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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不同的视角归纳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就业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对两者的相关性得出了一个比较简洁 

~iKie,。最后探讨 了技术进步对中小企业就业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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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进步的就业减少效应 

(1)一般而言 ，当技术水平提高时 ，更少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能够获得不变的产量。如 

附图所示 。A B 、AB、为两条平行 的预算线 。 

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不变。A 、 

AB分别切两条等产量线 Q 和 Q于 E 点和 

E点．Q 和 Q代表相同产量。A 位于A 内 

侧．更靠近原点。这表明A 代表着技术进 

步的情形，因为生产相同的产量 Q (即 p)所 

需 的投 入减少 了。在附图 中 ．E 点 比 E点 的 

资本——劳动比有所上升 ，因此 ，按照希克 

斯对 技术进步 的划 分 ．这 种技术 进步为 节约 

劳动型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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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技术进步下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2)技术进步 与劳 动就业之 间的排斥 效 

应还可 以用 以下模型加 以描述 。设 在既定就 

业 水平 下 ，产 出为 l，，就业人 数 为 ￡，每一 就 

业者年均劳动时 间为 ，每一 就业 者单位时 

间内创造的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 )按不变 

价格计算为 H，则以下 关系式成立 。 

l，：￡×7 )(H (1) 

若用 △表示 以上各变量 的增 量 ，各 变量 

的增长率为 

△ ，y---3L／L×△7=／ (△H，J (2) 

移项得 △￡儿；△ y÷△ △ (3) 

另外 ，也可将(1)式变换 为 

y+△y=(L+△L)(M  )(H+△H) (4) 

整理 (4)式 ，可得以下 近似关系式 

~Y／Y---3L／L+-△乃 H，|H (5) 

或 △ ---3 ，y—_△ △H (6) 

大量 的文献分析表 明 ．科 技进 步在生产 

中的贡献的份额呈上升趋势．或者说科技进 

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决定因素。观察(3) 

式 或 (6)式 可以 发现 ，劳动就业 增 长率 与 劳 

动生 产率呈负相关关 系 ，这 在一定 程度上可 

以近 似理 解 为劳动 就业 增长率 与科 技 进步 

之间 的负相关关 系。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 

作用可 以用索 洛增长方程表示 ：Y ：A +tr．K + 

。 该式 中 ，l， 为经济增 长率 ，A 为 技术进 

步增 长率 ， 、￡ 分别 为资本 、劳 动投入 增长 

率 ， 分别为 资本 、劳动 的产 出弹性 ，若将 

索洛增长方程变形，可得 =l， -A 吨 。观 

察变形后 的式子 ，可 以得出相 同的结论 ：劳 

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 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关系，与全要素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及 

资本投入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3)从失业的类型来看 ．在某些领域，科 

技进步无疑会造成对工人的绝对排斥。①技 

术性失 业。例如传统 工业部 门中的钢铁业 、 

汽车业、造船业 、化学工业等。上个世纪后 

期．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 ，美国 1982年汽 车工业 中蓝领工人 的 

19％(21万多人)失去工作 ．钢铁工业开工率 

仅 42％，约 l2万人 失业。据统计 ，美国钢铁 、 

汽车等烟囱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 

比重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20％下降到9o年 

代的8％。②结构性失业。技术进步对劳动者 

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工人适应新 

的技术 水平 所需 的知识 要通 过一 定 时期 的 

培训 才能获得 ．在该时期 内 由于技 能的缺乏 

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险。③磨擦性失业。在 

劳动力 市场上 ，各 部门和企业 的技术状况 ． 

资本有机构成并不一样，这对于不同素质的 

劳动者来讲应该都会产生一种需求。也就是 

说 ，被新技术 淘汰的工人 可以转移 至其他技 

术水平未进步或更低技术水平的岗位。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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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力 市场并非 完全竞争 的市场 ，在信息 

不充分 的情况下 ，即使 对那些参 加培训 后技 

能有所提高的工人来讲也不一定马上会寻 

找到工作．因而存在磨擦性失业的现象。④ 

周 期性 失业 ．按 照 熊彼 特 的理 论 ，经济 增长 

的动力来 自于创新 。由此可推论 出 ，技术创 

新 的周期决 定了经济周 期 。从而导致 了对 劳 

动力吸纳的周期性涨落。 

2 技术进步的就业增加效应 

(1)技术进 步与经济 量的增 加会导致 对 

劳动需求 规模的扩大 。工业化 以来 。技术 的 

飞速 发展 并未 对就 业显 示 出长期 的挤 出效 

应。不少国家实现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 

业增加的良性循环。二战以后 。日本是资本 

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日本 

通过 “技术立 国”．在 1956 1973年 间经济年 

均增长率取得了 10％以上的辉煌成绩。其中 

失业率最低年份仅为 0．8％．就业率从 1955 

1970年间 。共增 加 了 32％。上个 世纪 90年 

代以来 。美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本 

世纪初 ，经济年平均以 3％一4％左右的速度 

增长 。失业率平均水平为 5．5％左右 ，低于 

6％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2)技术进步导致利润率增加 ，有利于 

资本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认为，个 

别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能够 

获取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在量上得到增加。 

把剩余价值资本化，即进行资本积累后 ．扩 

大再生产就会实现。对于这一过程．马克思 

明确指出 ，“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 可变部 

分的相对量减少 。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 

对量的增加”。这说明，当资本积累规模的增 

长速度超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排斥劳动力 

的速 度 时 ，就能 增 加就业 工人 的数量 ：同时 

也说明扩大就业不仅依靠资本有机构成不 

变的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更依赖于技术进 

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内涵式的扩大再 

生产 。 

(3)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单 

位产品的价值。这意味着生活资料的价格会 

变得更加便宜，导致的结果将会有：①同一 

可变资本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当把劳动力 

的价值看成是维持劳动力生活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时)。②需求价格富于弹性的 

商品需求量会大增 ，从而促进该产品的生 

产 ，诱 使该行业对劳动力 的需求增 加 

(4)技术进 步 可以开拓新 的行业和就 业 

领域 ．增加对劳动 力的需求 。对于这一点 ，马 

克思明确指 出“虽然 机器在应 用它 的劳 动部 

门必然排挤工人 ，但是 ，它能引起其他劳动 

部门就业的增加”。第三次技术革命，催生了 

电子计算机工业、光导纤维工业 、激光工业 、 

新材料工业 、航天工业 、机器人工业等一大 

批新兴产业 ．从而创 造出 了大 量的新 的就业 

机会 。据美 国专家估 计 ，20世 纪 80年代 以 

来．仅电子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就业 岗位 ，就 

大约等于 80年代 由于技术进 步而减少 的就 

业人数的 3倍 。 

(5)技术进步促使产业结构 的变化 ，进 

一

步引起劳动力配置和需求总量的变化 。经 

济发展史已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第三 

产业在 国民经济 中占的比重越 大。而第三产 

业 的发展 ，则有赖 于第 一 、二 产业有 足够 的 

技术水平 。同时，就三大产业来讲 ．第三产业 

单位产值的就业弹性最大。因而当第一、二 

产业 技术进 步之 后 ．第三 产业 随之 成长 壮 

大 。就能源源 不断地消化吸收劳动力 。 

(6)技术进步对 于就业增 加具有规模 效 

应。我们可以分成以下两种 ：①内部规模效 

应。比如插秧机和收割机虽然减少 了某一生 

产过程 中对 劳动的需求 ，但 由于机器使用 提 

高 了效率 ，在 自然 条件许 可 的情况 下 ．使 原 

本只能种一 季水 稻改为种两 季或三 季 ．扩 大 

了生产规模 ，因而增加 了一个 自然 年度对 劳 

动的总需求。②外部规模效应。例如通讯技 

术和交通运输 的进 步 ，降低 了产品的运输 成 

本和交易成本，扩大了产品销售的地域范围 

和销售总量，增加了企业的就业。同时通讯 

技术和交通运输的进步也加大了劳动力市 

场上 的信息量 ，减少 了工作 的搜 寻成本 。从 

而有利于 减少磨擦性 失业 。 

(7)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 ，对于就业的 

影响是深远的。①教育能够有效地控制劳动 

力供给，体现在 ：扩大妇女受教育和就业 的 

机会 ，增加 妇女 生 育和抚 养子 女 的机会 成 

本，控制人口增长 ，促使教育改革由计划走 

向市场 ，增加子女智力投资成本．以降低生 

育率 ；通过延 长教育年 限推 迟青年 人进入 劳 

动力市场的时间。②教育可以有效地阻止失 

业的发生，体现在：提高人口素质 ．增强对多 

种失业 风险的抵御能 力 ；教 育产业化 可以带 

动 相关产 业 的发展 ，扩 大就 业领 域 ．延 长就 

业链条 

3 技术进步对中小企业就业效应的 

影响 

(1)高科技 中小企业就业质量高 ，废业 

率低。正如前文所述 。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 

来临之初．总会造成传统产业部门的失业人 

数激增。究其原因。是这些部门的工人 自身 

素质与新的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但高 

科技 型 中小企 业 的从业 人员 无论 是从 知识 

结构 ，还是市场应 变能力方 面均具有优 势 ， 

因 而受外 界影 响相 对较 小 ．就业 稳定 ．对全 

社会失业率的提高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2)中小企业 是技术创 新和制 度创新 的 

潜在主体。由于小企业机制灵活。技术升级 

速度很快 ；同时，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 

压力 大 。因而进 行主动创 新的 内在 动机更 为 

强烈。两者结合起来会使得中小企业易于挖 

掘 出新 的市场需求 ．在 此基础上有 可能发 展 

壮大成 为大型企业 。这一过程 的最终结果是 

扩大对劳动力 的派 生需求 。1975年诞生 的微 

软 ，当时仅拥有 3名员工 。然而经 过多次技 

术 创新 。20年后 的微 软 已成 长 成 为拥 有 7 

800多名雇员，年收入达 130多亿美元的巨 

型高科技企业。 

(3)中小企业市场适应能力较大企业强。 

很多大型企业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 的技术 

水平 ，当新的技术浪潮来临的时候．这些企 

业面临的冲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其破产倒闭 

引发的大面积失业就不可避免。中小企业则 

不然 。首先 ，在新 的技术面前 ．中小企业更有 

可 能去尝试 和适 应 ，因为和大企业 相 比．中 

小企业转产的机会成本和试错的成本会更 

低。其次，从总体上而言，中小企业较快的增 

长速度，会弥补部分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引起 

的就业损失。与此相对照，大企业高投资、长 

周期的特点使其在迅速提供就业机会方面 

不如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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