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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上海、安徽、重庆作为东、中、西部的典型代表，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
业弹性测度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存在大量富余

劳动力亟待转移，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结构越均衡，但其比较劳动生

产率也越低；上海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近饱和，而安徽和重庆第二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

能力；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有限，而安徽和重庆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东部地区必须依托科技创

新的力量，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中西部地区则应充

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接纳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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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即随着人

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消费结构。产业结

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国民收入水平进

一步提高时，产业结构将向第三产业转移，与此同

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相应变化（李仲生 ２００３）。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
重分别为４６．３％和４３．４％，而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
经降为１０．０％。自“九五”以来，随着西部开发、中
部崛起等调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台，实现和引

导产业合理、有序地转移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特征。但是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区域资源禀

赋存在明显差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

差距，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已经达到
５８．０％，而重庆作为西部重要城市，第三产业产值比
重为３６．２％，中部的安徽省则仅为３２．５％。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经济良性

运行的必然要求，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引起就业结

构的变动，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汪秀 等，２０１２）。
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我国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下降较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第

二产业就业结构基本上保持着缓慢上升；第三产业

就业结构则与产业结构一样保持了良好的上升趋

势（王庆丰，２００９；周志春，２０１１）。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与否是衡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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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目

前我国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已成为众多学者

的共识。黄山松等（２０１０）认为产业结构构成就业
结构的物质基础，决定就业结构和就业总规模；马

斌等（２０１０）通过相关性、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
性、产业扩张弹性、产业结构偏离度等指标分析了

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预测了劳动力在三次

产业间转移的方向，探析了各产业就业结构存在的

问题；吴谨（２０１０）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着手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影

响就业的三条思路；王庆丰（２０１０）对国内学者所用
的研究方法和测量指标进行了总结，指出现有研究

所用的工具在揭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整体协调

性时不具有优势，对就业结构滞后时间测度的研

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及对各

影响因素的定量比较分析是今后研究的一般趋势。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宏

观层面展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但以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视角，从中观层面研究区

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成果并不多见。

本文尝试以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作为东、中、西

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区域，利用相关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协调性的测度指标，通过对比分析三省区

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变化趋势，探究

在产业转移和升级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协调性的演变规律，以期能丰富有关研究，并为

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二、评价指标与标准

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测度指标较

多，有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以及就业弹性

等。为了避免单个指标测度的误差，本文选择结构

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作为评价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指标。

１．结构偏离度
结构偏离度是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

均衡的重要测度方法，结构偏离度越小，表明就业

结构与产业结构越均衡；偏离度越大，说明就业结

构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目前，关于结构偏离度的

定义有两种：一是指各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和就业比
重之比与１的差，二是指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
业比重之差。本研究中采用第一种定义，其计算公

式如下：

某产业结构偏离度＝某产业占ＧＤＰ百分比
某产业就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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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与

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能够从效益角

度较好地反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比

较劳动生产率能客观地反映一个部门当年劳动生

产率的高低，通常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１，
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１；第一产业和
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经济的

二元性越为显著。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

率小于１，该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其他部门转
移；当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即都趋近于１
时，将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劳动生

产率的计算公式为：

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产值比重
该产业的就业比重

３．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指的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

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当就业弹性为

正值时，弹性越大就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

应越大，弹性越小就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

应越低；当就业弹性为负值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

作用分为两种：若经济为正增长但就业减少，表现

为就业“挤出”的效应，此时就业弹性的绝对值越大

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

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小；若经济为负增长但就

业增加，则表现为就业的“吸入”效应，此时就业弹

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大，就业弹

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小。就业

弹性的计算公式为：

某产业的就业弹性＝某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该产业的产值增长率

４．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与产业理论研究都领先

于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

偏离度经过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过程。从表１所示的
国际标准模式来看，随着人均 ＧＤＰ的增长，各产业
的结构偏离度大体朝着减小的趋势发展。在模式１
和模式２中，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且绝对值
不断减小，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逐渐趋于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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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转至第二、三产业。在模

式２中可以看出，随着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转至
第二、三产业，也可能出现第一产业劳动力不足而

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因此劳动力在各

次产业间的流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需要合理的引

导和控制。

表１　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王庆丰，２０１０）

标准模式 人均ＧＤＰ
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模式 １：库兹涅茨模式
（１９７１）／１９５８年美元

７０ －０．４３ １．２８ ２．１６

１５０ －０．４３ ０．６７ ０．８４

３００ －０．４２ ０．３７ ０．３５

５００ －０．３８ ０．１７ ０．１８

１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１０

模式 ２：钱纳里、艾金同、
西姆斯模式（１９７０）／１９６４
年美元

１００ －０．３２ ０．４１

２００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８０

３００ －０．３９ ０．１３ ０．５７

４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９ ０．４５

６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３１

１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２３

２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１５

３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６

模式 ３：钱纳里、鲁滨逊、
塞奎因模式（１９８９）／１９８０
年美元

＜３００ －０．４１ ２．００ １．５８

３００ －０．４７ ２．０７ １．０４

５００ －０．５１ １．５３ ０．５９

１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０４ ０．３０

２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１３

４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３

　　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结构偏离度在测度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方面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

率应趋近于１。表２是根据钱纳里“世界标准结构”

计算得到的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第一产业比较

劳动生产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二、三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减小。

表２　钱纳里“标准结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情况（陆凯旋，２００５）

人均收入／美元 １００以下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以上

第一产业 ０．７３３ ０．６８７ ０．５８７ ０．５４４ ０．５２１ ０．５１１ ０．５２ ０．５４７ ０．７９９

第二、三产业 １．６６０ １．６０２ １．５１９ １．４３６ １．３７４ １．３１９ １．２０６ １．１５２ １．０３８

注：据钱纳里著《发展的型式１９５０—１９７０》第３１、３２页计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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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

地区比较

１．结构偏离度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一产业结构偏离

度均为负值，这说明三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劳动力

仍然需要转移出去，但是三个地区第一产业结构

偏离度的绝对值呈现上海 ＞重庆 ＞安徽的关系，
而绝对值越接近于１就意味着第一产业产值结构
与就业结构越均衡。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海作

为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但第一产业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也没有达到均衡，劳动力仍然需要

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虽然安徽靠近东部

沿海地区，而重庆地处西南内陆，但是重庆第一产

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要大于安徽省，这主要是

因为重庆市有着较高的城市化水平①，第一产业劳

动力得到了较好的转移。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

均大于０，这说明三个地区的第二产业具备进一步
吸纳就业的能力。相比较而言，上海市的第二产业

结构偏离度已经接近于０，均衡度最高；安徽和重庆
的二产结构偏离度较高，而重庆又明显高于安徽，

这说明重庆的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并没有完

全被开发，仍有提升的空间。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

均呈现递减的趋势，并且安徽省和重庆市在２０１０年
和２０１１年出现负值，而上海市的第三产业结构偏离
度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间为负值。这说明安徽省及重
庆市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第一产业转移劳动力，产

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趋于均衡，但近两年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呈现供过于求的趋势。

表３　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上海 安徽 重庆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９６ －０．８１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４７ １．０５ ０．４６ －０．６２ １．３２ ０．５１

１９９７ －０．８４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４７ １．１１ ０．４１ －０．６５ １．３６ ０．５２

１９９８ －０．８４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５１ １．１９ ０．４３ －０．６７ １．３８ ０．５６

１９９９ －０．８４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５３ １．１６ ０．４９ －０．７０ １．４１ ０．５７

２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５６ １．１５ ０．５４ －０．７１ １．４３ ０．５４

２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５９ １．２３ ０．５１ －０．７２ １．４０ ０．５０

２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６０ １．１０ ０．５１ －０．７２ １．３４ ０．４３

２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６４ １．０１ ０．５２ －０．７３ １．３７ ０．３３

２００４ －０．８７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６１ ０．９０ ０．４３ －０．７１ １．３８ ０．２３

２００５ －０．８６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６３ ０．９３ ０．３６ －０．７１ １．３２ ０．２２

２００６ －０．８６ ０．２７ －０．０８ －０．６５ ０．９３ ０．３０ －０．７８ １．４３ ０．２２

２００７ －０．８４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８９ ０．１７ －０．７７ １．５３ ０．１１

２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８９ ０．０８ －０．７７ １．５６ 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６２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７８ １．４５ 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０．８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６４ １．０８ －０．０５ －０．７９ １．４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６６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７８ １．２５ －０．０３

　　资料来源：依据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历年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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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比较劳动生产率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

产率均小于１，并且呈现递减的趋势，三者关系是上
海市＜重庆市 ＜安徽省。这说明三个地区的第一
产业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劳动力，并且随着城镇

化的飞速发展，第一产业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相

比而言，得益于相对发达的工业文明和人口素质，

上海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最低，劳动力最应该转移到

其他部门；当然，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一产业的剩余

劳动力同样需要转移到其他部门。

重庆市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其次是

安徽省，上海市最后。比较劳动生产率越大，说明

这个产业吸纳就业的潜力越大。重庆市第二产业

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２，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
力；安徽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经历了降低后

提升的变动过程；上海市的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

率趋近于１，这说明经历了产业升级和转移后，上海
第二产业产值与就业基本达到均衡。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

产率差距不大，但安徽省和重庆市下降的幅度超过

上海市。这说明安徽省及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快速

发展，吸纳了大量转移劳动力就业；而上海则保持

了均衡态势，比较劳动生产率在１左右浮动，接近标
准结构。

表４　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的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年份
上海市 安徽省 重庆市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９６ ０．１９ １．０３ １．２２ ０．５３ ２．０５ １．４６ ０．３８ ２．３２ １．５１

１９９７ ０．１６ １．０５ １．２１ ０．５３ ２．１１ １．４１ ０．３５ ２．３６ １．５２

１９９８ ０．１６ １．０７ １．１８ ０．４９ ２．１９ １．４３ ０．３３ ２．３８ １．５６

１９９９ ０．１６ １．０２ １．２１ ０．４７ ２．１６ １．４９ ０．３０ ２．４１ １．５７

２０００ ０．１５ １．０４ １．１６ ０．４４ ２．１５ １．５４ ０．２９ ２．４３ １．５４

２００１ ０．１３ １．１２ １．１１ ０．４１ ２．２３ １．５１ ０．２８ ２．４０ １．５０

２００２ ０．１３ １．１３ １．０８ ０．４ ２．１０ １．５１ ０．２８ ２．３４ １．４３

２００３ ０．１３ １．２３ ０．９８ ０．３６ ２．０１ １．５２ ０．２７ ２．３７ １．３３

２００４ ０．１３ １．２８ ０．９４ ０．３９ １．９０ １．４３ ０．２９ ２．３８ １．２３

２００５ ０．１４ １．２７ ０．９３ ０．３７ １．９３ １．３６ ０．２９ ２．３２ １．２２

２００６ ０．１４ １．２７ ０．９２ ０．３５ １．９３ １．３ ０．２２ ２．４３ １．２２

２００７ ０．１６ １．０８ １．０２ ０．３８ １．８９ １．１７ ０．２３ ２．５３ １．１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７ １．０７ １．０２ ０．３９ １．８９ １．０８ ０．２３ ２．５６ １．０４

２００９ ０．１７ １．００ １．０７ ０．３８ １．９５ １．０２ ０．２２ ２．４５ １．０４

２０１０ ０．２０ １．０３ １．０２ ０．３６ ２．０８ ０．９５ ０．２１ ２．４１ ０．９９

２０１１ ０．１９ １．０２ １．０３ ０．２２ ２．２５ ０．９７ ０．２２ ２．２５ ０．９７

　 资料来源：依据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历年统计年鉴计算

３．就业弹性
上海市、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差

异较大，安徽省及重庆市经历了由正到负的过程，

而上海市近十年来持续为负。由数据可知，上海市

第一产业就业总量持续减少，经济增长产生了就业

挤出效应，剩余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向二产和三

产转移，这主要是现代工业化发展的结果；重庆市

在２００６年之前出现反复，但之后持续为负，说明经
济发展对重庆市第一产业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安徽

省与重庆市类似。纵观上述三个地区的挤出效应，

上海的挤出效应最为明显。

上海市和重庆市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经历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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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到正的过程，而安徽省则持续为正。就业弹性

大于０说明对就业具有吸入效应，大力发展第二
产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具体分析上海和重庆市

的就业情况可以发现，２００１年之前两直辖市的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呈减少态势，而产值则持续

增加，此后第二产业产值及就业则逐渐增加。这

主要是因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攻
坚期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的国企改革

提出精简高效的发展目标，作为直辖市的上海市

和重庆市首当其冲，呈现出产值增加但就业减少

的特点。

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正，说明

安徽省和重庆市第三产业对就业促进的作用明显。

上海市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主
要原因是其就业出现下降；而２００９年的就业弹性小
于０，主要是由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上
海居民的消费意愿产生影响而导致其第三产业产

值减少。

表５　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的三次产业就业弹性

年份
上海市 安徽省 重庆市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９７ １．０４ －０．５８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７２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９

１９９８ －１．３４ －０．６１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８７ ０．２９

１９９９ －１２．４０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２３ ０．４１ －０．７１ ０．４１

２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２４ ０．７８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１１ ８．９７ －０．２２ ０．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３３ －１．７３ －０．５１ －０．４６ ０．２４ ０．２５ －１．５５ －０．０９ ０．１５

２００２ －１．５７ ０．３９ ０．９８ －２．２１ ０．４９ ０．４２ －１．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３ －７．４３ －０．０５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７１ ０．４１ －１．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７

２００４ －２．９１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１．１４ ０．１６ ０．４６ －１．５９ ０．４０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１０

２００６ －２．３７ ０．１２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２９ ０．５２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１３

２００７ －０．３４ ２．４０ ０．７５ －１．６１ ０．５９ ０．７７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２２

２００８ －０．８２ ０．０４ ０．６２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５８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１８

２００９ －０．９５ ０．１９ －１．６４ －０．４８ ０．１５ ０．６９ －０．４０ ０．４７ ０．２１

２０１０ －８１．３１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４１ ０．１６

注：２０１０年上海市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世博会的举办导致其第一产业富余人员大量（１１．４万）转出。
资料来源：依据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历年统计年鉴计算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

弹性系数三个指标测度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典型

省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以局部看整

体，通过观察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及范

围，探究产业升级及转移对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协调性的推动作用。主要结论和启示如下：

我国各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

动力亟待转移，但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第一

产业产值与就业结构相对就越均衡。对于东部地

区而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第一产业在加快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更需要实现

“质”的提高，即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在增加

产值、减少就业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

东部地区受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影响，目前第二

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近饱和，若要发挥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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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就业促进效应，东部地区必须推进产业的升级

和优化，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部地区的第二

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是吸纳农村劳

动力就业及提高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力量。因此，东

部地区应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实现产业升级，在

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第二产业的就业拉动作

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辅以必

要的土地和财政政策，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

势接纳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我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较大的

潜力。受产业升级及产业政策的宏观变动影响，东

部地区第三产业目前处于转型时期，产值结构与就

业结构趋近于标准结构，就业促进作用有限；但一

旦转型成功，第三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来源。因此，东、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本区域的发

展定位，实现第三产业的经济社会职能。东部地区

应该定位于第三产业服务本区及全国的角色，加快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实现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第三产业服务第一产业和第

二产业的出发点，在带动就业的同时，实现改善民

生服务的社会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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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论坛》参考文献格式说明
本刊从２０１１年１期起参考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标注，根据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

ＣＡＪＣＤＢ／Ｔ１２００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本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做如下说明：
一、正文中的标注

（１）正文中参考或引用了有关文献的地方用“（著者名，出版年）”标注，著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中国人著者标注
姓名，外国著者只标注姓氏；若有多名著者，只列第一著者，空半格后加“等”或“ｅｔａｌ”。如：（李小兰，２００８）（张国民
等，２００６）（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Ｎｏｎａｋ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正文中已提及著者名，则在其后的“（）”内只需著录出版年。如：杨
大勇（２００７）……

（２）引用同一著者同年的多篇文献，在出版年后标注 ａ、ｂ、ｃ……区别。如（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ａ）、（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ｂ）。
（３）一处同时引用多篇文献，各文献间用分号隔开。如（孙洁 等，１９９９；李立，２００２）。若多篇文献为同一著者，各文
献出版年用逗号隔开。如（李小兰，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李立，２００２）。

（４）多处引用同一著者的相同文献，在各处均应标注；若为需要标注不同页码的专著、学位论文、报告等文献，
则在括号后用上标标注页码，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则不著录引文页码。如（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３）９１４、（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３）２５。

二、文后参考文献表的组织与格式

各参考文献不编序号，在文后的排列顺序为：首先按文种集中，一般以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为序；

然后按著者字顺（汉语拼音、英文字母）排列；同一著者的文献按出版年排序。各类文献具体著录格式如下：

报纸文章：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Ｎ］．报纸名称，年月日（版数，即文章在报纸的第几版）．
期刊论文：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Ｊ］．发表刊物，卷（期数）：文章起止页码．（无卷数的，可省略）
专著：著者．出版年．书名［Ｍ］．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论文集析出文献：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论文集著作权人．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析出文章的起止页码．
会议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Ｃ］∥论文汇编著作权人．论文汇编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起止
页码．
参考工具：著者．出版年．文献题目［Ｋ］．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Ｄ］．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标准：主要责任者（任选）．出版年（任选）．标准编号，标准名称［Ｓ］．出版地（任选）：出版者（任选）．（任选是指若
查不到可省略）

专利：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公告日期或公布日期．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编号［Ｐ］．
网络文献：著者．文献发表或更新年．文献题目［ＯＬ］．网站名，［引用年月日］．网址．
其他文献：著者．文献发布或发表年．文献题目［Ｚ］．其他需要著录的内容．
注意：若是期刊文章，请务必给出该文在期刊中的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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