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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潜力研究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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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

#

摘要!通过借助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内蒙古第三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吸纳劳动力的情况

与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比!内蒙古第三产业近年来保持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第三

产业中传统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新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成为吸纳劳

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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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

也在不断地优化升级%但是目前内蒙古正面临着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大难题%

#$$B?

#$!A

年!内蒙古的经济以高达年均
!F8B"[

的速度增

长(

!

)

!但内蒙古的就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失业人数

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随着经济的

发展!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

#

)

%因

此!如何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潜力成为内蒙古

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对内蒙古第三产业及其

内部各行业吸纳劳动力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发挥第

三产业吸引就业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升内蒙古的就业

水平%

!

!

内蒙古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就业潜力

!"!

!

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快速的

发展%一般情况下!衡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需要考

察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两大指标(

;

)

%从
K:R

构

成来看/如表
!

所示,!内蒙古第三产业
K:R

比重由

!F=@

年的
#!8F[

上升到了
#$!A

年的
;F8B[

+第一

产业的
K:R

比重由
;#8=[

下降到
F8#[

+第二产业

的
K:R

比重
AB8A[

上升到
B!8;[

!第三产业
K:R

增幅最大%就业方面!第三产业对吸纳劳动力就业

的上升幅度也是最高的!

!F=@?#$!A

年期间!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由
!A8AB[

上升到
A#8#B[

!就业比

重的增幅比
K:R

比重的增幅高出
!$8#

个百分点%

而同时期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
"=8![

下降到

;F8!@[

+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由
!@8AB[

下降到

!@8#=[

%从就业人数来看!

!F=@?#$!A

年内蒙古

就业人数
@;#8"

万人!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

B;=8=

万人!新增的就业人数
"B[

是在第三产业就

业%这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第三产业平

均每单位产值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要大于第一产

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扩大就

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与全国其他省份比较来看!

#$!A

年!内蒙古的第

三产业就业比重为
;F8B[

!排名第
!$

名!而第一名

的北京为
==8F[

!其就业比重是内蒙古的
!8F=

倍+

全国第三产业平均就业比重为
AA8;F[

!是内蒙古的

!8!#

倍(

A

)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高达

=$[

左右(

B

)

%因此!这也说明了内蒙古的第三产业存

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

!

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分析

!"#"!

!

就业弹性分析

就业弹性是指某一时期内某行业的就业变化百

分比与产值变化百分比的比值!即该行业产值每变化

![

!劳动力相应变化的百分比(

"

)

%就业弹性越大!表

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越强+就业弹性越小则

越弱%

F



表
!

!

内蒙古三大产业的
L3A

比重和就业比重

年份
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万人& 就业构成%

[

&

K:R

构成%

[

&

总人数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F=@ "B#8@ A;@8$ !#$8B FA8; "=8!$ !@8AB !A8AB ;#8= AB8A #!8F

!F@$ "F@8A A"$8= !#F8= !$@8$ "B8F= !@8B= !B8A" #"8A A=8# #"8A

!F@# ="#8A B$!8B !A$8! !#$8@ "B8=@ !@8;@ !B8@A ;B8@ ;F8F #A8;

!F@A @#=8@ B#A8B !BA8B !A@8@ ";8;" !@8"" !=8F@ ;;8B ;=8# #F8;

!F@" @=B8A B#!8= !@A8" !"F8! BF8"$ #!8$@ !F8;# ;$8! ;;8F ;"8$

!F@@ F$F8= AF$8$ #$$8! #!F8" B;8@" ##8$$ #A8!A ;;8; ;!8= ;B8$

!FF$ F#A8" B!B8B #$!8A #$=8= BB8=" #!8=@ ##8A" ;B8; ;#8! ;#8"

!FF# F="8$ B;!8A #!=8! ##=8B BA8AB ##8#A #;8;! ;$8! ;"8# ;;8=

!FFA !$;;8A B;"8B ##B8! #=!8@ B!8F# #!8=@ #"8;$ ;$8$ ;"8" ;;8A

!FF" !$;F8$ BA"8@ ##;8A #"@8@ B#8"; #!8B$ #B8@= ;$8" ;B8= ;;8=

!FF@ !$B$8; BA#8" #$=8! ;$$8" B!8"" !F8=# #@8"# #=8! ;"8; ;"8"

#$$$ !$"!8" BB;8= !@#8A ;#B8B B#8#$ !=8!$ ;$8=$ ##8@ ;=8F ;F8;

#$$# !$@"8! BB#8; !=;8= ;"$8! B$8F$ !"8$$ ;;8!$ !F8; ;@8F A!8@

#$$A !$#"8! BBF8; !B;8$ ;!;8@ BA8B! !A8F! ;$8B@ !=8# A!8$ A!8@

#$$" !$B!8# B"B8; !"@8$ ;!=8F B;8=@ !B8F@ ;$8#; !#8@ A@8! ;F8!

#$$@ !!$;8; BB"8= !@"8# ;"$8A B$8AB !"8@@ ;#8"= !$8= B!8B ;=8@

#$!$ !!@A8= B=!8$ #$"8# A$=8B A@8#$ !=8A! ;A8;F F8A BA8B ;"8!

#$!# !;$A8F B@;8A #;"8! A@B8A AA8=$ !@8!$ ;=8#$ F8! BB8A ;B8B

#$!A !A@B8A B@#8$ #=!8A ";#8$ ;F8!@ !@8#= A#8BB F8# B!8; ;F8B

注(表
!

中
K:R

用当年价计算!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中数据整理"

图
!

!

!F@#?#$!A

年内蒙古三大产业

的就业弹性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

中数据计算整理%

!!

图
!

显示!

!F@#?#$!A

年!第三产业的平均就业

弹性最大!为
!8#=

!且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正值

并呈上升趋势!弹性系数在
!FF$

年达到
!=8$=

!即

K:R

每增加
![

!就业人数增加
!=8$=[

!这与内蒙

古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结构与产

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其次

是第二产业!其平均弹性系数为
$8FF

!在
#$!A

年达

到最大
!A8@"

%第一产业的整体弹性波动不大但就

业弹性最小!其平均就业弹性为
$8$@

%这说明内蒙

古的第一产业就业已达到饱和!并有向第二"三产业

转移劳动力的趋势!且第三产业已具有较强的就业吸

纳能力%

!"#"#

!

结构偏离度分析

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

的比重之差!偏离度绝对值越大!说明就业结构与产

业结构越不平衡!产业结构的效益越低%偏离度为

正!表明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意味着其

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需求!反之亦然(

=

)

%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人均增加值的不断提升!一"

二"三产业的偏离度值也逐渐趋近于零!偏离度为零

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达到平衡状态%

从图
#

可以看出!

!F=@

年以来内蒙古第三产业

结构偏离度大多呈负偏离状态!且逐渐由负偏离状态

向零靠近!由
!F=@

年的
?!$8;!

上升到
#$!A

年的

;8$B

!表示第三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存

在着劳动力迁入的趋势%同一时期!第一产业结构

偏离度处于正值运行且向
$

靠拢的速度较慢!年均

偏离度为
;$8B"

!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严重过

剩%第二产业自
!F=@

年以来也一直呈现负偏离状

$!

!!

科技和产业
!!!!!!!!!!!!!!!!!!!!!!!!!!!!!!!!!! !!!

第
!"

卷
!

第
!#

期
!!



态!但与第三产业相比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趋势!

年均偏离度为
?##8=A

!表明第二产业吸收就业的

能力不足%因此!这反映了内蒙古第三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要比第一"二产业更为合理%近年来!第

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保持着对劳动力需求旺盛态

势!在未来的一定时期里!仍有继续吸纳劳动者就

业的巨大潜力%

图
#

!

!F=@

$

#$!A

年内蒙古三大产业

结构偏离度的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

中数据计算整理%

!"#"$

!

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劳

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在一定劳动力投入条件下

某部门的生产效率(

@

)

%当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
!

时!

说明该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小于

!

时!说明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

如图
;

所示!

!F=@?#$!A

年期间!第一产业的相

对劳动生产率较低!均在
$8B

左右!且呈温和下降趋

势!这也表明第一产业的产业效益较差%第二产业的

比较劳动生产率较大!年均为
#8#"

!说明内蒙古第二

产业的产业收益带来了较高的国民收入%第三产业

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
!8B

左右!整体处于下降趋

势!并逐步向
$

靠拢!在
#$!A

年达到最低点
$8F#

!说

明第三次产业相对的就业人数和收入成正比!

![

的

从业人数可以带来等量的相对国民收入%但与第二

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产业效益有待提高%

图
;

!

!F=@?#$!A

年内蒙古三大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

中数据计算整理%

#

!

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潜力分析

#"!

!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比重分析

#$$B?#$!A

年间!从各行业的变动幅度来看!第

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速

度最快的行业是房地产业!上升幅度超过了
!B$[

+

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上升幅度是
B$8==[

"

#$8"=[

+再次是

住宿和餐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批发

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上升幅度分别

是
!F8"![

"

!$8""[

"

F8!"[

"

A8=![

"

A8A![

"

#8!A[

"

!8$@[

+其余行业的就业比重变动幅度小于

![

%

表
#

!

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占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

M

#

行业
#$$B #$$= #$$F #$!! #$!; #$!A

变动幅度%

[

&

批发和零售业
B8=; B8AB A8=F B8!= "8A" "8$ A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 !#8!# !!8@ !!8## !#8"# !#8;; $8AF

住宿和餐饮业
#8$A !8FF !8"" !8=BB #8"; #8AA !F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FB #8=! #8@$ #8@F ;8AB #8FA B$8==

金融业
B8B= B8"F "8;" "8BA "8$@ "8$@ F8!"

房地产业
!8$F !8$F !8$" !8;@ #8=@ #8@= !";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8F" #8$" #8$ #8BF #8B! #$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F ;8$" ;8$= ;8$# ;8B; ;8B; !$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A8"! A8=" A8@! B8$@ A8"= A8"" !8$@

!!

!!!!!!!!!!!!!!!

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潜力研究
!



续表
#

行业
#$$B #$$= #$$F #$!! #$!; #$!A

变动幅度%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A !8!; !8;@ !8;B $8B" $8B! ?#$8;!

教育
#B8@! #B8BB #A8F$ #;8=" #$8F! #$8"@ ?!F8@@

卫生和社会工作
@8!= @8!= @8AF @8=@ @8!@ @8B; A8A!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A= #8A; #8;@ #8#; #8$" #8$= ?!"8!F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A8;B #;8F! #A8AA #A8@A #;8A" #A8@= #8!A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中数据计算整理"

!!

到
#$!A

年!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分行业就业比

重最高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

比重是
#A8@=

!其次是教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比

重依次为
#$8"@[

"

!#8;;[

"

@8B;[

"

"8$@[

"

"[

"

A8""[

"

;8B;[

%其余行业的就业比重则在
#[

左

右%

#"#

!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潜力分析

根据表
;

中的年均数据可以将各行业的就业弹

性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的就业弹性分别为
;8B@

"

!8=$

"

!8!;

"

$8=@

!

均超过了
$8=

!处于第一层次+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卫

生和社会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
$8"!

"

$8AA

"

$8;"

"

$8#A

"

$8!=

"

$8!"

"

$8!B

!均超过了
$8!

!处

于第二层次+其余行业的就业弹性小于
$8!

!处于第

三层次%这表明*在
#$$B?#$!A

年间!随着产值的增

加!对就业带动力最强的是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而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卫生和社会工

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次之+其余行业对就业的带动力最弱%

表
$

!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弹性

行业
#$$B #$$= #$$F #$!! #$!; #$!A

年均

批发和零售业
?$8;; ?$8$F ?$8!F $8=A ;8F@ ?$8A; $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 $8;A $8#= $8!B #8"" ?!8$= $8;"

住宿和餐饮业
?$8!$ $8$$ ?$8AA $8"# "8FB ?$8#@ !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A #8"@ $8;! $8"= @8## ?$8F" !8=$

金融业
$8!B $8!; $8;! $8!" $8!B $8!$ $8!"

房地产业
?$8;F $8!A ?$8"; !8#; #$8A; $8=! ;8B@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8!$ ?$8#A $8!# ?F8$A ?$8$B ?!8B#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 $8$F $8$= $8!$ $8"F $8$A $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F $8$F $8$= $8#F $8;# $8$; $8!B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B $8#$ ?$8BA $8#; ;8"B ?$8#B $8AA

教育
$8$= $8!! ?$8$; ?$8$# $8!$ $8$B $8$B

卫生和社会工作
$8$# $8!# $8#! $8#" $8"B $8!" $8#A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B $8$F $8$; ?$8!! $8!# $8#A $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A $8$@ $8!= $8#! $8@A ;8;# $8=@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A?#$!B

,中数据计算整理"

$

!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内蒙古各行业产值与就业的数据分析发

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增量上已经

成为主要渠道%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都

具有较大的就业潜力%然而!内蒙古的第三产业对就

业率的拉动能力不强!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带动

足够的就业!反映了内蒙古第三产业在现有产值规模

下也还有吸纳就业的空间%为了扩大内蒙古的就业

潜力!提出以下建议*

!

,调整内蒙古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科技和产业
!!!!!!!!!!!!!!!!!!!!!!!!!!!!!!!!!! !!!

第
!"

卷
!

第
!#

期
!!



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潜力巨大!因此!

内蒙古应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攻

方向%积极鼓励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

同时应注重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

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性第三产业%

#

,对第三产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人员上的支

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政府应该通过资金和政策支

持!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发挥其在促进和改善就业

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应加强劳动力培训工作!尤

其要着眼于对劳动力的教育以及技能培养%全面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内蒙古第三产业的现代化

水平%

;

,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小企业

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

F

)

%而内蒙古的中

小企业发展不足!这就限制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因

此!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实施

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减少阻

碍企业发展的不合理政策限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

供宽松的制度环境%

A

,改革障碍劳动力就业的制度因素%逐步取消

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

行改革!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以促进内蒙古逐渐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同时!各级城镇在医疗"教

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发展规划中要将新增人口考

虑在内!为未来社会劳动力就业和转移提供足够的发

展空间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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