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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奖赏还是结构负担.

---以浙江省第三产业为例!

顾平平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

摘C要!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 !""O-!""F 年第三产业就业和增加值数据#对浙江省近

些年第三产业发展情况进行概述#重点分析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利用

;14/>J;1-,6方法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验证了)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假说并存#

且两者约构成整个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的 !Kk% 由此可见#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体#与此同时#结构变动也确实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

因素#因此#结构调整是必须的% 但是#由于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相当较慢#在鼓励

结构转变的同时#应更加注意各行业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协调发展#只有在发展中逐步调整结构

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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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一直是个

热点! 从深度看"由过去研究普遍关注的三次产

业结构"逐步细化到研究各产业内部更加细分的

产业结构2从广度上看"研究不再局限于产值结

构"还有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资本结构等! 结

构问题可以说是个永恒的话题"对结构的研究将

持续不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 从

总量上看"我国经济已进入世界前列! 近年来"已

有不少人开始公开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大多数人关注总量的

同时"也有不少人理性地看到"总量反映的仅仅是

量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质量"而结构往往能

更好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质量! 另外"由于

总量没有考虑到人口和面积等"不能很好地反映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准!

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共识"

但具体到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情况并不完全一

致! 也就是说"在关注总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内

在结构! 至于结构和总量的关系"本文不加以详

述! 本文重点是利用浙江省近些年数据来分析服

务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以验证

(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的假设是否存在!

二%文献综述

由于第三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有关第三产业

内部结构的研究相对滞后! 不像其他产业那样根

据共性等特性来定义产业"一些学者将第三产业

定义法称为(排除法+或(剩余法+等! 虽然目前

服务业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主体成分"但关于服务

业的确切定义"正如 ?>42.6,.#FK$/所指出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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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权威性的一致意见!

! 正因为第三产业

的异质性"对其内部结构研究特别有赖于合理的

分类! 关于服务业的分类"不同学者观点并不完

全一致"陈凯.!""$/在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归纳!

如:,+Y)4)2和 ?4)2.6X-)).#FI%/将服务业划分为

生产服务业#流通服务业#私人服务业和社会服务

业四大部门"我国国家统计局.#F%K/过去所用的

O 个层次划分法等! 早期关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

结构的研究"更多的是按照 O 个层次划分法来进

行! 如郭克莎.!"""/对我国第三产业产出结构#

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行国际比较"认为第三产

业结构优化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发展! 李江

帆和曾国军.!""&/对我国 #FF#0!""" 年期间第

三产业内部 O 个层次服务业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

析! 李勇坚.!""O/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

没有一个解释能力特别强的普适因素能够解释整

体服务业发展! 陈凯.!""$/对我国服务业内部 O

个层次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

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状

况#服务业开放水平等五大因素是影响我国服务

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顾乃华.!"#"/对过去有关服务业内部结构

变动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利用 ;14/>J;1-,6方法分

解了 #FF!0!""I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的构成因素"并检验了(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

假说的存在性"进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服务业

内部就业结构变动进行分析"认为制度变迁是影

响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由于实

行新统计口径以来"公开统计年鉴中没有提供

!""& 年之后的按行业分就业人员数"顾乃华

.!"#"/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服务业总就业人

数以及(各地区按行业分职工人数+计算的各服

务行业就业比例"粗略估算 !""&0!""I 年间我国

服务业各行业就业人数! 笔者认为"(各地区按

行业分职工人数+统计的是城镇职工人数"占同

产业总就业人数比例不高! 以 !""% 年为例"(各

地区按行业分职工人数+对应第三产业总职工人

数为 $ "&"*"K 万人"而同期第三产业.服务业/总

就业人数为 !K I#I 万人"前者占比仅!&*OKk!

"

因此"顾乃华的研究只是粗略估算! 而省级年鉴

中有按实行新行业划分以来按行业分从业人数"

这有助于避免因估算而造成数据的偏差! 因此本

文以浙江省为例进行考察! 浙江省是我国市场经

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相当发达"当地

政府又往往实行(无为而治+"对经济直接干预相

对较小"市场发育较为完善"因此"其产业结构更

能反映经济发展规律! 选择浙江省为样本"进行

研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

三%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作为沿海省份之一"依

靠其自身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市场体制"发展民营

经济"做大市场"创造了(浙江模式+"经济建设取

得了重大成绩! 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产

业结构也逐步优化!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改革之

初的 #Fk"上升至 !""F 年的 O&k! 在第三产业

内部"各行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各行业的增速

不同! 分行业看"!""F 年各行业增加值相比 !""O

年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翻番的有金融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分别增长 !F$*Ik#!K&*Ok#

!&$*$k和 !#%*"k! 而增速最慢的三个行业分

别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增速分别

为 #KO*%k##$O*Kk##$$*Kk"具体数据见表 #!

表 #C!""O+!""F 年浙江省第三产业各行业增加值指数"!""O 年a#""$

行业 !""O !""K !""$ !""I !""% !""F

总计 #""*" ##K*! #&!*K #K!*% #I"*% #F!*#

^ #""*" ##&*& #&!*& #K"*F #$O*K #I#*#

T #""*" ##O*& #&!*F #$!*I !""*K !#%*"

S #""*" ##"*I #!&*# #&I*$ #OF*O #I"*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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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O !""K !""$ !""I !""% !""F

U #""*" #"F*K #!$*& #OO*$ #$#*I #I"*#

' #""*" #!%*K #$$*I !"I*" !KK*O !F$*I

b #""*" ##K*" #&"*# #O$*I #K"*& #%O*#

_ #""*" ###*& #!F*! #O%*" #$&*# #IO*I

Q #""*" #!&*& #O#*F #$&*K #%&*% #%%*#

D #""*" ##&*! ##K*% #!O*F #&%*O #KO*%

E #""*" #!K*K #K#*! #%I*$ !!%*% !K&*O

e #""*" ##O*K #!K*$ #O#*" #KO*I #II*$

g #""*" ##$*# #!K*& #O"*" #O%*# #$O*K

f #""*" #!!*& #K#*! #IF*! !##*& !&$*$

? #""*" ##$*F #!%*& #OO*# #K&*K #$$*K

C注' 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T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S为批发和零售业2U为住宿餐饮业2'为金融

业2b为房地产业2_为租赁与商务服务业2Q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2D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2E为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2e为教育2g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2f为文化#体育与娱乐业2? 为公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

C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年/

CC从产值结构看"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

产业等行业产值较大"占比超过 #"k"其中最大

的批发和零售业超过 #GK! 而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占比则较少"最小的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还不

及 #k"相差几十倍! 因此"分析第三产业时"有

必要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进一步考察! 各行业增加

值在第三产业中占比数据见表 !!

表 !C浙江省 !""O+!""F 年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所占比Gk

!""O !""K !""$ !""I !""% !""F

^ F*I" F*K% #"*## F*%& F*K% %*FK

T K*F% K*%" K*%" K*%# K*O% K*!"

S !O*K$ !&*OI !!*OI !#*$I !#*K% !#*&I

U O*O! O*#F O*#I O*!! O*O# O*!"

' ##*O! #!*%" #O*O& #$*OO #%*IF #F*#K

b #!*%! #!*%K #!*$K #!*%F ##*F$ #&*!%

_ O*&# O*!" O*!K O*"I &*%K &*$%

Q !*"I !*!# !*!# !*#K !*"% #*%I

D #*#$ #*#& "*FF "*F! "*%% "*%%

E !*O" !*$O !*I$ !*%F &*"! !*F!

e I*&% I*!K $*%$ $*!% K*FK $*#!

g &*F# &*F! &*$I &*OK &*&O &*O"

f #*!# #*!I #*&& #*&K #*&F #*&F

? %*$$ %*$F %*&" %*"! I*$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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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从就业结构看"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及仓

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仍然是就业的主

要部门! 从变化趋势看"前两者近些年就业占比

有所下降"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下降明显! 这些

行业的都是传统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占比逐

渐下降是发展趋势! 在上述一些行业就业占比下

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新兴行业.如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生产性服务业

.如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等/就业占比有所上升"这些趋势和世

界先进国家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从

!""$ 年到 !""I 年骤增"而产值变化不大"数据是

否存在问题无法确定"本文还是按年鉴中的数据

进行下面的分析! 历年详细数据见表 &!

表 &C!""O+!""F 年浙江省第三产业内部就业结构Gk

!""O !""K !""$ !""I !""% !""F

^ #&*$K$ # #&*!%% " #!*F"# $ ##*%$% I #!*"F! F ##*%F& "

T #*%%F K !*O"! O !*K&O ! K*I$$ " O*F%! & O*FK" $

S O#*"F" F O"*&K! ! &%*$#I " &%*OI% # &I*KIO ! &$*!II K

U ##*&$$ % #"*$$K % #"*"&% # F*FKI F ##*"!F # ##*KOO O

' !*"$O " !*"!I $ !*"!" O #*F%O & !*&$F $ !*OOI #

b #*"$" ! #*KIF I #*K%! O #*I#K F #*IFO K #*F&% "

_ !*$%$ % &*K#I # O*#F& O O*!!& % &*"%# O O*"$$ O

Q #*!## O #*#!# " #*&%K % #*&$F K #*!F$ O #*K$& "

D #*"KK I "*FKF I #*!$% # #*#FK " #*&OF # #*&!I #

E %*%!K % %*%#K K %*K!& $ %*"&F ! F*$%K ! F*OI& !

e $*$"& F $*&O& " $*KFO " $*""! $ K*$$I ! K*&OF $

g !*I&! # !*IOO ! O*#FO O &*$&& % &*#!K K &*"I$ &

f #*O!& K #*O%K ! #*&&& " #*!%$ & #*O!" F #*OO$ &

? O*&&& O O*$F% $ O*%#O " O*OI% F O*K&# I O*$OI $

CC

四%基于浙江省近年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比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现两者不仅不

完全一致"而且趋势也不尽相同! 为了进一步考

察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本文参照顾乃华.!"#"/

做法"利用 ?14/>J?1-,6方法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结

构分解! 将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分解为各

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动两部分! 设 :X

代表第三产业总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标 +表示

第三产业内部各细分行业"2 代表第三产业内细

分行业数"根据最新行业划分标准.T:5OIKO0

!""!/"第三产业分为 #O 个细分行业"所以 2 a

#O! !

+

表示行业+的劳动力占第三产业总劳动的

份额"上标 " 和O表示研究阶段的开始和最后时

期! 根据上述定义"O和 " 时期的总劳动生产率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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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将.&/式两边同除以 :X

"

"则将整个劳动生产

率增长分解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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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O/等号左边为 " 期到 O期总的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右边三项分别表示各行业内部增长效

应#行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移效应和行业结构变

动的动态转移效应! 由于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

速度不一"在理想的情况下"要素流动总是流向生

产率最高的行业"随着要素从低效率行业流向高

效率行业"会不断提升整体效率"这种效应就是所

谓的(结构奖赏+"在上式中"表现为第二项应为

正! 相反"如果产业结构变动"要素不是简单地由

低效率行业流向高效率行业"而是相反"则结构变

动对整体效率有抑制作用!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

的"因为在经济系统中"各行业结构需要保持一定

的关系"有时为了保持行业结构的协调"劳动等要

素从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向生产率地的行业"以弥

补(短板+"以便更好地促进整体的发展! 这种情

况就存在所谓的(结构负担+"反映在.O/式中"就

是第三项为负号! 因此"检验(结构奖赏+和(结

构负担+就转化为检验上式中后面两项的符号即

可!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 !""! 年实行新标准"反映

到年鉴上"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滞后性! 本文选用

的浙江省"新行业分类数据是从 !""O 年开始公布

的"因此本文先以 !""O 年为基期"分别计算从

!""K 年0!""F 年的总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分解情

况"结果见表 O!

表 OC结构分解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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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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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说明'括号内数字为该项在总变化中所占百分比!

C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K0!"#" 年/

CC从表 O 看"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为正和负"验

证了(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在浙江省过去几

年中均存在"这点和顾乃华.!"#"/等文献结论一

致! 但在具体影响程度上"本文得到的数据与后

者相差较大! 由于后者文献中考虑到文章篇幅

等"没有详细数据"只列出了几个结论性的数据"

不便作深入的比较! 从影响程度看"结构影响要

大于后者全国样本数据"这可能是因为浙江省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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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程度较高"经济结构变动更能反映经济内在

运行规律! 由于数据和样本的限制"对此需作进

一步考察! 另外"时间跨度长短也可能影响到具

体影响程度! 从表 O 看"随着 O期与基期的距离

变长"总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变大"这点好理解"因

为浙江省乃至全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后面三项

.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行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

移效应和行业结构变动的动态转移效应/变化趋

势不一"其中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是累积型的"行

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移效应为不完全累积型"而

行业结构的动态转移效应则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反映在各项所占比重上"则更加明显! 随着时间

跨度的加大"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解释份额逐渐

变大"行业结构的静态转移效应略呈波动中下降"

而行业结构的动态转移效应则波动明显! 由于在

.O/式中"只考虑到从基期到 O期"而没有考虑到

具体每一个更短的时间段! 对此"我们进一步以

上一年度为基期"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 O 每

一项对应的后面一列! 对比发现'以上一年为基

期反映的趋势与固定以 !""O 年为基期基本一致"

第二项和第三项系数符号也对应相同"可见结论

一致2但相比较而言"各项波动相对较小! 个人认

为"这主要是因为累积效应! 产业结构的变动影

响往往是长远的"而且短期内变化可能受外部冲

击.如金融危机等/"但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变动

是存在着某种趋势"因此"随着时间跨度的变长"

不同效应存在累积"从而造成上述现象!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发现基期的选择很重要!

那么"基期的选择是否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呢$

我们下面换个基期进行检验! 由于本文数据时间

跨度不够长"就以 !""O 年之后的 !""K 年为基期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K! 从表 K 可以看出"结论是

一致的"反映的趋势也是一致的"说明结果是稳健

的2但由于基期选择的不同"变动幅度有所不同!

因此"研究结果在方向上对基期不敏感"具有可靠

性2但在影响程度上"基期的选择往往会产生较大

影响! 由于样本限制"本文对此不再深入探究!

随着数据的完善"时间跨度的加长"相关的研究可

进一步深入"对于深入了解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将有所帮助!

表 KC以 !""K 年为基期的结构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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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

!""% "*&&I O

"*!%# !

.%&*&$/

"*"II 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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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O& #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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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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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产业内部结构方面分析了浙江省近年

来第三产业发展情况"通过结构分解方法"验证了

(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同时存在"且后者明显

小于前者! 可见"结构调整是有助于提高劳动生

产率! 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一/产业结构变动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具有两方面作用"相对来说"正向作用大于负向

作用!

.二/产业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还是靠

产业内部各行业自身的发展"结构效应相对有限!

因此"我们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更应注意

产业内部各行业协调发展!

.三/结构分解中"基期的选择和时间的跨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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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有影响"尤其是对影响程度大小影响较大!

由于本文数据限制"本文没有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这也是本文的一大不足! 对此"提出以下三点建

议'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是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因而是必须的"同时也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

措施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产业发展规律为

基础"在产业内部各行业自身发展中逐步调整2第

三"由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产业结构容易受

到外部因素的冲击"因此"要从长远眼光来看待产

业结构调整"以适应经济自身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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