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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南省第三产业的实证

张宝东#杨兵伟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EW==@!）

摘!要!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解和比较#对云南第三产业就业进行实证分析#较充分论证了云南第

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吸纳就业的潜力#并指出了就业有效增长的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的选择$研究表明%!!"近

!=年#云南一&二&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分别为<"&CX&<&<X&EA&AX#新增就业岗位的EA&AX由第三产业

提供#第三产业产值每增长!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就达!&WE万个#比第二产业多=&A万个’!<"云南

第三产业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能力#还有很大的就业吸纳空间’!@"批发零售贸易餐饮

业&社区服务业将是云南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主要行业#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则很难有较大吸纳就

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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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伴随经济水平不断提高!首先是劳 动

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经济水平的 进

一步提高!劳动力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EA!$最早注意认识到

的劳动 力 在 各 产 业 之 间 发 生 转 移 的 规 律&克 拉 克

#!AF=$利用不同国家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对这一

规律做了验证!该规律后来被称为’配第I克拉克定

律(&在此基础上!库兹涅茨#!A"!$!钱纳里)艾金通

和西姆斯#!A"=$!钱纳里)鲁宾逊和赛尔奎因#!ACE$
又分别进行了国别范围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的分析!
进一步验证了该定律&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

业比重已经超过了E=X!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第三

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就业的主要行业&
近几年对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的分析主要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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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农华!<==<"运用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方法对上海第

三产业增长过程中劳动就业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

析#表明在!AA@!<===年间#上海第三产 业 增 长 中

劳动就业的贡献也尤为明显$!<"何庆光!<==W"的研

究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发展第三产 业

将对就业 的 增 加 起 到 明 显 的 带 动 作 用$!@"魏 作 磊

!<==F"分析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对劳动力保持了较强

的吸收能力并且其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很大#但劳 动

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缓慢#今后我国的劳动 力

将主要转向第三产业%
然而#国内研 究 在 分 析 产 业 结 构 与 国 际 代 表 性

模式比较时#都是直接引用代表性模式的标准#而本

文认为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代表模式中的人均

收入水平不相等#故不能直接比较#所以需要对代表

性模式进行分解#使代表性模式的收入水平与中 国

人均收入水平一致#这样才能在同一个收入水平 上

对中国 产 业 结 构 与 国 际 代 表 性 模 式 进 行 比 较%而

且#对云南第三产业吸纳就业吸纳能力&是否还有吸

纳就业的潜力以及内部各行业的就业空间等问题的

实证研究不多见#本文的分析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的发展

!&产值比重 呈 稳 步 增 长 态 势!且 平 均 增 长 速 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云南第三产 业 产 值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由!A"C年

的!"&FX提高到<==@年的@E&<X#<E年期间其平

均增长水平为=&"W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 近=&@C个

百分点!图!"%其产值比重稳步上升的过程表明#改
革开放后云南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全国第三产

业的发展#这与云南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是

一致的#反映出云南产业结构逐渐优化的过程#同时

也说明了云南省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综上所述#目前云南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仍占有相当比例#但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因

工业化程度较低#农业向工业化过渡阶段还在进行#
所以第二 产 业 也 占 有 相 当 的 比 例#但 较 全 国 水 平 低

下$第三产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图!"云南和全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趋势

资料 来 源"根 据#云 南 统 计 年 鉴$%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AA!&<==!&<==F年出版’计算整理(

<&就业比重 呈 稳 步 上 升 态 势!但 平 均 上 升 速 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A"C年云 南 第 三 产 业 就 业 比 重 为E&<X#之 后

以平均每年=&FA个 百 分 点 的 水 平 递 增#到<==@年

就业比重增 加 到!C&FX%<E年 来 第 三 产 业 就 业 比

重增幅低于全国递增水平#使得云南第三产业就 业

比重在!A"C年还低于全国近E个百分点的基础上#
发展到目前低于全国!=&A个百分点%<E年来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稳步上升的态势充分说明云南第三产

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征#这将成为今后 云

南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的领域%
二&第三次产业就业贡献率的分析

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的产业结构及劳

动力流动规律为’随着产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先从

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进而从第二产业再流向第三

产业的发展趋势%云南的劳动力流动也遵循这种趋

势#而且云南的第三产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适

应这种趋势的要求%经测算#!AAF!<==@年云南一&
二&三产业的就业增加量!图<"分别为"C&F万人&E&@
万人&!A"&!万人#就业贡献率!某产业就业人数增量

与就业总增量之比"分别为<"&CX&<&<X&EA&AX%

图<"云南三次产业就业增加量和就业贡献率%!AAF!<==@’
云南新增就业岗位的EA&AX由第三产业提供#第

三产业产值每增长!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就达

!&WE万个#比第二产业多=&A万个!表!"%发达国家第

三产业占GYZ的比重为E=X!C=X#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为F=X#而<==@年云南仅为@E&<X#可见大力发展云

南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扩大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表!"云南三次产业GYZ增长!X所增长的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年份
GYZ每增长!个百分点增长的就业人数

总数 一产 二产 三产

!AAF !&FCC =&FEA =&@CA =&""W
!AAW !&EC" =&FA! =&=@< !&@FA
!AAE !&W"W D@&=E@ !&=<C <&CW"
!AA" @&EFE "&W@" D=&WCF D!&!E=
!AAC !&CEC "&A<< D=&@C@ D!&<@=
<=== A&E=! DF&!A< W&C"F E&C!A
<==! F&F<A F&F@= D=&WW! !&W!=
<==< <&F"W !&<!A D=&!"E !&E<W
<==@ !&!W= D=&AFE =&<"W !&F""
平均 @&!= !&WF! =&EE !&WE

!!注"数据 来 源 于#云 南 统 计 年 鉴$%<==F&<===&!AAW’!中

国统计出版社)按!A"C年不变价格计算GYZ!!AAA年数据异

常波动!故剔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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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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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c;
cI

G;
G
"1为结构偏离度系数!c;

为第;次#;i!$<$@%产业的就业人数!c为整个三

次产业总就业人数&G; 为第 ;次#;i!$<$@%产业

的增加值!G为 整 个 国 家 三 次 产 业 的 增 加 值!也 就

是整个国家GYZ"结构偏离度 大 于 零’’’正 偏 离!
也即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增加值比重!意味着 该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着劳动力转移出去 的

压力!如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 较

低就存在着 向 其 他 产 业 转 移 劳 动 力 的 压 力 和 趋 势"
负偏离则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该产 业

存在着劳动力 迁 入 的 压 力"由 负 偏 离 状 态 向(=)状

态接近!表明该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伴随着吸纳

越来越多的人就业!该产业就业空间在缩小&由负偏

离状态向(=)状态远离!表明该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

弱!伴随着吸纳越来越少的人就业!该产业就业空间

在扩张"
国外著名学者库兹涅茨$钱纳里$赛尔奎因等对

三次产 业 结 构 变 动 规 律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当 人 均

GYZ从低到高演进时!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也是

从较高的负偏离#I<<&"!!"&C%逐 步 向(=)偏 离 度

靠拢"总体来 看!三 次 产 业 的 结 构 偏 离 度 都 在 向=
偏离度靠拢!实 际 上 反 映 了 随 着 人 均 GYZ的 增 长!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逐渐趋同的过程"在这一演变

过程中!第一产 业 的 增 加 值 比 重 逐 渐 下 降!第 二$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伴随而来的是第一产 业

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促

使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渐平衡"
根据<==F年*云南统计年鉴+的数据!云南<==@

年的 人 均 GYZ为WE@F&<元,人#当 年 价%!折 算 为

!AWC年美元$!AEF年美元$!AC=年美元分别为-<""&"
美元$@!<&"美元$F<A&@美元 #其中!<==@年人民币与

美元的汇率取!uC!!AWC!<==@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

胀率取<X%"与上述三个模型分解结果相 比 较!云

南第三产业的 结 构 偏 离 度 应 该 分 别 达 到I!=&WX$
I!E&EX$I!F&<X!而<==@年 云 南 第 三 产 业 结 构

偏离度为I!"&CX"相 比 之 下!云 南 第 三 产 业 结 构

偏离度数值分别低了I"&@X$I!&!X$I@&EX!综

合来考虑!云南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国际代表 性

模型理论值相比低了F&=X左右#见表<%!这也表明

了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空间相对较大"

表<!云南第三产业偏离度与国际代表性模式比较

代表性模式 代表性模式的分解 云南<==@年情况

模式 人均GYZ 三产结构偏离度"X# 人均GYZ 三产结构偏离度"X# 人均GYZ 三产结构偏离度"X#
云南I代

表模式"X#

库兹涅茨模式

"!AWC年美元#

"= D<<&" I I I I I
!W= D!E&< I I I I I

<""&" D!=&W <""&" D!"&C D"&@
@== DA&W I I I I
W== DW&" I I I I
!=== D@&" I I I I

钱纳里$艾金通

和西姆斯模式

"!AEF年美元#

!== D!"&C I I I I
<== D!A&" I I I I
@== D!E&A I I I I

@!<&" D!E&E @!<&" D!"&C D!&!
F== D!F&C I I I I
E== D!!&E I I I I
!=== DA&@ I I I I
<=== DE&F I I I I
@=== <&A I I I I

赛尔奎因和

钱纳里模式

"!AC=年美元#

%@== D!A I I I I
@== D!E&W I I I I

F<A&@ D!F&< F<A&@ D!"&C D@&E
W== D!<&A I I I I I
!=== DC&" I I I I I
<=== DF&A I I I I I
F=== D!&W I I I I I

!!资料来源!%各国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商务印书馆’!ACW年版#和%云南统计年鉴&"!AA!$<==!$<==F年出版’中国统

计出版社#计算整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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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扩大第三产业主要行业就业的选择

!&第三产业主要行业就业比重变化

!AA@!<==<年间!第三产业内部 各 行 业 就 业 占

全社会就业比重上升速度最快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与房地产业!上 升 幅 度 超 过 了!==X"见 表@#$其 次

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 务

业!上升幅度超过了F=X$而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则

下降幅度达FA&!@X&到<==<年!占 全 社 会 就 业 比

重最高的行业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其比重达 到

F&CEX!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

和广 播 电 影 电 视 业%国 家 机 关%政 党 机 关 和 社 会 团

体!其比重依次为<&F=X%<&!WX%!&W=X$其余行业

的就业比重则不足!X&

表@!云南第三产业主要行业就业比重变化"X#"!AA@!<==<#

行业 !AA@ !AAF !AAW !AAE !AA" !AAC !AAA <=== <==! <==< 变动幅度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A =&!C =&!E =&!E =&!E =&!@ =&!@ =&!< =&!! =&!= DFA&!@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AC <&!F <&<@ <&E@ <&C= <&<A <&W@ <&F@ <&@A <&F= <!&=E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A @&W= @&E< W&W= F&AA W&FW W&@! F&@@ F&WA F&CA W@&E@
金融$保险业 =&@! =&@< =&@@ =&@@ =&@@ =&@@ =&@F =&@@ =&@< =&@! D<&==
房地产业 =&=@ =&=@ =&=F =&=F =&=F =&=W =&=W =&=E =&=" =&=E !<!&!A
社会服务业 =&@A =&F" =&WF =&CF !&=W !&!F !&F< =&CE =&A" =&AA !W<&@<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W! =&W< =&W< =&WF =&WF =&WE =&W" =&WE =&WW =&WW E&CF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AE <&!= <&!= <&!@ <&!@ <&!W <&!A <&!" <&!E <&!W A&@W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W =&!C =&<= =&<C =&<" =&<" =&<F =&<@ =&<< =&<< F!&=!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EF !&E! !&EW !&EC !&EC !&"! !&"@ !&W" !&WW !&W= DC&F=

!!注!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F$<===$!AAW#’中国统计出版社(

!!<&扩大就业的选择!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的分析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这是与市场化和经济

发展水平同步发展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

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云南的批发零售

贸易餐饮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其就业比重也从!AA@年

的<&C<X上升到了<==<年的F&A=X"图@#!但 与 全

国目前E&"FX的就业比重相差甚大!而且与目前发

达国家该行业的就业比重相差在<=X左右!所以云

南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比重仍然很低&随着加入

7/a融入世界大市场和建设全面小康 社 会 步 伐 的

加快!以及商贸餐饮业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特点!可以

预料!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仍然是今后云南解决 就

业的主要行业之一&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云南到<==<

年该行业就业 的 比 重 为<&F=X!全 国 为<&C@X!发

达国家一般在EX!相比之下!云南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电通信业 的 就 业 比 重 仍 然 偏 低&但!AAA年 以 来

该行业的就业比重一直在<&FX左右!甚至有下降的

趋势&其原因是这类行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和技

术来推动的!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不高&因此!可以

判断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 通

信业对云南劳动力的需求不会很高&
"@#社区 服 务 业&这 类 行 业 专 门 为 居 民 生 活 消

费提供服务!包 括 旅 游%文 化%娱 乐%日 常 生 活 服 务!
社区建 设 等 等&它 们 提 供 的 服 务 收 入 弹 性 都 比 较

大!并且大多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行 业&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的不断提高!这些行业会得到快速发展!其吸收劳

动力的比重 也 会 快 速 提 高&在<==<年 全 国 该 行 业

就业比重为!&F@X!而 云 南 为=&AAX!目 前 发 达 国

家在这类行 业 的 就 业 比 重 一 般 在WX左 右!可 以 看

出!目前云南 在 这 类 行 业 的 就 业 比 重 仍 然 很 低&可

以预测!这类行业也是今后云南吸纳就业地一个 主

要行业&
"F#金融保险业&上世纪F=年代中期发达国家

的科技的突飞猛进!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 跨

国流动的飞速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崛起促使了

金融保险业的繁荣&目前金融保险业已经成为发达

国家第三产业内部的支柱行业之一!其占全社会 的

就业比重一般也都达到了FX左右&由于长期的计

划经济体制%国家对金融业的严格管制以及资本 市

场发展迟缓等原因!云南金融保险业长期落后!目前

金融保险业的就业比重仅为=&@!X&今后!随着对

金融保险业管制的放松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发展!云南金融保险业必将会获得快速发展!它也将

成为今后云南解决就业的一个主要行业&

图@!<==<年云南和全国第三产业主要行业就业比重"X#
注!数据来源于%云 南 统 计 年 鉴&"云 南 统 计 局 编#’中 国

统计出版社’<==@(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 来!云 南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呈 稳 步

增长态势!且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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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东!杨兵伟"产业结构#就业贡献率与就业增长

三产业就业比重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平均上升速 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目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低

于全国!=&A个百分点"!AAF!<==@年 云 南 一#二#
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分别为<"&CX#<&<X#EA&AX!
表明第三产业具有强劲的吸纳就业的能力"通过与

国际代表模式的比较!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 的

原因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带动足够的就业!反

映了云南第三产业在现有产值规模下也还有吸纳就

业的空间!为云南实施在现有第三产业规模下增 大

就业容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第三产业主要

行业就业比中的分析表明!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

区服务业将 是 云 南 第 三 产 业 扩 大 就 业 的 主 要 行 业!
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则很难有较大吸纳就

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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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页$
由此认定工商 业 不 属 于 生 产 劳 动!把 从 事$末 业%的

$工商之民%列为社会中的$五 蠹%之 一!斥 为$贱 民%
的想法"也有 孔 子 提 出 的$中 国 乃 士 农 工 商 四 民 之

结合!而士农则总居工商之上%的偏见"这些思想的

蔓延!逐渐形成了$轻 商%#$践 商%的 社 会 风 气!造 成

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想从事商业活动!商品经济的 效

率无论从 社 会 现 实 还 是 意 识 形 态 上 都 无 法 得 到 体

现!这样指望商品经济通过自身发展从内部打破 封

建经济体制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
通过对$重农抑商%思想产生#演化过程的研究!

不仅说明 了 封 建 社 会 由$盛%转$衰%的 历 史 发 展 趋

势!同 时 也 印 证 了 制 度 运 行 的 效 率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因此!人为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存在两种结果!即

$它既有可能 纠 正 制 度 在 自 发 变 迁 中 形 成 的 低 效 率

路径依赖!使其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也有可能强化

这种 依 赖!使 其 顺 着 错 误 的 路 径 下 滑!直 至 被 长 期

’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中"%所以我们在评价体制改革

的效果时!不能 只 考 虑 制 度 设 计 是 否 精 确#完 备!关

键还要评估这些改革措施是否真的能调动起大多数

社会成员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能否使各阶层的 人

们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所达成的$纳什均衡%与改革

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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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诺斯曾经指出$如果制度的作用就是降低人类合作过程中

的成本$那么应该只有低成本的*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存在$
即+在历史的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

存活下来,因此$更有 效 的 经 济*政 治 和 社 会 组 织 形 式 是

逐渐演进而来的,-但 是$+即 使 对 历 史 和 当 代 世 界 最 一 般

的考察$也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无 效 率/产 权 是 常 态 而 非 偶

然,-而这显然是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

#所谓的制度+锁定-状态$简单地说就是 一 旦 制 度 进 入 一 种

选定的均衡状态$它就很难再从这种状态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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