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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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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3';-!%&2年的数据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偏向!并基于新古典理论

的分析框架!将就业增长分解为资本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性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偏向三部分!分析

表明,&3'3-&3;3年!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不太明显!但在 &33%-!%&2 年!我国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资

本投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技术进步偏向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因此!资本深化'技

术进步偏向资本是我国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应优先构建以促

进就业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并加快中小

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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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

续增长和稳定就业!在奥肯定律中!经济增长与就

业增长之间呈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则就业上升!

经济下滑则就业下降$ 但是!技术进步直接决定了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因此!在技术创新和技术

变迁中!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尤其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

的阶段!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程

度不一致!这便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近些年!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的研究成果

颇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对就

业量的影响$ 姚站琪和夏杰长)!%%"*认为技术进

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根据资源禀赋特点制定

技术发展政策!可以减缓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效

应$ 魏燕和龚新蜀)!%&!*认为我国技术进步与就

业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技术进步是形成区

域就业差异的长期原因!但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的短

期影响在四大经济区中是不稳定的$ 二是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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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赵利和潘志远)!%&!*认为

技术进步对我国不同地区就业产生的负影响有所

不同!对东部第一&三产业就业有负影响!对中部第

二产业就业有负影响!对西部第二&三产业就业有负

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选择适合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先

进技术来优化地区就业结构$ 三是技术进步对劳动

力素质的影响$ 赵利和姜均武)!%&&*认为技术进步

对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即

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自 !%世纪 3%年代以来!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均偏向资本

要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8U79TVQT*! !%%3'

g.*VQT!!%%;'戴天仕 等!!%&%'钟世川!!%&#*!而这

一技术进步偏向又会对我国就业增长产生何种影

响!目前尚未有文献对其研究$ 本文拟弥补这一研

究空白!主要讨论技术进步偏向对我国就业增长的

影响!并基于 M)[[:/).O*T8生产函数!采用我国

&3';-!%&2年的有关数据测算技术进步偏向对就

业增长的贡献及其影响程度$

二&理论模型分析

为便于理论分析!本文只考虑资本和劳动两种

投入要素!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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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任意变量4的变化率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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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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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

*

表示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性$

根据N7Ù8)&32!*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可

知%若资本边际产出增长率超过劳动边际产出增长

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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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业增长率由资本增长率&工资增长率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

进步和边际劳动产出递减倾向 "个因素决定$ 值得

注意的是!);*式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才成立$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7模型构建

$$为分析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程度!

必须首先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的偏向情况$ 假设

)&*式中的具体生产函数为 M)[[:/).O*T8生产函

数!其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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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由理论分析可知!分解就业增长所需要的数据

有%社会最终产品的地区总产值 &

'

&资本存量 )

'

&劳

动力数量 *

'

以及资本和劳动各自的报酬率,

'

和+

'

$

)&*总产值$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

料,的省际收入法 @/A中包括了固定资本折旧&生

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以及劳动者报酬$ &3';-!%%#

年的@/A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3"!-!%%#,!!%%"-!%&2 年的 @/A数据来

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折算为 &3'; 年不变

价数据$

)!*资本存量$ 采用永续盘存方法估算资本存

量!根据我国 &3"2-&3';年实际固定资本形成的年

平均增长率和该期间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计算

&3'; 年年末的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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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为初始年份的资本

存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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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始年份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 为初

始年份以前各年实际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均增长率!

%

为平均折旧率$ 然后!将各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按

&3';年)&3';年J

&%%*价格进行折算$ 最后!利用

永续盘存法测算各年年末的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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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投入$ &3';-!%%#年的劳动力数据来

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年的

劳动力数据来自 !%%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资本报酬率与劳动报酬率$ 本文沿用戴天

仕和徐现祥)!%&%*的处理方法!使用 @/A缩减指

数对生产总值核算中的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

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的数据进行缩减得到各项

的实际值!然后用劳动报酬除以年平均从业人员得到

劳动报酬率!用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

余之和除以实际固定资本投入量得到资本报酬率$

四&实证分析

由于全要生产率增长等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

入不能解释的索洛余值!而在数值上又等于产出增

长率减去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加权平均数!因

此!依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我国 &3'3-!%&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图 & 和表 & 所示$

&3'3-&3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波动幅度较

大!其均值为 2+"4<'在 &33!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数

值达到最大!为 3+#'<'随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

致呈下滑趋势!其均值为 2+4'<!其主要原因在于我

国近些年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

续下降!

$

根据)'*式计算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性!从而

可得 &3'3-!%&2年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情况!如图

&和表 & 所示$ &3'3-&3;3 年!我国技术进步的偏

向不太明显!但在 &33%-!%&2 年!我国技术进步明

显偏向资本$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

本与资本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有直接的

关系)张莉 等'!%&!*$

根据)&%*式!我们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偏向&资

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就业增长的贡献$ 由表 &

可知!&3'3-!%&2 年!我国资本投入对就业的平均

贡献度达到了 ""+4"<!全要素生产率)中性技术进

步*对就业的平均贡献度为 !2+;;<!技术进步偏向

对就业的平均贡献度为 !%+#'$ 其中!&3'3-&332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就业的贡献度相对较高!其贡献

度均值达到了 !#+";<'但 &33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

对就业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其贡献度均值为

!!+"&<$ 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偏向以及全要素增

长率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可以看出!我国技术进步

)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和*对就业的

贡献度在 #%<?#;<之间!而且 !%%; 年后我国技术

进步对就业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我

国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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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年!我国资本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其均值为 ;+3'<'随后!资本增长率大致呈上升状态!其均值为 &&+2#<'

&3'3-!%&2年!我国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均值为 "%+'3<$ 其原因在于我国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

长!导致要素收入分配失衡$



图 &$&3'3(!%&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偏向情况

表 &$&3'3(!%&2年我国就业增长率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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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 ; %+&&2 ;

K

%+!'& % %+%43 # %+#34 " ";+4% &'+&# !#+!4

&33" %+%%3 # %+&&' "

K

%+!2; & %+%#' " %+#;" 4 ""+"4 &3+3' !#+#'

&334 %+%&& % %+&&4 %

K

%+&"% % %+%2' 3 %+#;' 3 ""+"& !!+#4 !!+%2

&33' %+%&! ; %+&%' 3

K

%+&"4 2 %+%22 # %+#;3 ' "2+#2 !2+!2 !2+2#

&33; %+%&! ! %+&%' &

K

%+&'! 2 %+%&3 " %+#3& ' "#+;% !&+3# !2+!4

&333 %+%&& ! %+&%! !

K

%+&;% ' %+%&3 4 %+"%% 2 "!+&! !#+23 !2+#3

!%%% %+%&% ! %+&%& "

K

%+&#; 4 %+%!' ! %+"&! 3 "2+34 !&+;" !#+&3

!%%& %+%%3 ; %+&%! ;

K

%+!4% " %+%!" & %+"&' ' ""+"! &3+"!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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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2

*

'

2

)

'

6

*

3

'

0

'

贡献度5;

2

)

'

6

*

3

'

!%%! %+%%; 2 %+&%3 ;

K

%+&3! 3 %+%!3 4 %+"!! " "2+2% !!+;# !2+;4

!%%2 %+%%4 # %+&!! '

K

%+&%' 2 %+%2& ! %+"2; # "3+&& &'+;' !2+%!

!%%# %+%%4 ' %+&!' 2

K

%+!4% ; %+%!2 4 %+";# " "3+%! &;+3# !!+%#

!%%" %+%%4 ! %+&!4 "

K

%+&#3 4 %+%24 # %+";4 % "'+"2 !&+2; !&+%3

!%%4 %+%%# ; %+&2! 3

K

%+!;% ; %+%#" 3 %+"32 3 "'+'! !&+&; !&+&%

!%%' %+%%# " %+&22 4

K

%+&2! # %+%"3 # %+4%! 4 "3+44 &;+#' !&+;'

!%%; %+%%2 3 %+&22 !

K

%+&!; " %+%!& " %+""% % ";+&" !&+;# !%+%&

!%%3 %+%%2 # %+&"! '

K

%+22# # %+%%; % %+"22 ; ""+"2 !2+3; !%+#3

!%&% %+%%2 4 %+&#; ;

K

%+!3! 3 %+%!% 4 %+"#3 3 "#+"' !2+3; !&+#"

!%&& %+%%2 3 %+&2; #

K

%+!;& % %+%&" & %+"4& # "#+"& !!+4% !!+;3

!%&! %+%%# " %+&24 !

K

%+!2; & %+%!" ' %+"#2 3 "2+!# !4+!' !%+#3

!%&2 %+%%2 3 %+&!3 %

K

%+&'! 2 %+%!& ! %+"#3 % "#+&% !#+%% !&+3%

均值 %+%&" ! %+&%4 4

K

%+&!; 4 %+%24 2 %+"%' 3 ""+4" !%+#' !2+;;

$$从表 & 可以看出!&3'3-&3;; 年!我国就业增

长大致呈上升趋势!其均值为 2+%!<'&33; 年后!我

国就业增长大致呈下降趋势!其均值为 %+3!<!尤其

是 !%%4年以后!就业几乎处于不增长状态$ 值得注

意的是!&3'3-!%&2年我国就业增长的平均速度为

&+"!<!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 3+32<!可见就业

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 其根本原因不是技术

进步停滞!而是除 &3'3 年&&3;2 年&&3;# 年&&3;4

年&&3;'年以及 &3;3 年之外!我国的技术进步均偏

向资本!这大大制约了我国的就业增长$ 这说明我

国在长期以"高投资#追求"高增长#的同时!忽略了

就业增长!其具体表现就是%资本加速深化!技术进

步越渐偏向资本!进而使就业增长越来越滞后于经

济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 M)[[:

/).O*T8生产函数将就业增长进行分解!它由资本投

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性技术进步*&技术

进步偏向三部分组成$ 利用我国 &3';-!%&2 年的

数据进行测算分析的结果显示%资本加速深化&技

术进步偏向资本是我国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

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资本投入增长对就业

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技术进步偏向和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值得注意的是!!%%; 年以

来我国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

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上述分析结果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具有以下政策

启示%

第一!优先构建以促进就业增长为目标的宏观

政策体系!避免无就业的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我

国以"高投资#来促进经济的"高增长#!虽然实现了

"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但是也造成了无就

业的经济增长现象!并导致我国资本收入份额持续

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加剧了要素收入分

配格局的不平衡!进而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 因

此!为改善民生问题!必须优先建立促进就业增长

的宏观政策体系$

第二!大力发展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

劳动密集型技术$ 我国历来是劳动资源较为丰富&

资本资源较为稀缺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大

力投入资本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与我国资源

禀赋结构并不相匹配!并导致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因此!企业应该引领我国技术

进步偏向劳动!以有效促进我国就业增长$

第三!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带动

就业增长的效应$ 虽然最前沿的技术一般被大型

企业所采用!但是大型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远不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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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人均中小企业数较少!主要

原因在于政府过多地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

制约了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功能$ 因此!应该加大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比如降低进入条件&加

大资金支持等!从而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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