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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 运用 ＷＩＯＤ 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就业创造指数和劳动增

加值带动指数， 研究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率。 结果表明， 制造业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劳动收

入带动效率均高于服务业； 制造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总体上升， 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总体下

降； 服务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带动效率高于制造业， 制造业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

出现分化。 现阶段， 中国各行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 促进制造业发展仍是稳定就业的重

要措施。 随着中国劳动力禀赋发生变化， 服务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带动作用， 应为其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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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促进就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中国的无就业增长现象［１］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
中国的增长就业弹性偏低［２］， 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３］。 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出口和投资的就业带动

效应。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出口的增长对带动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国外消费对

中国就业岗位的贡献数量约 ７０００ 万［５］。 出口的就业带动作用通过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就

业创造率， 降低其就业损失率来实现［６］。 而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导致

宏观调控措施的就业促进能力大为降低［２］。 相对于出口和投资， 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相对

欠缺。
在行业就业带动效应的测算方法上， 现有文献主要测算行业的就业弹性、 就业创造效应以及净增

长率。 无论采用哪种指标， 均基于特定行业的就业人数独立计算该行业的就业效应。 该方法因忽视了

行业之间投入产出联系所产生的就业溢出效应， 可能低估行业特定因素的实际就业带动效果。 郭东杰

和邵琼燕基于当时所能获得的数据， 对独立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 基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 计算细

分行业总产出的就业创造能力①， 将行业的就业溢出效应考虑进来［７ － ８］。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 使用单

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就业带动效率在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 行业产出的最终消费并非全部由

本国吸收， 其他国家吸收的部分也是出口。 而出口受国际需求的直接影响， 对国内就业的带动作用不

稳定。 第二， 随着国际投入产出联系不断加深， 国外生产要素占比不断上升， 国外增加值对本国就业

没有带动作用。 对于贸易大国，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关系研究国内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尤为重要［９］。
在考虑国际投入产出关系后， 中国国内要素的贡献程度有较大改变［１０ － １２］。

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的数据， 研究中国各行业的国内消费对就业的带动效

率， 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 首先， 集中考虑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率。 作为经济

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中国各行业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应长期被忽略。 ２００８ 年以来， 出口对 ＧＤＰ 的

贡献比例迅速下降并持续为负②； 长时间大规模超过行业正常发展水平的投资则不可持续。 在出口和

投资就业带动能力下降的背景下， 国内消费对促进就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其次， 在国际投入产出

分析框架下测算各行业的就业带动效率。 按照最终产出的吸收地， 将各行业的国内消费与出口剥离开

来； 从生产的角度， 按照投入要素的来源地对本国要素和国外要素进行区分， 集中分析国内生产要素

的贡献。 最后， 增加新的行业就业带动效率测算指标。 一方面沿用现有文献的方法， 以就业人数为基

础测算行业的就业带动效率； 另一方面以劳动力贡献的增加值为基础测算就业带动效率， 并按技能水

平对劳动力进行分类。 就业人数的分析方法将劳动力视为无差异的， 剔除了劳动技能提高的动态变化

·９７·

①
②

由于最终消费未按产品吸收地进行分解， 测算的实际上的是最终产品国内需求和出口对国内和国外的总体就业带动效应。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查询系统， “国家数据” 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查询路径： 年度数
据 － 国民经济核算 －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查询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净的货
物和服务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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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而劳动增加值则蕴含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基于劳动增加值的测算指标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就业带

动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 本文采用两类指标分别计算各行业的总体带动效率和交

叉带动效率， 以分析不同行业的总体就业带动效率和就业带动溢出效应。

二、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的行业就业带动效率测算方法

１． 国内消费的行业就业带动效率测算指标

本文的行业就业带动效率指特定行业的国内消费， 通过行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对国内全部行业或

者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 按照测算方法的不同， 分为就业创造指数和劳动增加值带动指

数， 分别对应就业人数和劳动增加值的带动效率。
定义特定行业国内消费的全行业就业创造指数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ＪＣＩ） 如下①：

ＪＣＩＴｊｔ ＝ ∑
ｉ
（ｙｄ

ｉｊｔ∗ｐｄ
ｉｔ）[ ] ／ Ｆｄ

ｊｔ （１）

　 　 其中， ｔ 标记年份， ｉ、 ｊ代表行业， 上标 ｄ 表示对应指标的国内部分。 ｙｄ
ｉｊｔ 是行业 ｊ的国内最终消费所

带动的行业 ｉ 的国内产出。 Ｆｄ
ｊｔ 代表行业 ｊ 的国内最终消费。 ｐｄ

ｉｔ 代表国内行业 ｉ 的产出劳动需求指数， 即

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对应的交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为：

ＪＣＩＣｊｔ ＝ ∑
ｉ≠ｊ

（ｙｄ
ｉｊｔ∗ｐｄ

ｉｔ）[ ] ／ Ｆｄ
ｊｔ （２）

　 　 定义全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Ｌａｂｏｒ’ｓ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和交叉劳动增加值带动

指数分别为：
ＬＶＰＩＴｊｔ ＝ ＬＡＢｄ

ｊｔ ／ Ｆｄ
ｊｔ （３）

ＬＶＰＩＣｊｔ ＝ ∑
ｉ≠ｊ

ＬＡＢｄ
ｉｊｔ( ) ／ Ｆｄ

ｊｔ （４）

　 　 其中， ＬＡＢｄ
ｊｔ 是行业 ｊ 的国内消费带动的国内所有行业劳动力增加值。 ＬＡＢｄ

ｉｊｔ 代表行业 ｊ 的国内消费

带动的劳动力增加值中， 由国内行业 ｉ 的劳动力贡献的部分。 按照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将其分为高等技

能、 中等技能和低等技能三类， 分别标记为 ｈ、ｍ、ｌ， 则有：

ＬＡＢｄ
ｊｔ ＝ ∑

ｉ
ＬＡＢｄ

ｉｊｔ ＝ ∑
ｓ
ＬＡＢｄ，ｓ

ｊｔ ＝ ∑
ｉ
∑

ｓ
ＬＡＢｄ，ｓ

ｉｊｔ ，　 ｓ ＝ ｈ，ｍ，ｌ （５）

　 　 定义特定类型劳动力的全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和交叉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分别为：
ＶＬＰＩＴ，ｓｊｔ ＝ ＬＡＢｄ，ｓ

ｊｔ ／ Ｆｄ
ｊｔ，　 ｓ ＝ ｈ，ｍ，ｌ （６）

ＶＬＰＩＣ，ｓｊｔ ＝ ∑
ｉ≠ｊ

ＬＡＢｄ，ｓ
ｉｊｔ( ) ／ Ｆｄ

ｊｔ，　 ｓ ＝ ｈ，ｍ，ｌ （７）

　 　 计算各种就业带动指数需要根据国际投入产出关系计算出 ｙｄ
ｉｊｔ 和 ＬＡＢｄ

ｉｊｔ 。
２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的国内劳动需求和劳动增加值测算

本文在约翰逊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诺格拉 （Ｎｏｇｕｅｒａ） 的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１３］ 下， 计算各行业的

国内劳动需求和劳动增加值。 假定存在 Ｎ个国家， 每个国家有 Ｓ个行业。 各国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品既

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 行业的产出既可用作国内的消费或中间投入品， 也可用于出口。 为追

踪最终消费和中间投入品的国际流动， 以 ｍ 和 ｎ 分别标记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和吸收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的国

家， 以 ｉ 和 ｊ 分别标记来源和吸收的行业。 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 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产出价值等于

各个国家以最终消费和中间产品两种形式吸收的价值之和：

·０８·

① 在公式 （１） － （６） 中， 对于就业创造指数 ＪＣＩ 和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ＬＶＰＩ， 上标 Ｔ 和 Ｃ 分别代表全部行业和交叉行业的对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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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Ｍｍｎ

ｉｊ （８）

　 　 其中， ｙｍ
ｉ 是国家 ｍ 行业 ｉ 的总产出， Ｆｍｎ

ｉ 是国家 ｍ 行业 ｉ 出售给国家 ｎ 的最终产品， Ｍｍｎ
ｉｊ 是国家 ｍ

行业 ｉ 出售给国家 ｎ 行业 ｊ 的中间产品。 ｍ ＝ ｎ 时， Ｆｍｎ
ｉ 为行业 ｉ 的国内消费。 定义维度为 ＮＳ × ＮＳ 的国

际投入产出矩阵 Ａ， 其元素为 ａｍｎ
ｉｊ ＝ Ｍｍｎ

ｉｊ ／ ｙｎ
ｊ ， 即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系数。 将 Ａ按来源和

去向分成 Ｎ∗Ｎ 个子矩阵，以 Ａｎｍ 标记：

Ａ ≡

Α１１ Α１２ … Α１Ｎ

Α２１ Α２２ … Α２Ｎ

︙ ︙ ⋱ ︙

ΑＮ１ ΑＮ２ … Α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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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Αｎｍ 是 Ｓ × Ｓ矩阵，代表国家的产出中由国家 ｒｉ 提供的中间投入数量， 主对角线上的矩阵代表各国

国内的中间产品投入。 Ａ 反映了所有行业的国际投入产出关系。 将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市场出清条件

（８） 综合起来， 表达为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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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ｎ
Ｆｍｎ的维度为 Ｓ × １； ｍ ＝ １， ２， ｍ； Ｎ 代表国家 ｍ 的最终消费。 将 Ｎ 个国家的最终消费

排成列向量， 以 Ｆ 表示。 国际市场出清条件可紧凑地表达为：
ｙ ＝ Ａｙ ＋ Ｆ （９）

　 　 将 （９） 移项整理， 即可得到投入产出恒等式：
ｙ ＝ （ Ｉ － Ａ） －１Ｆ （１０）

　 　 其中， Ｉ 是维度为 ＳＮ × ＳＮ 的单位矩阵。 （ Ｉ － Ａ） －１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 代表了各国各行业的一单

位最终产出所带动的所有国家所有生产环节的总产出。
为计算消费的就业人数带动量， 需要计算产出的劳动需求系数 ｐｍ

ｉ 。 ｐｍ
ｉ 是国家 ｍ 的行业 ｉ 生产一

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ｐｍ
ｉ ＝ ｌｍｉ ／ ｙｍ

ｉ ， 将其排列成为 ＳＮ × １ 列向量 ｐ， 并将 ｐ 转化为对角矩阵 ｐ

(

。
消费 Ｆ 所带动的各国各行业的就业人数 Ｊ 为：

Ｊ ＝ ｐ

(

（ Ｉ － Ａ） －１Ｆ （１１）
　 　 为计算消费的劳动增加值带动效果， 需要计算劳动增加值系数 ｖｌｍｉ 。 ｖｌｍｉ 是国家 ｍ 的行业 ｉ 的劳动

增加值占行业总产出的比例， ｖｌｍｉ ＝ ＬＡＢｍ
ｉ ／ ｙｍ

ｉ ，将其排列为 ＳＮ × １ 列向量 ｖ，并转化为对角矩阵 ｖ

(

。 最终

消费 Ｆ 所带动的各国各行业的劳动增加值 ＬＡＢ 为：

ＬＡＢ ＝ ｖ

(

（ Ｉ － Ａ） －１Ｆ （１２）
　 　 给定各类型劳动增加值系数 ｖｌｍ，ｓ

ｉ ，ｓ ＝ ｈ、ｍ、ｌ， 可根据 （１２） 计算各国各行业不同类型劳动力贡献

的增加值 ＬＡＢｓ 。
为分析各行业国内消费对国内就业和劳动增加值的影响， 对 Ｊ 和 ＬＡＢ 按照国家分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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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ｍｎ 和ＬＡＢｍｎ 均为 Ｓ × Ｓ 矩阵， 其元素 Ｊｍｎ
ｉｊ 和 ＬＡＢｍｎ

ｉｊ 分别代表由国家 ｎ 行业 ｊ 的消费所带动的国家 ｍ
行业 ｉ 的就业人数和劳动增加值。 当 ｍ ＝ ｎ 时， 即特定国家特定行业消费对国内就业的带动情况。 对

于 Ｊｍｎ
ｉｊ ， Ｊｍｎ

ｉｊ ＝ ｙｍｎ
ｉｊ ∗ｐｍ

ｉ 成立。

三、 数据来源和特点

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ＯＤ）① 的数据计算中国各行业就

业带动效率。 ＷＩＯＤ 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投入产出表与国际贸易数据结合， 形成了世界投入产出

表， 可以直观地研究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生产之间的相互影响［５，１４ － １６］。
ＷＩＯＤ 是向公众免费公开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 包含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 ＷＩＯＴ） 和社会经济账户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ＥＡｓ） 等多项子统计表。 整个系统

包含了 ４０ 个国家②、 ３５ 个行业， 这 ４０ 个国家的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 ８５％ 。 非 ４０ 国的其他经

济体统归于 Ｒｅｓ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Ｗ）。 ＷＩＯＤ 按照 ＮＡＣＥ ｒｅｖ１ 标准对行业进行划分， 具体的行业及编号

如表 １ 所示③。

表 １　 ＷＩＯＤ 的行业分类及编号
１　 农、 林、 牧、 渔业 １９　 汽车及摩托车的销售、 维护及修理

２　 采矿业 ２０　 燃油零售批发 （不含汽车和摩托车）
３　 食品、 饮料制造及烟草业 ２１　 零售 （不含汽车和摩托车）
４　 纺织及服装制造业 ２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５　 皮革、 毛皮、 羽毛 （绒） 及鞋类制造业 ２３　 内陆运输

６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２４　 水路运输

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２５　 航空运输

８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２６　 航空运输业的其他配套和辅助业务， 旅行社业务

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７　 邮政通讯业

１０　 橡胶及塑料制品业 ２８　 金融业

１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９　 房地产业

１２　 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

１３　 机械制造业 ３１　 公共管理、 国防和社会保障业

１４　 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 ３２　 教育

１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６　 其他制造业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３４　 其他社区、 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１７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５　 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业

１８　 建筑业

　 　 资料来源： ＷＩＯＤ．

ＷＩＯＴ 中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投入按照来源的国家和行业进行分类。 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产出分

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最终产品按照吸收地进行分类， 中间产品按照吸收的国家和行业进行分类。
ＷＩＯＴ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 ＳＥＡｓ 提供了各国各行业的总产出、 增加值、 就业人数、 各

·２８·

①
②
③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主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ｇ ／ ｎｅｗ＿ ｓｉｔｅ ／ ｈｏｍｅ． ｈｔｍ
具体参见蒂默 （Ｔｉｍｍｅｒ） ［１７］的表 １。
在构建国际投入产出表时， 需要对基于 ＣＰＡ 的产品分类与基于 ＮＡＣＥ ｒｅｖ１ 的行业分类进行对应， 具体的对应方式参见蒂默
（Ｔｉｍｍｅｒ） ［１７］附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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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补偿等数据①， 可计算行业各种类型劳动力的增加值系数 ｖｌｍｉ 以及行业的产

出就业消费系数 ｐｍ
ｉ 。 ＳＥＡｓ 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数据更新到 ２００９ 年。

四、 中国细分行业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率

１ 中国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指数

表 ２ 列出了根据（１） － （２）和（９） － （１１）计算的中国各行业国内消费的全行业就业创造指数和交

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 分别代表特定行业每万元国内消费带动的所有行业和其他行业国内就业人数。

表 ２　 中国细分行业的全行业和交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 人 ／ 万元

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ＮＩ ＪＣＩ ＿ Ｔ ＮＩ ＪＣＩ ＿ Ｔ ＮＩ ＪＣＩ ＿ Ｔ ＮＩ ＪＣＩ ＿ Ｔ ＮＩ ＪＣＩ ＿ Ｃ ＮＩ ＪＣＩ ＿ Ｃ ＮＩ ＪＣＩ ＿ Ｃ ＮＩ ＪＣＩ ＿ Ｃ
１ ３４ ５ ６１４ １６ ３ ６９０ １６ ７ １７３ １６ １ ６２３ ３４ ０ ２８８ １６ ０ ２０８ １６ ０ ４１１ １６ ０ ０９９
２ １６ ４ ０４６ ３４ ３ ５６７ ３４ ２ ２６７ ３４ １ ３４７ １６ ０ ２３０ ３４ ０ １８２ ３４ ０ １１２ ３４ ０ ０７１
３ ２１ ３ ８４２ ２１ ２ ７８８ １ １ ６４３ ２１ １ ０５１ ２１ ０ １８９ ２１ ０ １３４ １ ０ ０５２ ２１ ０ ０４９
４ １ ２ ６２８ １ ２ ４９７ ２１ ０ ７９４ １ ０ ９６３ １ ０ ０８２ １ ０ ０８２ ５ ０ ０３９ １ ０ ０３４
５ ３２ １ ０３２ ６ ０ ６０３ ５ ０ ７４３ ５ ０ ４１１ ２４ ０ ０５２ １８ ０ ０３２ １０ ０ ０３６ １０ ０ ０２３
６ ２４ ０ ９２８ ３２ ０ ５９８ ６ ０ ７３７ ６ ０ ４０５ ３２ ０ ０５１ ３２ ０ ０２８ ２１ ０ ０３５ ５ ０ ０２２
７ ２２ ０ ７４６ ４ ０ ５５３ ４ ０ ７２２ １０ ０ ３９８ １８ ０ ０４１ １０ ０ ０２７ ２５ ０ ０３４ ２５ ０ ０２１
８ ６ ０ ７３７ ５ ０ ５３５ １０ ０ ６８０ ４ ０ ３８５ ２２ ０ ０４０ ５ ０ ０２６ ６ ０ ０３２ ６ ０ ０１８
９ ４ ０ ７２６ １０ ０ ５２９ ２５ ０ ５８４ ７ ０ ３６５ ２５ ０ ０３５ ６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１８
１０ １８ ０ ６６３ １８ ０ ５１３ ２２ ０ ３７２ ２５ ０ ３３４ ６ ０ ０３３ ２２ ０ ０２６ ２２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０１６
１１ ２５ ０ ６４７ ２２ ０ ４７２ ３２ ０ ３６５ ２２ ０ ２７９ ３１ ０ ０３１ ４ ０ ０２２ １８ ０ ０１６ ２２ ０ ０１６
１２ ２７ ０ ６２８ ２３ ０ ３８６ ７ ０ ３５７ ２３ ０ ２２９ ２７ ０ ０３０ ３３ ０ ０１７ ３２ ０ ０１６ ２３ ０ ０１１
１３ ２３ ０ ５８１ ７ ０ ３８３ ２３ ０ ３１６ ３２ ０ ２２９ ４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１５ ３２ ０ ０１１
１４ ３１ ０ ５８０ ２６ ０ ３３０ １１ ０ ２６８ １１ ０ １８１ ３３ ０ ０２９ ２３ ０ ０１７ ２３ ０ ０１４ １８ ０ ０１１
１５ １０ ０ ５３３ ３３ ０ ３２６ １８ ０ ２６３ １８ ０ １６５ １０ ０ ０２８ ２６ ０ ０１６ １１ ０ ０１４ １１ ０ ０１０
１６ ３３ ０ ５０１ ３１ ０ ３１７ ３１ ０ １９５ ３１ ０ １３４ ２３ ０ ０２６ ３１ ０ ０１６ ３３ ０ ０１０ ３１ ０ ００７
１７ ２ ０ ４７８ １１ ０ ２７７ ２０ ０ １８８ １４ ０ １１３ ５ ０ ０２４ ２５ ０ ０１５ ３１ ０ ０１０ ３３ ０ ００７
１８ ５ ０ ４６５ ２５ ０ ２７２ １４ ０ １８１ ３３ ０ １１１ １１ ０ ０２３ １１ ０ ０１４ １４ ０ ００８ １３ ０ ００６
１９ １１ ０ ４３４ ２７ ０ ２２９ ３３ ０ １７６ １３ ０ ０９８ ２ ０ ０２２ １３ ０ ０１１ ２０ ０ ００８ １４ ０ ００６
２０ ７ ０ ４２７ ２ ０ ２１８ ３ ０ １４０ ２７ ０ ０９７ １３ ０ ０１９ ２７ ０ ０１１ １３ ０ ００７ ２４ ０ ００５
２１ １３ ０ ３５７ ３ ０ ２１２ ２７ ０ １３４ ２４ ０ ０９７ ７ ０ ０１９ ３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０７ ２７ ０ ００４
２２ ２６ ０ ３１６ １３ ０ ２０３ １３ ０ １３０ ２ ０ ０８１ １４ ０ ０１６ ２ ０ ０１０ ２６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０４
２３ １４ ０ ３０４ １４ ０ １８８ ２４ ０ １２７ ３ ０ ０８０ ２６ ０ ０１５ １４ ０ ００９ ２４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４
２４ ９ ０ ２５６ １２ ０ １８６ ２６ ０ １２０ ９ ０ ０７２ １５ ０ ０１３ ２０ ０ ００８ ２７ ０ ００５ ２６ ０ ００４
２５ １５ ０ ２４９ ２０ ０ １７４ ２ ０ １１１ ２０ ０ ０７２ ９ ０ ０１２ １２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０４
２６ １２ ０ ２４４ ９ ０ １５５ ９ ０ １０８ ２６ ０ ０６９ ３ ０ ０１２ ２４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０５ ２０ ０ ００３
２７ ２０ ０ ２４２ ２４ ０ １４８ １２ ０ ０８７ １５ ０ ０５８ ２０ ０ ０１１ １５ ０ ００７ １５ ０ ００４ １５ ０ ００３
２８ ３ ０ ２３４ １５ ０ １４２ ２８ ０ ０７７ １２ ０ ０４５ １２ ０ ０１０ ９ ０ ００７ １２ ０ ００４ １２ ０ ００２
２９ ３０ ０ １６７ １７ ０ １０３ １５ ０ ０７６ １７ ０ ０３３ ３０ ０ ００９ １７ ０ ００５ ２８ ０ ００３ ３０ ０ ００２
３０ １７ ０ １６２ ２８ ０ ０９５ ３０ ０ ０４６ ２８ ０ ０３１ １７ ０ ００８ ３０ ０ ００４ ３０ ０ ００２ １７ ０ ００２
３１ ２８ ０ １０１ ３０ ０ ０８２ １７ ０ ０４４ ３０ ０ ０３０ ８ ０ ００５ ２８ ０ ００３ １７ ０ ００２ ２８ ０ ００１
３２ ８ ０ ０９３ ８ ０ ０４５ ８ ０ ０２９ ８ ０ ０１９ ２８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１
３３ ２９ ０ ０３８ ２９ ０ ０３０ ２９ ０ ０２０ ２９ ０ ０１０ ２９ ０ ００１ ２９ ０ ００１ ２９ ０ ００１ ２９ ０ ０００

　 　 注： 在表 １ 的 ３５ 个行业中， 中国缺乏行业 １９ 和 ３５ 的数据， 故在计算时将其剔除。 Ｒ 所在列代表余下的 ３３ 个行业的就业创造效
率排序， 从高到低排列。 ＮＩ 代表附表 １ 中的行业编号， ＪＣＩ ＿ Ｔ 代表全行业就业创造指数， ＪＣＩ ＿ Ｃ 代表交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 行业
编号背景填充代表该行业为制造业细分行业。

从就业人数上看， 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带动效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细分行业的就业

·３８·
① 具体参见蒂默 （Ｔｉｍｍｅｒ） ［１７］第 ５６ 页， 表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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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带动能力发生了明显变化， 制造业的相对带动能力明显提高。 带动效率排名前 １０ 位的行业中，
１９９７ 年仅 ３ 个制造业行业， ２００９ 年增加到 ６ 个。 对于全行业就业带动能力， 其他制造业和废旧材料

回收加工业 （１６） 具有最高的就业带动效率， ２００９ 年每万元国内最终消费带动 １ ６２３ 个国内劳动力

就业。 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带动效率较高。 ２００９ 年排名 ２ 到 ４ 位的行业分别是其他社区、
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３４）， 零售 （２１）， 农业 （１）， 在中国均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

自 ２００１ 年起中国大多数细分行业的就业人数带动能力逐年下降。 以机械制造业 （９） 为例，
１９９７ 年每万元的国内消费带动 ０ ２５６ 个劳动力就业， ２００９ 年仅带动 ０ ０７２ 个。 少数的例外发生在

２００５ 年， 共有 ７ 个行业的全行业就业创造指数上升。 这些行业的生产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稳定， 劳动力相对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 行业产出的扩大通过更加密

集地使用劳动力实现。
交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反映了行业带动就业人数的溢出效应， 其值的动态变化过程和排序与全行

业就业创造指数大体相似。 尽管交叉行业就业创造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橡胶及塑料制品业 （１０）
和航空运输 （２５） 的相对重要性略有提高。

２． 中国细分行业的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劳动收入由劳动力所贡献的增加值确定， 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反映了行业最终消费对劳动收入的

带动能力。 表 ３ 则列出了根据 （３）、 （４） 和 （１２） 计算出的细分行业全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和

交叉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其含义为国内特定行业的一单位消费所带动的国内所有行业的劳动增

加值和其他行业的劳动增加值。
从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上看， 制造业行业具有较高的劳动收入带动效率。 其他制造业及废弃

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６） 的收入带动效率最高， ２００９ 年每万元国内消费带动的国内所有行

业劳动收入为 １ ３１ 万元， 其次是纺织及服装制造业 （４） 和航空运输 （２５）， 带动的劳动收入分别为

０ ９７１ 万元和 ０ ８６７ 万元。 在劳动收入带动效率排名前 １０ 位的行业中， 制造业行业占 ６ 个。
以劳动增加值带动系数度量的劳动收入带动效率与表 ２ 中的就业人数带动效率的结果呈现较大差

异。 表 ３ 中， ２００９ 年纺织及服装制造业 （４）， 航空运输 （２５）， 公共管理、 国防和社会保障业 （３１）
和教育 （３２） 的劳动收入带动效率显著提升， 而其他社区、 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３４） 和零售 （２１）
的收入带动效率显著下降， 下降的行业具有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的特点。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行业劳动收入带动效应变化方向出现明显分化。 制造业大多数行业的带动效

率提高， １４ 个行业中 ９ 个行业上升； 而服务业大多数行业的就业带动效率下降， １７ 个行业中 １６ 个行

业下降。 自 ２００１ 年起， ３３ 个行业中， 收入带动效应上升的行业数量为 １２ 个， 下降的数量为 ２１ 个，
其中带动效应上升的行业中有 ９ 个是制造业行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叉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也出现明显分化。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 ３３ 个行业中，
１５ 个行业的收入带动溢出效应提高， １８ 个行业降低。 增幅排名前两位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１） 和纺织及服装制造业 （４）， 涨幅分别为 ５３ ６％和 ４７ ４％ ； 降幅排名前两位的行业是房地产业

（２９） 和零售 （２１）， 分别下降 ４９ ７％ 和 ３６ ５％ 。 收入溢出效应提高的行业中， 有 １０ 个是制造业行

业。 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仅航空运输 （２５）、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２） 和内陆运

输 （２３） 的劳动力增加值带动能力上升， 除航空运输 （２５） 外， 其他行业上升幅度较小。
３． 中国细分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增加值带动指数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劳动力禀赋发生结构性变化， 高素质劳动力所占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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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细分行业的全行业和交叉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人 ／ 万元）

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ＮＩ ＬＶＩ ＿ Ｔ ＮＩ ＬＶＩ ＿ Ｔ ＮＩ ＬＶＩ ＿ Ｔ ＮＩ ＬＶＩ ＿ Ｔ ＮＩ ＬＶＩ ＿ Ｃ ＮＩ ＬＶＩ ＿ Ｃ ＮＩ ＬＶＩ ＿ Ｃ ＮＩ ＬＶＩ ＿ Ｃ
１ ２５ ０ ９８９ １６ １ ２２８ １６ ２ ７７６ １６ １ ３１ ２５ ０ ６７８ １６ ０ ７７９ １６ １ ８３９ １６ ０ ９３２
２ １６ ０ ９４１ ４ ０ ７７ ４ １ ２２４ ４ ０ ９７１ １６ ０ ６１７ ５ ０ ４５５ ２５ ０ ８３１ ２５ ０ ６４３
３ ４ ０ ８５０ ５ ０ ６９６ ２５ １ ２０２ ２５ ０ ８６７ ５ ０ ５０７ ２５ ０ ４４３ ４ ０ ７２７ ４ ０ ５９４
４ ５ ０ ７７１ ２５ ０ ６８９ ５ ０ ９２３ １ ０ ７６８ ３ ０ ４５４ １０ ０ ４０５ ５ ０ ６４６ ５ ０ ５３８
５ ６ ０ ７５０ １ ０ ６７８ １０ ０ ８１９ ５ ０ ７５４ ４ ０ ４５２ ４ ０ ４０３ １０ ０ ５３８ １０ ０ ４９９
６ １ ０ ７４０ ３２ ０ ６３８ ６ ０ ７３３ １０ ０ ７０８ ６ ０ ４３８ ３ ０ ３７４ ６ ０ ４５６ ３ ０ ４２４
７ ３２ ０ ６９３ １０ ０ ６３６ １ ０ ７２３ ６ ０ ６２１ １０ ０ ４３ ６ ０ ３５１ １４ ０ ４１９ ６ ０ ４０９
８ １０ ０ ６４９ ６ ０ ６１５ １４ ０ ６７２ ３１ ０ ６２ １４ ０ ３７２ ８ ０ ３４０ ３ ０ ４１１ １１ ０ ３７５
９ ７ ０ ６０２ １２ ０ ５６５ １１ ０ ６０５ １１ ０ ６１２ ８ ０ ３４５ １４ ０ ３３５ １１ ０ ３２４ １４ ０ ３６５
１０ １４ ０ ５９５ ３１ ０ ５６４ ３１ ０ ５８７ ３２ ０ ５７３ ２２ ０ ３１５ １２ ０ ３０１ ８ ０ ２９４ ７ ０ ３３４
１１ ３１ ０ ５８０ １４ ０ ５６１ ３２ ０ ５８１ １４ ０ ５５３ ９ ０ ２９８ １８ ０ ２７７ ９ ０ ２９２ ９ ０ ３２２
１２ ２１ ０ ５６５ ２１ ０ ５１１ ３ ０ ５２１ ７ ０ ５４４ １２ ０ ２９７ ２２ ０ ２７５ ２２ ０ ２８１ ２２ ０ ２９７
１３ ３ ０ ５５５ ３３ ０ ５０４ ７ ０ ４７１ ３ ０ ５３ ７ ０ ２９５ １１ ０ ２４４ ７ ０ ２５４ ８ ０ ２４３
１４ ３４ ０ ５３８ ３４ ０ ４９７ ９ ０ ４５８ ９ ０ ４６７ １１ ０ ２７８ ９ ０ ２４４ １２ ０ ２４１ １３ ０ ２１３
１５ １２ ０ ５３４ １１ ０ ４８２ １２ ０ ４２４ ３３ ０ ４１ １８ ０ ２７１ １３ ０ ２４０ １８ ０ ２１５ １２ ０ ２１２
１６ ３３ ０ ５１７ ３ ０ ４８１ ２４ ０ ４２３ ２２ ０ ４０９ ２４ ０ ２６８ ７ ０ ２３１ ２４ ０ ２００ ２４ ０ ２０６
１７ ２２ ０ ５１２ ７ ０ ４６９ ３３ ０ ４２１ ２４ ０ ３９８ １５ ０ ２３８ ２６ ０ ２２４ １３ ０ １９９ １８ ０ ２０４
１８ １１ ０ ４９６ １３ ０ ４４２ ２２ ０ ４０７ ３０ ０ ３５３ ２１ ０ ２３ ２４ ０ ２２２ ２６ ０ １９６ ２６ ０ １９７
１９ ２ ０ ４７６ ２２ ０ ４３２ ８ ０ ３９４ １３ ０ ３５ １３ ０ ２２７ １５ ０ ２１９ １５ ０ １７７ １５ ０ １９６
２０ ２４ ０ ４７４ ２４ ０ ４２７ ３４ ０ ３７４ ２ ０ ３４ ３３ ０ ２２５ ２１ ０ ２０３ ３４ ０ １５２ ３３ ０ １７７
２１ １８ ０ ４７１ １８ ０ ４２６ １３ ０ ３５７ １２ ０ ３３６ ２６ ０ ２１１ ３４ ０ １９０ ３３ ０ １５０ ３０ ０ １５５
２２ ９ ０ ４６５ ２３ ０ ４２２ ３０ ０ ３５１ ８ ０ ３２６ ３０ ０ ２０６ １７ ０ １６９ ３１ ０ １４１ ３４ ０ １５２
２３ ２０ ０ ４６３ ８ ０ ４１９ ２ ０ ３５ １８ ０ ３２４ ３１ ０ ２０５ ３１ ０ １６８ ３０ ０ １３８ １７ ０ １４９
２４ ２６ ０ ４５８ ２０ ０ ４１６ １８ ０ ３４２ １５ ０ ３１８ ３４ ０ ２０４ ３０ ０ １６８ ２１ ０ １３３ ３１ ０ １４３
２５ ２３ ０ ４４７ ２６ ０ ３９９ ２１ ０ ３４１ ３４ ０ ３１７ １７ ０ ２０１ ３３ ０ １６５ １７ ０ １３０ ２ ０ １３２
２６ ３０ ０ ４３１ ９ ０ ３９８ ２３ ０ ３３７ ２１ ０ ２９８ ３２ ０ １７８ ２０ ０ １５４ ２０ ０ １２８ ２１ ０ １２９
２７ １３ ０ ４２１ ３０ ０ ３９６ ２０ ０ ３３ ２３ ０ ２９７ ２ ０ １７６ ３２ ０ １４２ ２３ ０ １１６ ２３ ０ １２５
２８ ８ ０ ４１３ ２ ０ ３９６ ２６ ０ ３１ ２６ ０ ２８５ ２０ ０ １６６ ２７ ０ １２９ ２ ０ １１４ ３２ ０ １１９
２９ １５ ０ ３８８ １５ ０ ３７３ １５ ０ ３０９ ２８ ０ ２６７ ２７ ０ １５８ ２ ０ １２９ ３２ ０ １１３ ２０ ０ １１１
３０ １７ ０ ３３５ ２８ ０ ３０４ ２８ ０ ２７７ ２０ ０ ２６５ ２３ ０ １３ ２３ ０ １２５ ２７ ０ ０９２ ２７ ０ ０９６
３１ ２８ ０ ３１３ １７ ０ ２９５ １７ ０ ２５４ １７ ０ ２５７ ２８ ０ １０４ ２８ ０ ０９９ ２８ ０ ０８２ ２８ ０ ０７３
３２ ２７ ０ ２８７ ２７ ０ ２７ ２７ ０ ２３５ ２７ ０ ２３５ ２９ ０ ０８７ ２９ ０ ０８８ １ ０ ０６４ １ ０ ０６６
３３ ２９ ０ ２０９ ２９ ０ ２３３ ２９ ０ １７２ ２９ ０ １３６ １ ０ ０８３ １ ０ ０８５ ２９ ０ ０５５ ２９ ０ ０４４

　 　 注： ＬＶＩ ＿ Ｔ 代表全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ＬＶＩ ＿ Ｃ 代表交叉行业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其余同表 ２。

比例逐渐提高。 从发展的眼光看， 对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效率较高的行业在未来具有更好的就业带动

作用， 是现阶段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
在 ＷＩＯＤ 中， 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劳动力分为高、 中、 低技能： 根据中国教育类型的划分， 受过高

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力对应高技能， 初中毕业及以下对应低技能， 中间为中等技能［１７］。 表 ４ 列出了

各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中国各行业的就业人员仍然以中低技能劳动力为主， 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有待提高。 从数值上

看， 无论是全行业还是交叉行业， 相同年份相同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明显低于劳动增加

值带动指数。 以纺织及服装制造业 （４） 和航空运输 （２５） 为例， ２００９ 年高技能劳动力收入占全部

劳动力收入比例仅为 ５ ０５％和 ２１ ３４％ 。 服务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 占比从高到低

排序， ２００９ 年前排位前 １３ 位的行业均属于服务业。 表 ３ 和表 ４ 的结果说明， 尽管制造业对劳动增加

值的带动效率相对较强， 其带动的主要是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要适应国内生产要素禀赋性质的变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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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细分行业的全行业和交叉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ＮＩ ＬＶＩｈ ＿ Ｔ ＮＩ ＬＶＩｈ ＿ Ｔ ＮＩ ＬＶＩｈ ＿ Ｔ ＮＩ ＬＶＩｈ ＿ Ｔ ＮＩ ＬＶＩｈ ＿ Ｃ ＮＩ ＬＶＩｈ ＿ Ｃ ＮＩ ＬＶＩｈ ＿ Ｃ ＮＩ ＬＶＩｈ ＿ Ｃ
１ ３２ ０ １２５ ３２ ０ １４５ ２５ ０ ２２０ ３２ ０ ２４１ ２５ ０ ０３８ １６ ０ ０３９ １６ ０ １１７ ２５ ０ ０８７
２ ２５ ０ １０６ ２５ ０ １０１ ３２ ０ ２０１ ２５ ０ １８５ １６ ０ ０２２ ２５ ０ ０３４ ２５ ０ ０９２ １６ ０ ０７１
３ ３１ ０ ０６２ ３１ ０ ０８２ １６ ０ １４１ ３１ ０ １５８ １４ ０ ０１７ １０ ０ ０２４ １０ ０ ０４７ １０ ０ ０５４
４ ３３ ０ ０５４ ３３ ０ ０７４ ３１ ０ １３３ ３３ ０ ０８８ １０ ０ ０１７ １４ ０ ０２２ １４ ０ ０４４ １４ ０ ０４９
５ ３０ ０ ０４７ ３０ ０ ０６３ ３３ ０ ０８０ ３０ ０ ０８３ ４ ０ ０１５ ５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０４２ １１ ０ ０４７
６ ３４ ０ ０４７ ３４ ０ ０５７ ３０ ０ ０７７ １６ ０ ０８２ １２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０２０ １１ ０ ０３３ ４ ０ ０４１
７ ２７ ０ ０３８ ２７ ０ ０４９ １４ ０ ０７２ ２７ ０ ０７７ ５ ０ ０１５ １２ ０ ０２０ ５ ０ ０３２ ９ ０ ０３５
８ ２０ ０ ０２６ １６ ０ ０４６ ２８ ０ ０６６ ２８ ０ ０７６ ２４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２６ ７ ０ ０３２
９ ２８ ０ ０３４ ２０ ０ ０４２ ２７ ０ ０６２ １４ ０ ０７２ ６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０１７ ８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３０
１０ １４ ０ ０３３ ２８ ０ ０４１ ３４ ０ ０５９ １０ ０ ０６２ ２１ ０ ０１３ １１ ０ ０１６ １２ ０ ０２５ １３ ０ ０２８
１１ ２１ ０ ０２９ １４ ０ ０３９ １０ ０ ０５７ ２０ ０ ０５８ ８ ０ ０１３ ２１ ０ ０１６ ６ ０ ０２４ １２ ０ ０２８
１２ １６ ０ ０２９ ２１ ０ ０３５ ２０ ０ ０５６ ２４ ０ ０５４ １１ ０ ０１２ １３ ０ ０１６ ２４ ０ ０２１ ２４ ０ ０２７
１３ ２６ ０ ０２２ １２ ０ ０３１ ４ ０ ０５２ １１ ０ ０５３ ７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５ １３ ０ ０２１ ６ ０ ０２７
１４ ２４ ０ ０２５ ２４ ０ ０３０ ２４ ０ ０４３ ３４ ０ ０５２ ９ ０ ０１２ １８ ０ ０１５ ７ ０ ０２０ ８ ０ ０２６
１５ １２ ０ ０２１ １０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０４２ ９ ０ ０５１ １８ ０ ０１１ １５ ０ ０１５ １５ ０ ０１９ １５ ０ ０２６
１６ １０ ０ ０２６ ２６ ０ ０２６ ２１ ０ ０４０ ４ ０ ０４９ ２６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０１４ ３１ ０ ０１８ ３１ ０ ０２４
１７ １７ ０ ０１８ １３ ０ ０２６ １１ ０ ０３９ ２１ ０ ０４７ ３１ ０ ０１１ ２４ ０ ０１４ １８ ０ ０１８ １８ ０ ０２３
１８ ９ ０ ０１６ ２９ ０ ０２６ １２ ０ ０３６ １７ ０ ０４４ １５ ０ ０１１ ３１ ０ ０１３ ２１ ０ ０１８ ３３ ０ ０２２
１９ ４ ０ ０１９ ４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３６ ７ ０ ０４０ １３ ０ ０１１ ２６ ０ ０１２ ２０ ０ ０１７ ２１ ０ ０２１
２０ １３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２５ ８ ０ ０３５ １３ ０ ０４０ ３３ ０ ０１１ ２０ ０ ０１２ ２６ ０ ０１６ ２６ ０ ０２１
２１ １５ ０ ０１８ １５ ０ ０２４ １７ ０ ０３５ １５ ０ ０３９ １７ ０ ００９ ３４ ０ ０１２ ３３ ０ ０１５ １７ ０ ０２０
２２ ７ ０ ０２０ １７ ０ ０２４ １３ ０ ０３３ １２ ０ ０３６ ３４ ０ ００９ ３０ ０ ０１１ ２３ ０ ０１４ ２３ ０ ０１９
２３ ６ ０ ０１７ ５ ０ ０２３ １５ ０ ０３１ ８ ０ ０３５ ２７ ０ ００９ ３３ ０ ０１１ ３４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１９
２４ ５ ０ ０１６ ８ ０ ０２３ ６ ０ ０３０ ５ ０ ０３４ ２ ０ ００９ ２２ ０ ０１１ １７ ０ ０１４ ２０ ０ ０１８
２５ ８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２０ ７ ０ ０２８ ２６ ０ ０３４ ２０ ０ ００９ １７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１４ ３０ ０ ０１８
２６ １８ ０ ０１５ １１ ０ ０２０ ２６ ０ ０２８ ６ ０ ０３２ ３０ ０ ００９ ３ ０ ０１０ ２２ ０ ０１３ ３４ ０ ０１７
２７ ２９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２０ ２ ０ ０２６ ２ ０ ０３１ ３２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１０ ３０ ０ ０１３ ２２ ０ ０１７
２８ １１ ０ ０１５ ２３ ０ ０２０ ２９ ０ ０２６ ２３ ０ ０３１ ２２ ０ ００８ ２３ ０ ０１０ ３２ ０ ０１２ ３２ ０ ０１６
２９ ２３ ０ ０１６ １８ ０ ０２０ ２３ ０ ０２５ １８ ０ ０２９ ３ ０ ００７ ２７ ０ ００９ ２８ ０ ０１２ ２７ ０ ０１５
３０ ２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１６ １８ ０ ０２４ ２２ ０ ０２３ ２８ ０ ００７ ３２ ０ ００９ ３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０１５
３１ ２２ ０ ０１１ ２２ ０ ０１４ ２２ ０ ０１９ ３ ０ ０２１ ２３ ０ ００７ ２８ ０ ００９ ２７ ０ ０１２ ２８ ０ ０１３
３２ ３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１４ ３ ０ ０１８ ２９ ０ ０２０ ２９ ０ ００５ ２９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１１
３３ １ ０ ００６ １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１１ １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０７ ２９ ０ ００８ ２９ ０ ００７

　 　 注： ＬＶＩｈ ＿ Ｔ 代表全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ＬＶＩｈ ＿ Ｃ 代表交叉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其余同表 ２。

化， 保持行业竞争力， 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①。 大多数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逐步上升，
仅房地产业 （２９） 和其他社区、 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３４） ２００９ 年的带动水平低于 ２００１ 年。 服务业细

分行业的带动效率排名明显上升。 ２００９ 年， 全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效率排名前 ５ 位的均为服

务业行业， 教育 （３２）， 航空运输 （２５）， 公共管理、 国防和社会保障业 （３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３） 和租赁和商务服务 （３０）， 带动效应分别为 ０ ２４１、 ０ １８５、 ０ １５８、 ０ ０８８ 和 ０ ０８３。 然而， 从

交叉行业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看， 服务业行业的就业带动溢出效应总体低于制造业行业。 因

此， 促进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对带动高技能劳动增加值具有相对更高的效率。
不同类型劳动力的收入构成在行业间发生分化。 对比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不同类型劳动增加值带动

指数， ３３ 个行业中， ２９ 个行业的中等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下降。 １３ 个行业的低技能劳动增加值

带动能力上升， 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②； 同时， 制造业行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带动效应逐步上

·６８·

①
②

产业升级并不必然是产业间的转换， 更新产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水平同样有助于保持行业竞争力。
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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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制造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极化现象初现端倪。 服务业细分行业对劳动增加值的带动作用从低技能劳

动力转向高技能， 收入促进作用逐渐加强。

五、 结论和启示

随着出口和投资就业带动能力的下降， 国内消费对促进就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本文在国际投

入产出的框架下， 采用 ＷＩＯＤ 数据分析中国各行业国内消费的就业带动效率。 在就业带动效率的分析

指标上， 同时测算了行业的就业创造指数和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 分别对应就业人数和劳动收入的变

化， 分析两种指标的变动及差异， 得到如下结论及启示。
第一， 从就业人数和劳动收入两方面看， 制造业行业均具有较高的总体就业带动效率和就业溢出

效率。 在就业创造指数和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的行业排序上， 排名前 １０ 位的行业大多是制造业细分

行业。 第二， 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指数与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反映出的行业就业带动效率不同， 两种指

标的差异源于就业人数带动效应强的服务业行业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的事实。 第三， 服务业和制造

业的全行业和交叉行业劳动收入带动效率变动方向出现明显分化。 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劳动收入带动

效率提高 （９ ／ １４）， 而大多数服务业行业的收入带动效率降低 （１６ ／ １７）。 第四， 按照受教育水平对劳

动力进行分类， 大多数行业的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作用逐步上升。 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效率

高于制造业， 但是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更明显。 服务业提高了不同类型劳动力的综合收入带动效率， 制

造业不同类型劳动力的收入分化现象渐趋明显。
对国内消费行业就业带动效应的探讨， 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思考。 首先， 对行业就业带动效率的考

察指标应更加全面。 就业带动的确切内涵是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基于就业人数的带动效率分析忽

略了劳动力素质的差异， 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误导性。 从劳动增加值带动指数评价行业的就业带动效

率更加合理。 其次， 为提高消费的就业带动效应， 应优先发展就业带动效率较高且溢出效应较高的行

业。 在总体带动效率相当的情况下， 优先发展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 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具有更强的

投入产出联系， 应对就业负面冲击的能力更强。 再次， 由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技能水平总体偏低， 扩

大并稳定就业规模应充分重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就业带动效应。 最后，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国内劳

动禀赋的变动相匹配。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 高技能劳动力在总体劳动力构成中占

比越来越大。 为促进就业， 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方向应偏向于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效率较高的行业。
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效率较高，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 培育其就业带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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