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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 化解技 术进步与就业增 长间的矛盾 ，是我 国经济发展 中遇到 的重 大难题 。鼓励 企业选择 劳动 密集型 

技术 的直接协调政 策不能化解 矛盾 一以技 术进步促进经济增 长，加快城 市化 步伐 、对依赖进 口的技 术产品 实施进 口替 

代等 间接协调政策 ，是化 解矛盾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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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我 旧工业 仍在沿着 高投入 、 

高消 耗 、高速 度 、低效益 的外 延型工业 化道 

路 发展着 ，经济发展迫切要求 同时加快技术 

进步与就业增长 然而 ，技术进 步 与就业增 

长之 间存在着 严重 矛盾 ，女̈果技 术进 步缓 

慢 ，资源 与环境 压力就会 加重 ，价格 }．涨 与 

供给 风险 就会使 经济与就业增 K无法持续 ； 

如果就业增 长缓慢 ．技 术进步 Lj工业增 长就 

将失 去国内消费需求 的支持 与拉 动，同样无 

法持续 可 见，问时加快技术进 步与就业增 

长 ，是我 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1 鼓 励企业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的 

直接协调政策行不通 

在希 克斯看 来 ．技 术进步有 3种类 型 ： 

即 I(／I 不随技术进 而变的 中性技 术进步 ； 

K，I 随技术进步而提高的资本利用和劳动节 

约型技 术进 步 ；K／I 随技 术进步 而降低 的劳 

动利用和资本节 约型技 术进步l 这表明，鼓 

励企业选择 劳动密集型妓 术，I『以同时促 进 

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 ：据此 ，一 学者提出 』， 

鼓劝企业选择劳动密集型技 术的 主张 ，然而 ， 

这一主张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一 系列假定基础 

卜的 ：我 国的就业 问题是 一般 化的而不是特 

殊性 的；市场存在大量 未被满足 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 的容量；企业是技 术创新与供 给的主 

体 ，技术供给是内生的；资源与劳动力 的流动 

是完全市场 化的，市场信 号能够真实 地反映 

各类资源的相对稀缺 程度 ；企业 采用劳 动密 

集型技术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等。而实际情 

况并非 如此 。 

1．1 我国的就 业问题具有特殊性 

我 国既要解决每年大约 l 2o0万新增劳 

动力的就业 问题 ，又要解决 大量城市下 岗职 

工的再 就业 问题 ，还 面临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 

社会保 障覆盖面 、将农 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 、 

实现农 村人 口城市化 的迫 切要求 ，即面临 着 

普遍地 、大 幅度地提 高劳动生产 率与工资水 

平 的要求：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对提 高劳动 

生产率 的作 用有限 ，甚至会妨碍劳 动生产率 

的提高 然而，不改 善劳动条件 ，就不能提高 

劳动 暂特别 是农 民工的 收入 水平 与就业 质 

量，就无法将他们转变成产业工 人，城 市化就 

会受 阻 加之 ，就业市场被 人为地分为体制 内 

正规市场 与体制外非正规 市场 ，农 村剩余劳 

动 力被 限制在非正规就 业市场 中 ，他 们的文 

化水平 与工 作技能即便提高 了，也不能普遍 

进入条件较好 、收入较高 、就业较稳的正规就 

业市场 ，激励他们不断提高 素质 与技能的机 

制无法形成 ，造 成农 村剩余劳动 力的低素质 

刚性 ，限制了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1．2 企业对技术类型的选择。最终取决于市 

场对商 品需 求的类型 

只有在市场存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供给 

缺 口的情况下 ，企业 才可能选择这类技术 。但 

实际情况是，第一 ，我国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 

巨大却缺乏弹性 ，其 占零售 消费品总额的 比 

重在 不断下降。它的走 向一直 由城市消费者 

引导 ，正在 向注重质量与品牌 的方向发展 ，这 

会诱 导相关产业向资本 、技术 双密集 型方向 

发展 ，妨碍对劳动力的吸纳 。第二 ，我 国经济 

增长 日益呈 现出“四高 四低 ”的特点 ．即高积 

累 、低消费 ，高外需 、低 内需 ，高消耗 、低效益 ， 

高城 市消费、低农 村消费 ，造成 了一个不断扩 

张的投资品市场与一个相对萎缩的消费品市 

场 ：造成 了一个不断扩大的 ，面向美 欧 、日等 

发达 国家和面向国内大 中城市的优质消费品 

市场 与一 个面向农村的 、相对萎缩 的低质消 

费品市场 。面向前 一市 场的企业利润率 高 、 

发展快 ，面 向后一 市场 的企业利润率 低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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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慢 ，从而诱导 企业不 断转向生产投 资品 、 

出口品及供应城市的消费品。我国大部分工 

业品 已供过于求 ，企业迫切需要 面向 国际市 

场 ，开拓 新的生 存与发 展空 间 ，走资 本密集 

型技术 进步 之路是 必然选择 。尽 管诸 如服 

装 、制 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在继续 扩张并 

吸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总体上 ，企业 

的技术进步 却没 有向劳动密集 型方 向发展。 

1．3 技术 供给格局 给予企业 选择劳 动密集 

型技术的空间有 限 

近年来 ，我 国的技术引进虽 已向一般技 

术贸易转化 ，但技 术供给大格局并未 发生根 

本变化 ，美国 、日本 等发达 国家仍 是主要 的 

技 术供给 国。多数发达 国家走的是资本密集 

型技术进步路线 ，日本同样如此 。 日本学 者 

丸山伸 郎介绍 ，日本技术 出口的特点是 ，通 

常只出 口物化技术而不 出口技 术本身I 。所 

以 ，我 国不 可能从 美 国 、日本 等 国大量引 进 

劳动密集型技术 。通过 国内技术供给来增加 

企业采 用劳动密集 型技术 的比重 ，在整体 上 

同样是不 可能 的 ，因为 ，我 国的科技 资源 特 

别是科技人 才主要分 布于大学 与科研 院所 ， 

而 由大学 与科研 院所 向企业大量 提供 劳 动 

密集型技术 的可能性 很小。在现行体 制下 ， 

大学 与科研 院普遍 热衷 于承担 国家级 科研 

项 目、发表 SCI和 EI论文 ，在确定科 研选题 

时 ，往往不 了解市场需求 及其发展前景 ，缺 

乏风险资金与组织支持 ，所生 产的科研成果 

大多数仅以论著发表或成果 获奖而告终 。我 

国大多数企业缺乏 自主技 术开发能力 ，小企 

业通常根本没有研发机构 ，大 中型企业拥有 

研发机构的也仅 占 1／4，它们 即使 能够面 向 

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技术 ，也往往 难以取得 

用户 的普 遍信任 ，难 以打开 市场 实现 产业 

化。在国内，技术的有效供给严 重不足 ，国产 

技术 产品与进 口设备存在 明显差距 ，用 户对 

国内技术 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 与不 信任 ，严 

重限制着企业 对劳动密集型技术 的开发 ，预 

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1．4 生产要素 的空 间分 布不利于 企业采 用 

劳动密集型技术 

我 国生产要 素 的空间 分布具 有 明显 的 

二元特征 ，在城 市一元 ，除土地相对稀缺外 ， 

资金供给充足 ，优质劳动力 密集 ，技术 、交通 、 

通讯等基础设施 良好 ，企业 明显具有向资本 、 

技术双密集型方向发展 的倾 向。在开发区建 

设 中，许多城市对企业的引进求 高 、求 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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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倾 向的反映 。在农村一元 ，资金严重缺 

乏且使用成本高昂，企业明显具有向劳动 、土 

地双密集型方 向发展的倾 向。城镇企业虽然 

技术进步较快，但吸纳劳动力有限，据计算， 

尽管城镇对 GDP的贡献达到 80％，但 吸纳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6 000万人，仅占转移 

量的 30％ 左右。乡镇企业虽然吸收了大部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技术进步缓慢，以农村最 

为典型的非农产业如建筑 、交通运输 、商贸餐 

饮三大产业来讲 ，近年来 ，几乎看不到明显的 

技术进步 。可以预见 ，在政府控制主要工业化 

资源且实施城乡分 隔工业 化政策的条件 下 ， 

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程度将不能在统一 

要素市场上得到真实反 映 ，城市 企业将继续 

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 的道路 ，农 村企业将 

继续 舍弃技术进步 而追求 劳动密集 ，其 中的 

优 秀者必然向资本 、技术双密集 型企业转变。 

1．5 诱导 企业选择 劳动密集 型技术政 策发 

挥作 用的空间受到 限制 

如果 市场上 劳动 密集 产品 的供给 缺 口 

很 大 ，且劳 动密 集型技 术供给 充足 ，劳 动力 

市场统一 ，企业就一定会 选择劳动 密集型技 

术吗?回答是不能确定。因为，增加就业与技 

术进步都 是宏 观 目标 ，而通常企业 的 目标是 

保障生存前提 下的利润最大化 ，改进技 术与 

增加雇员都是手段 。不 同企业竞争力的基础 

不 同，多数企业的竞争力 要么来 自低成 本与 

低价格，要么来自品牌差异化与高价格。前 

者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主 要靠 规模扩张 实现 

低成本 ，如钢铁 、石 化等资本密集 型产业 ；另 

一 种 主要靠低 工 资与高 劳动生 产率 实现低 

成本 ，如服装 、鞋 帽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 。在我 

国 ，前述政 策发挥效力的对象很 可能是那些 

通过 密集使用劳动力获得竞 争优势 的企业 ， 

然而 ：①这 类企业 大部 分分 布于农村 ，技术 

应 用环境 较差 ，要 政府对这些 企业普 遍实施 

财政 支持 困难很大 ；② 这类产业 的市场进入 

壁垒通 常很低 ，过度竞争现象 十分突 出，向 

资 本密集 方 向发展是 企业提 高竞 争力 的主 

要 手段 ；⑧ 由于 国内市场 容量 有限 ，增长 缓 

慢 ，这类 企业 日益 面向 国际市场 寻求发展 。 

问题 是 ，我 国企业 劳动力 素质低 下 ，技术 装 

备水 平低 ，在 国际市场上 并无 明显 竞争优 

势 ，这无 疑会 诱导企业通过 发展 资本密集 型 

技 术来 提高竞争力 。 

可见 ，鼓 励企业选择劳动 密集型技术 的 

直接协调政策在总体上行不通 。 

2 间接协调是解决技术进步与就业 

增长矛盾的有效途径 

以间接方式协 调矛盾 ，同时实现技术进 

步与就业增长 目标 ，是可能 的。 

2．1 通过技 术进步 ，加快经 济增长 ．可 以促 

进就业增加 

l990年以来 ，尽管 GDP增长对劳动力 

的吸 纳能力 已大为下 降 ，但 是 ，通 过 GDP增 

长来 增加 就业 的空间仍 然很大 ，特 别是汽 

车 、房 地产 、电信等支 柱产业仍 有很 大的增 

加就业 的空间 。受技 术进步缓慢 、行业垄断 

严重 、竞 争不 充分等 因素影 响 ，相对 消费者 

的支 付能力 ，这些 产业 的产品 价格仍 然偏 

高 ，产业 成长空间仍然很 大。支柱产业 的发 

展通常有很强的乘数效应 ，以汽车产业为 

例，它的前关联产业有钢铁 、非电子与电子 

机械 、塑料 、橡胶 、玻璃 、纺织 、制 革 、化工 、设 

计 、广告 、道路建设 等产业 ，它的后关联产业 

有加油 、汽修 、金融 、保险 、法律咨询等 产业 ， 

汽车产业直接吸纳劳动力 的能力虽然有 限 ， 

间接带动就业增 加的能力却很强 。从郭克莎 

的计算 中可以看 出，我 国汽车工业 的间接就 

业 人数 与直接就业人数之 比，1995年为 8．3， 

1997增长到了 9．52，在吸纳就业上显示出了 

很强的乘数效应(见表 1)。 

表1 1995年、1997年我国汽车工业 

直接与间接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l995 l997 

汽车工业直接就业人数(1) 

上游相关产业完全就业人数(2) 

主要服务业问接就业人数(3) 

2／1 

3／1 

l8O．5 l81．4 

253 273 

1497．7 l726．5 

1．4 1．5 

8．3 9．52 

资料来源：郭克莎．差距与赶超——中国工业化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 

社 ．2001．294--295． 

1986～1999年 ，我国汽车拥 有量年平均 

增长 l1．4％，私 人汽 车拥 有 量年平 均增 长 

23．3％ ；2003年 ， 我 国 的 汽 车 产 量 增 长 

36．7％，其中轿车产量增长 85％。今后数年 

内 ，若采取 适 当措 施 ，大 力促进 汽车工业 的 

技术进 步 ，使其价格 更加适合消费者 的购买 

力 ，汽车产业完全有可 能在相当长时期 内高 

速增长并大量 吸纳劳动力 ，房地产业与 电信 

设备制造业 同样可能如此 。 

我 国经济增 长一 直具 有投 资推动 的特 

点 ，如 2003年 ，GDP增 长 9．1％，工业增 长 



12．6％，钢 铁 、水泥 等原材 料增 长更快 ；2004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9、6％，工业增长 16．2％， 

这表 明 ，推动支 柱产业 快速 增长 ，带 动各个 

相关产 业发 展 ，从而促 进就业 增加 ，有很大 

的可利用空间。我国许多工业行业的技术水 

平仍相当落后 ，采取鼓励设 备更新政策 ，支 

持企业或独立或联合建立 内部研发机构 ，就 

会极大地促进 制造业 的发展 与就业 的增加 。 

2．2 加快城市化步伐 。大力发展 第三产 业 。 

实现技术进步与就 业增长 的协 同 

加快技术进 步 ，促进 GDP持续增 长与 

生产 资料优先增长 ，对增 加就业尽 管有重要 

作用 ，但毕竟作 用有限。正如迈克尔 ·P·托达 

罗所指出的 ，不 能过 分地夸大现代 工业部 门 

扩 张在 解决 失业 问 题方 面 的作 用 1963～ 

1969年间，印度 、巴基斯坦、菲律宾 、泰国等 

国的数据 表明 ，这些 国家制造业 的就 业增长 

均低 于每年 的产量增长 。1995年 以来 ，我国 

第 二产业的增加 值占 GDP的 比重 虽然 仍在 

增加 ，但第 二产 业就业 所 占比重却 在达 到 

23％ 后 连 续 多 年 下 降 ，2003 年 已 降 至 

21．6％，可见 ，在重视第二产业扩张对增 加就 

业作用 的同时 ，还应看到其局 限性 ：除 GDP 

总量增长对就业增 长的带动外 ，能够增加就 

业的路径 ，就只有第三产业 的发 展 了 与其 

它国家相 比，我 国的第 三产业要落后许 多 ，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韩 国 、马来 西亚 、菲 

律宾 1995年 服务业 增 加值 占 GDP的 比重 

分别为 75-4％、60．1％、71．6％、66．7％、49．5％、 

41％、46．8％，1996年 服务业 就业比重分别为 

73％、78％、62％、72ok、36％ 、49％、41％l ，我国 

2003年这两 个指标分别 为 33．2％、29-3％。第 

三产业落 后的直接 原因是城市化 滞后 ，我国 

推行 二元 工业化政 策 ，大量工 业分 布于农 

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非农企业中 

就业 。农村人 口的空间分布极为 分散 ，农村 

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普遍较 低 ，第 三产业在 

农村 的发展 因无法达 到最低 经 济规模 而大 

受限制。据计算 ，我国城 市第二产业 每万名 

职工 及其家庭 需 要 8 200个第 三产 业就 业 

人员为其服务，而等量的乡村企业职工及其 

家庭 只需要 2 500个服 秀业 人 员，在我 国， 

第 三产业 的就业 水平 不仅一 直低 于城镇化 

水平 ，除个别年 份外 ，第 = 产业 就业 水平与 

城镇化水平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见表 2)， 

这表 明，我国不仅城镇化滞后 ，而且 ，城市化 

特别是大中城市化更加滞后。在城市人口 

表2 1978～200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比较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年。 

中 ，大 中城 市人 口的 比重愈 大 ，对 第三产业 

的带动作用愈大 ，反之 ，带动作用愈 小 ，我 国 

的城镇化特别是城 市化滞后 ，对第三产业 的 

带动作用弱是必然的。 

可 见，加 快城市化步伐是促 进就业增长 

的重 要途 径。如何加快城 市化进程 呢?我们 

认为 ，应改变城 乡分割 的二元工业化 格局 ， 

建立城乡统一 的市场空 间 ；应 加快非农产业 

城市 化步伐 ，以带 动农村 人 口的城市 化进 

程 ；应加快特大城市 与大城 市 的发展 步伐 ， 

以提高城市化 的质量 ；应加快城市 产业准人 

制度的改革，打破城市中电力 、教育、医疗 、 

电信等 产业 的垄断局 面 ，促进竞 争 ，使城 市 

公共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 降 ，为人 口城市化 

创造经济条件 ： 

2-3 支持 企业的技术进步 。促进相关产业的 

进 口替代 。从 而增 加就 业 

目前 ，我 国中间产 品市场的一 个突 出问 

题是 一方面 技术含量低的普通产品供过于 

求 ，竞争过度 ；另一 方面 ，技 术含量高 的工业 

用材料 、核心部件等严重供不应求。如钢铁 ， 

2003年以来 ，新 上马 的企业 中多数是小 企 

业 ，这些企业 基本上 以生产普通的线材 、螺纹 

钢 、带钢为主 ，技术含量高的钢材供给缺 口很 

大。2003年 ，板材需求量 占到 3 717万 t进 口 

钢材 的 89．45％，严重依赖进 口。又如集成 电 

路 ，l999年 ，我国生产了 22．9亿块 ，国内市场 

占有率 2O％；2003年生 产 了 124．1亿块 ，国 

内市场 占有 率下 降到 了 16％。造成这种局面 

的原 因尽管很 多，但主要 原因是我 国与发达 

国家的技术差距。例如 ，1999年我国集 成电 

路生产 的最 高技术达到 了 8时 、0．35~Lm的水 

平 ，同 年世 界先 进 水 平 却 已达 到 l2时 、 

0．18／．~m的水平 ：要解决这一问题 ，对 策只能 

是提高这些产业技术进 步的速度 ： 

(1)扭转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 的思路 。不 

能 对所有 产品都 急于 与国外 对手进 行低 价 

格竞争 ，对 那些 无法通过技术 贸易取得 、又 

对经济 发展 与国家安 全有战略意义 的技术 ， 

应加大投入力度。建立跨 大学 、研究院所 、企 

业 的研 究 机构 ，采 

用多种手段 ，推进 

技术进步。德国工 

业 在 l870年 以 后 

之所以能够超过英 

国 ，一个重要 的原 

因是 ，德国在技 术 

上选择 了不轻易与英国进行 价格 竞争 ，而是 

通过先进技术制造更好产品的竞争策略14l。 

(2)尽管造成我 国技术进步缓慢 的原 因 

很 多，但最根本 的原 因还是我 国的科技 体制 

不适应技术创新 、技术扩散与产业化的要 

求 。纳尔逊认 为，资本 主义经济的国家创新 

体系有 3个特点：一是许多技术的私有化， 

二是新技术有着多元的、独立的、一般又是 

竞争 的来源 ，三是依赖事 后的市场力量去选 

择由不同厂商提供的刨新，而且也严重依赖 

厂商本 身口I。这正是西方 国家技术长期领 先 

的根 本原 因 ，显然 ，在 充分认清 国情 的基础 

上 ，参照 发达 国家的经 验 ，加快 科技体 制 的 

市场化改革 ，是我 国必然 的选择 

总 之 ，加快科 技体制 改革 ，促进经 济增 

长特别是第二产业 的快 速发展 ；加快城市化 

步伐 ，促进第三产业 与技 术进步 的协 同；采 

取 新型竞争策略 ，促进 相关技术 产品的进 口 

替代 等三种间接协调方式 ，是同 时实 现技 术 

进步与就业增长双重 目标的可行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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