比重均有较大下降，但是其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慢于从业人员下

降速度，所以 1978 年以来第一产业偏离数趋于上升。

17 偏离数是三次产业的不变价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差值，考察的是产业的不变价产值份额与就业份

额的关系。
18 根据图 2-6 中历年三次产业偏离数计算。



图 6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三次产业偏离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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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表 3和图 5 中相应数据计算。

第二产业平均偏离数最大为 10.86，整个七、八十年代其产值比重与从业人

员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快于从业人员比重，所以这

段时期第二产业偏离数下降较快，1987 年偏离数首次跌破平均值后仍持续下降。

整个 90 年代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速度与从业人员比重下降速度接近，平均偏

离数在 3.7 左右。进入本世纪以来第二产业偏离数开始持续反弹，2005 年已升

至 11.09 超过均值。这主要是由于本世纪以来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出现了回升，而

从业人员的比重却在下降，且从业人员比重下降的速度快于产值比重回升速度。

目前与第一、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最高。第三产业 1978 年

至 2005 年间的平均偏离数为 0.32，其中 1978 年至 1991 年间偏离数一直在-4－

1 之间，说明 90 年代以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从 1992 年开始第三产

业的偏离数上升到 1以上，1997 年达到峰值 5.88，说明整个 90 年代在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以不变价计算的产值比重也趋于上升甚至快于从

业人员比重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1994-2000 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甚

至高于第二产业。但是之后第三产业偏离数并未如想象的那样一路攀升，而是从

2000 年的 3.76 迅速下降至 2005 年的-4.85，表明“十五”期间第三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这一时期第三

产业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均趋于上升，但从业人员比重上升的速度快于产值



比重上升速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该时期第三产业出现就业效率下降的同时吸收

的就业数量却增多了。

表 3 按不变价计算的分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与增长率 单位：万元，％

GDP 比重 增长率

年份
总值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GDP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1978 272.8 11.0 211.1 50.8 4.03 77.38 18.62 18.4 37.8 19.3 11.9

1979 293.0 10.9 229.2 52.3 3.72 78.23 17.85 7.4 -0.9 8.6 3.0

1980 310.5 11.3 234.5 65.8 3.64 75.52 21.19 6.0 3.7 2.3 25.8

1981 329.4 10.1 247.7 71.5 3.07 75.20 21.71 6.1 -10.6 5.6 8.7

1982 348.1 13.3 255.6 79.2 3.82 73.43 22.75 5.7 31.7 3.2 10.8

1983 363.4 13.3 268.3 81.7 3.66 73.83 22.48 4.4 0.0 5.0 3.2

1984 392.6 16.9 280.8 95.2 4.30 71.52 24.25 8.0 27.1 4.7 16.5

1985 443.2 13.4 316.1 112.7 3.02 71.32 25.43 12.9 -20.7 12.6 18.4

1986 487.3 19.5 338.7 128.9 4.00 69.51 26.45 10.0 45.5 7.1 14.4

1987 527.6 19.2 360.9 147.2 3.64 68.40 27.90 8.3 -1.5 6.6 14.2

1988 600.6 22.6 398.6 179.6 3.76 66.37 29.90 13.8 17.7 10.4 22.0

1989 667.8 27.4 440.0 201.2 4.10 65.89 30.13 11.2 21.2 10.4 12.0

1990 720.9 30.9 479.2 211.4 4.29 66.47 29.32 8.0 12.8 8.9 5.1

1991 837.1 32.7 515.5 261.7 3.91 61.58 31.26 16.1 5.8 7.6 23.8

1992 1026.1 33.5 646.2 346.2 3.26 62.98 33.74 22.6 2.4 25.4 32.3

1993 1280.4 33.2 790.5 455.9 2.59 61.74 35.61 24.8 -0.9 22.3 31.7

1994 1736.5 39.3 1028.2 663.6 2.26 59.21 38.21 35.6 18.4 30.1 45.6

1995 2271.6 51.7 1312.4 882.3 2.28 57.77 38.84 30.8 31.6 27.6 33.0

1996 2824.4 64.8 1566.3 1167.4 2.29 55.46 41.33 24.3 25.3 19.3 32.3

1997 3333.2 74.6 1750.2 1469.0 2.24 52.51 44.07 18.0 15.1 11.7 25.8

1998 3786.1 77.5 1898.2 1748.8 2.05 50.14 46.19 13.6 3.9 8.5 19.0

1999 4188.8 80.2 2013.4 1991.6 1.91 48.07 47.55 10.6 3.5 6.1 13.9

2000 4641.1 82.7 2145.5 2259.1 1.78 46.23 48.68 10.8 3.1 6.6 13.4

2001 5257.8 85.7 2423.3 2504.7 1.63 46.09 47.64 13.3 3.6 12.9 10.9

2002 5778.0 88.1 2640.5 2760.8 1.52 45.70 47.78 9.9 2.8 9.0 10.2

2003 6418.5 90.3 2977.6 2976.3 1.41 46.39 46.37 11.1 2.5 12.8 7.8

2004 7644.8 77.0 3687.2 3884.2 1.01 48.23 50.81 19.1 -14.7 23.8 30.5

2005 8968.9 76.0 4339.7 4552.1 0.85 48.39 50.75 17.3 -1.3 17.7 17.2

资料来源：根据《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

三、上海就业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联动发展过程的相关分析

我们将 1978 年以来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的转



移变动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4），这些相关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期间的相

互作用及联动发展特征。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分阶段考察：1978-1989 年间，

上海第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虽都具有高度的相关

关系，但相关方向相反，第二产业 GDP 与劳动力就业比例之间呈现出强负相关关

系，第三产业呈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 1978-1989 年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

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随着该产业 GDP 占总 GDP 比例的上升反而下降，而第三产

业则表现为就业比例随三产 GDP 比重的上升而上升。第一产业也呈现负相关关

系，但相关强度弱于第二产业且不显著。1990-2005 年间，上海第二、三产业 GDP

与劳动力就业比例之间均呈现出强正相关，而第一产业 GDP 和就业之间不存在明

确的关系。如果将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考察，则 1978-2005 年间第一、二产业

GDP 和就业之间为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显著性为 0.006 和 0.007；而第三

产业则始终呈现出正的强相关关系，且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

1978-2005 年间，上海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明显地随其 GDP

占总 GDP 比例的上升而上升，而第二、第一产业就不这么明显。上述分析表明，

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三产业劳动力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例的变动关系基本

上始终是互为促进、同向增长的。而第二、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与 GDP 两者间的相

互促进作用较弱。尽管如此，如图 4和图 5所示总体来看，上海劳动力就业结构

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转移变动仍是互为促进和联动发展的。

表 4 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相关系数

（1978－2005）

时期 第一产业 双尾检验 第二产业 双尾检验 第三产业 双尾检验

1978－

1989
-0.538 0.071 -0.983 0.000 0.979 0.000

1990－

2005
0.280 0.294 0.925 0.000 0.881 0.000

1978－

2005
0.507 0.006 0.501 0.007 0.946 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计算。

表 5 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劳动力比例的相关系数（1978－2005）



时期 第一产业 双尾检验 第二产业 双尾检验 第三产业 双尾检验

1978－1989 -0.919 0.000 0.877 0.000 0.971 0.000

1990－2005 -0.441 0.087 -0.966 0.000 0.989 0.000

1978－2005 -0.563 0.002 -0.786 0.000 0.976 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

表 5 简单表明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移变动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经

济体制改革的前 10 年时间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主要表

现为相互促进和同向增长的关系，表明这一阶段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

业转移的非农化变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接下来的 16 年时间里，第一、

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对上海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

的带动作用。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的发展与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

长推动最密切相关。

总之，随着上海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在第三

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将大幅增加，增加的人员中不仅包括新增劳动力还包括从第

一、二产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反过来也极大

地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尽管上海经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变

动具有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是由于近年所发生

的由第二、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大多是被动的、低素质的分流转移，

因而目前上海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因此，提高上海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素

质是当务之急，只有劳动者的素质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上海提出的一系列宏伟目

标包括提升产业能级，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等才能最终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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