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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庆直辖后，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结构也不断

优化，但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来看并不协调。 一、
二、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24.2∶
39.9∶35.9 转变为 2006 年的 12.2∶43.0∶44.8， 而就业

结构从 1997 年的 57.6∶18.3∶24.1 转变为 2006 年的

48.4∶19.2∶32.4。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

到了原来的 1/2， 但是对应的就业结构却减少不到

十个百分点；而且占 GDP87.8%的第二、三产业只占

劳动力比重的 51.6%， 占 GDP12.2%的第一产业却

达到了劳动力比重的 48.4%。
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协调, 是实现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根本途径。 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将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也会引发就业问

题。 因此，有必要对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

调性进行分析，用指标量化不协调的程度，找出产

生不协调的原因所在，提出对策措施以免引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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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问题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张建武、宋国庆、邓江年（2005）运用就业弹性、

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对我国的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姜

峰、赵冰（2003）利用结构相似数指标对西 部 12 个

省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与

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

分析；[2]叶莉、方燕峰、程建刚（2005）对河北省产业

结构调整与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剖析, 并运

用就业弹性理论, 着重对经济发展与就业拉动问题

进行了分析；[3]周文良、米运生（2007）从比较劳动生

产率、就业偏离度、产业转换系数、相关系数、产业

扩张弹性、就业弹性等角度来对佛山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4]张宝东（2006）从产

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状况，从增量

角度对三次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进行比较；[5]王小梅

（2006） 对青海省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状

况、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引发的就业问题及

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6]胡荣、陈圻、袁鹏（2008）用

结构偏离度、就业弹性、劳动生产率（绝对劳动生产

率、绝对劳动生产率内部差异、相对劳动生产率）对

江苏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进行分析；[7]史

丹（2007） 通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及其偏离度对苏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

展进行分析； [8]樊宝平（2004）用相对劳动生产率这

一评价指标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

间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并用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间相

对劳动生产率离差来分析各产业之间的相对劳动

生产率差距；[9]刘殿臣、闫彩红（2007）将云南省的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和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水

平进行比较，对云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

关变动进行分析，并用就业弹性、标准结构（结构相

似数）等指标对云南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

性进行分析。 [10]

以上都是关于其他省份的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

构的协调性研究，而关于重庆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的协调性研究甚少。 本文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的协调性进行理论分析，并用结构相似数、就业弹

性系数、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等方法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

调性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不协调性的原因，在此

基础上对未来十年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

调性进行趋势预测分析，根据预测结果提出对策建

议，为政府等相关经济管理部门解决不协调问题提

供参考。
二、直辖以来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

性分析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评价指标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是指伴随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也作出相应的调

整，以实现和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就业结构，从而达

到三次产业在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上达

到一致，结构偏离度等于 0 的目标。 常用的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评价指标包括结构相似数①、
结构偏离度②、就业弹性系数③、产业比较劳动生产

率④等。
2．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

（1）结构相似数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产业结构和

就业结构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 已经比较的完

① 结构相似数 Sip=1-
3

j = 1
Σ(Xij-Xpj)姨 ，该方法是通过比较被考察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和标准地的结构相似程度，来解释

被考察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程度的。 结构相似数越接近 1，被考察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越协调；反之，越

不协调。
②结构偏离度=（GDP 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的产业构成百分比）—1。该方法是通过计算被考察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的偏离程度，来说明被考察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程度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反

之，越不协调。
③ 就业弹性，指在某一时期内，产业就业数量变化率与产业经济总量变化率的比率，描述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变化的反映

程度,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 1%带来的就业增长的百分比。 该方法是通过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的差距大小来解释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的协调性程度的。 因此，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越接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
④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Ci=(Yi/Y)/(Li/L)， 式中：Yi/Y 为 i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份额，Li/L 为 i 产业劳动力占社会

总劳动力的份额。 该方法是用通过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小来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程度的。 因此，产

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越接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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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此，本文参照上海 2006 年三产业 GDP 的比重

（0.9∶48.5∶50.6） 和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结构 （6.3∶
37.0∶56.7）为标准，计算重庆的结构相似数（见表 1）。

表 1 产业结构相似数与就业结构相似数

资料来源：重 庆 市 2007 年 统 计 年 鉴、上 海 市 2007 年 统

计年鉴

由表 1 可知，重庆的产业结构与上海的相似程

度比较低， 这说明重庆的产业结构是很不协调的，
重庆的产业结构现在还处在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
没有达到产业间相互协调的阶段，因此需要调整产

业结构，使重庆的产业结构升级。 重庆的就业结构

与上海的相似程度非常低，说明重庆的劳动力的配

置十分的不合理，虽然从 2002 年至 2006 年重庆市

的就业结构的相似数一直在增加，但是不能根本改

变劳动力配置十分不合理的状况。
因此得出以下结论：重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

构的偏离程度仍然较大。 以上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作为和谐的标准通过计算重庆的产业结构和

就业结构与上海标准的相似数，发现重庆的产业结

构和就业结构与上海的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说明重庆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和谐度非常

低，即重庆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很不和谐。
（2）就业弹性系数

以就业弹性系数衡量，从表 2 可以看出重庆第

一产业经过了 2000 年的最高点 4.4 后一直为负数，
直到 2006 年才开始变为正数；第二产业在 2001 年

前一直是负数，之后都是正数，虽然有波动起伏的

变化，但是总体上显示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第三产

业则在 1999 点达到了最高点后开始下降，直到 2006
年才开始增加，显示出先增加后下降再增加的变化

趋势，这说明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低。
但是从 2006 年的正值可以预测第一产业对劳动力

的吸纳能力有增强的趋势，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在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

不断下降。 从 2006 年的数值开始增加，可以看出第

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上升的劲头。在 1997—
2006 年 期 间 ， 第 一 产 业 的 平 均 就 业 弹 性 系 数 为

0.299 8，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第一产业 GDP
影响较大， 从而导致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最大；
第二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71 5； 第三产

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 0.212 9。 这说明，第二产

业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最小，第一产业高于第三产

业，但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尚具有

巨大潜力。

表 2 重庆 1997—2006 年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 2007 年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得到

（3）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再从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趋

势（表 3）进行分析，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市的第一产

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都在 0.4 以下，而第二、三产

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均大于 1，这说明第二、三产

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即第二产业

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大于第

一产业的格局没有改变。 这说明第二产业吸纳劳动

力的能力和就业潜力都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 劳动

生产率高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其工资报酬或者说收

益也较高，从这点来看，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重庆

市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也存在转移到第二产业的趋

势与可能。 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低水

平徘徊，最高水平是 1999 年的 0.40。 根据已有的研

究，制度性的约束所导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

低下是主要原因。 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

“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传

统产业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的

亏损局面不断扭转、企业冗员不断被淘汰、非国有

经济成分的增加、新技术的投入开发和产业的不断

升级等各方面因素引致了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

率的变化。 第三产业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

年份 2006
产业结构 0.551
就业结构 -0.147 -0.121 -0.105 -0.086 -0.070

2002
0.460

2003
0.486

2004
0.463

2005
0.481

年份
第一产业

就业弹性

第二产业

就业弹性

第三产业

就业弹性

1997 -0.191 -0.144 0.190
1998 0.476 -0.971 0.288
1999 0.408 -0.793 0.407
2000 4.400 -0.129 0.347
2001 -0.800 0.019 0.268
2002 -0.538 0.045 0.165
2003 -0.612 0.084 0.170
2004 -0.092 0.048 0.094
2005 -0.337 0.069 0.094
2006 0.284 0.057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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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并在 2004 年后开始趋向稳定。 究其深层次的

原因，重庆第三产业技术含量低、从业人员整体素

质低、产业附加值低是主要因素。

表 3 重庆 1997—2006 年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 2007 年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得到

（4）结构偏离度

表 4 的数据反映了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的偏

差程度。 第二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就业偏差，第一产

业总体显示出变大的趋势，第三产业则总体显示出

变小的趋势。 第三产业的就业偏差先从 1996 年的

0.55 上升到 1999 年的 0.62，再从 1999 年的 0.62 下

降到 2004 年的 0.38， 之后 2005 年、2006 年一直保

持在 0.38。 第二产业的就业偏差在 1997 年到 2000
年期间经历了逐年增大的阶段后， 从 2001 年开始

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化，而且显示出逐步变大的趋势。
第一产业的就业偏差则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表 4 重庆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 2007 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通过以上对结构相似数、就业弹性系数、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等四个指标变动的观

察分析，重庆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仍然有很大的

调整空间。 因此，要分析出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不协调的原因，为提出对策建议来解决不协调性

问题提供依据。
三、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原因

1．从相似数的角度分析

通过以上结构相似数的分析，已经知道重庆与

上海的结构相似程度非常低。 究其原因，重庆目前

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重庆的产业结构还处在较低层

次的发展阶段， 没有达到产业间相互协调的阶段；
同理，由于重庆劳动力的配置十分不合理，使得就

业结构相似数非常低。
2．从就业弹性系数的角度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第一产业 GDP 影响较

大，从而导致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最大，即第一

产业对就业拉动作用较大。 由于高技术要求和高的

就业进入壁垒， 第二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较

低，即第二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小。 产业从业

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达不到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素

质的要求，导致了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很低。 但由

于第三产业技术要求低，导致第一、二产业的劳动

力又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使得第三产业经济增长

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尚具有巨大潜力。
3．从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

制度性的约束所导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的低下，即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就业壁垒

没有打破，导致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在

低水平徘徊。 第二产业由于高技术要求和高的就业

进入壁垒使得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 重庆第三

产业技术含量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产业附加

值低以及第一、二产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

等原因使得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小。
4．从结构偏离度的角度分析

第一产业中城乡就业壁垒没有打破以及农村

劳动力的技能素质较低使得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

度总体有变大的趋势。 第二产业的高技术要求和高

的就业进入壁垒导致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较高。
第三产业技术要求低、对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要求不

高导致第一、 二产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
使得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总体有变小的趋势。

四、未来十年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

的趋势预测

趋 势 预 测 分 析 思 路 ： 将 计 量 经 济 学 软 件 e-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7 -0.61 1.17 0.56
1998 -0.64 1.20 0.61
1999 -0.60 1.21 0.62
2000 -0.68 1.25 0.60
2001 -0.69 1.23 0.57
2002 -0.70 1.20 0.52
2003 -0.71 1.21 0.47
2004 -0.68 1.22 0.38
2005 -0.69 1.17 0.38
2006 -0.75 1.2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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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

第二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

第三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

1997 0.39 2.17 1.56
1998 0.36 2.20 1.61
1999 0.40 2.21 1.62
2000 0.32 2.25 1.60
2001 0.31 2.23 1.57
2002 0.30 2.20 1.52
2003 0.29 2.21 1.47
2004 0.32 2.22 1.38
2005 0.31 2.17 1.38
2006 0.25 2.2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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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6.0 作为预测模型分析的工具，对重庆的三次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做时间序列的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分析，得出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一元线性

回归方程，根据所得方程计算出未来十年的三次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预测值，最后在此基础上根据

结构偏离度的公式计算出未来十年三次产业的结

构偏离度的趋势预测值（见表 5）。

表 5 重庆未来十年三次产业偏离度的预测值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越

来越接近 0 坐标轴，而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越来

越偏离 0 坐标轴，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也微小地

偏离 0 坐标轴，即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越来越协调，而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

来越不协调，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对

前十年有微小程度的不协调化。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结构相似数的分析，发现重庆与上海的

结构相似程度非常低； 通过对就业弹性系数的分

析， 发现重庆第二产业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最小，
第一产业高于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

业的拉动作用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对三次产业的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发现重庆直辖以来第二产

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大于

第一产业的格局没有改变，这同时也说明了第二产

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就业潜力都大于第一和第

三产业；通过对结构偏离度进行分析，发现第二产

业保持了较高的就业偏差，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

对来讲要小得多，并且第一产业总体显示出变大的

趋势，第三产业则总体显示出变小的趋势；再通过

趋势预测分析，发现未来十年中第三产业的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越来越协调，而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越来越不协调，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相对前十年有微小程度的不协调化。 根据

以上的预测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1）继续壮大第二产业，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第

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是决定人均收入和就业结构的

关键产业，第三产业是围绕制造业的发展建立起来

的，没有第二产业的物质基础，第三产业的发展及

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缺乏后劲的。 因此，当

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里重庆市应将第二产业特别

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之一，以

进一步提高吸纳就业的能力。 在第二产业的发展

中，要实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并行的

发展战略，并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今后一段

时期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解决大

批劳动力就业问题，其社会效益显而易见。
（2）优化发展第三产业，拓宽就业渠道。 从劳动

力就业弹性系数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 可以看

出， 第三产业具有极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和就业增长

空间。从增加就业角度分析，第三产业可分为两类:一
是以劳务型为主的流通和社会服务等行业； 二是资

金、技术为主的金融、保险、科技、教育等行业。 劳务

型行业就业门槛低，容量较大，适合年龄较大、技术

素质不高的下岗职工，是一、二产业剩余劳动力注入

的主要领域， 应成为重庆当前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的

主要阵地。 第二类行业资金、技术密集度较高，适合

年龄较轻、有较高素质的新增就业人员。 因此，支持

第三产业发展是拓宽就业渠道的良好途径， 充分发

挥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使

其成为重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发展的重点

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

产业，如咨询业、信息产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二

是就业容量大、 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行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仓储业；三是对重庆

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
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和公共事业。

（3）出台产业倾斜政策，扶持基础产业和主导

产业。 产业倾斜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非平衡发展理

论， 其主要思想是由于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原因，不

发达地区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
而应该选择合适的重点产业进行投资，然后通过关

联效应和诱发性投资等作用，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

展，最后达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重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7 -0.75 1.222 0.363
2008 -0.77 1.224 0.342
2009 -0.78 1.226 0.323
2010 -0.80 1.228 0.304
2011 -0.82 1.230 0.286
2012 -0.83 1.233 0.269
2013 -0.85 1.234 0.253
2014 -0.87 1.236 0.238
2015 -0.89 1.238 0.224
2016 -0.92 1.240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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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该把产业倾斜政策给予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

制造业、医疗制药业、物流业、能源产业、食品工业

以及化工冶金业等产业。
2．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民营企业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
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 重庆市民

营企业的大力发展要走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

合的道路，适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要求，使其

产品上档次，质量上水平，企业上规模和建立起可

持续的技术创新机制。
3．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

从农业产业与非农业产业的产值比例以及比

较劳动率分析，两者的收益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

结构严重滞后于农业产业向非农化的转移的产业

调整要求。 一方面，需要解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各

种障碍；另一方面，要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从调整

农业内部结构入手，选择符合人均资源稀缺的农业

生产结构。 与此同时，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发展小城

镇产业体系，引导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
4．消除制度性壁垒，完善劳动力市场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和重庆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看，重庆形成了一个双二元劳动力市场，即原有的

未被打破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内部形成的国

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分别发挥作用的劳

动力配置机制。 重庆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不完善

的，也不完全具备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演变

的必要条件。
为完善劳动力市场，首先应该从促进劳动力流

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基本前提。 这

一前提的实现需要对现有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

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彻底改革。 其

次，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提供灵活且富

有弹性的就业管理制度。 建立有效的劳动力中介服

务市场，建立专业技能人才市场。
5．加大教育培训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

如前所述，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构成了对产业结

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首

先，政府应着眼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的

转移支付。 其次，引导全社会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强化对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认识。 再次，树立终身

教育的观念，推动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6．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范社会风险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引起结构性失业等诸

多问题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风险。 社会保障

体系作为社会收入再分配和分散风险的机制，目的

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重庆目前的社会保

障体系是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偏向的社会保

障和福利制度的延续，存在多方面的不完善，改革

难度较大。 为配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目

前最为迫切的是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发展试

验区的机遇下，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

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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