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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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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
响"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S.T$#$1=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
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
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
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
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
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
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 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
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
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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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是民生福祉的重

要内容$在实现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本质要求& 技术进步不仅会改变经济发展形态$也会革新劳动方式$劳动智能化成为数字经济下
劳动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势& 劳动智能化$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利用先进的智能技术和设备$实现劳动过程
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劳动模式转变& 从理论上讲$得益于技术进步的
劳动智能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并可以改善劳
动者的劳动条件$减少人工操作$降低工伤事故率& 那么$在经济实践中$劳动智能化能否带来劳动者就
业质量的显著改善( 虽然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劳动智能化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关于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的影响$相关文献的实证分析主要聚焦于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等$而就业质量是对
劳动者工作状况的综合评价$包含多维特征!侯俊军等$#$#$"

)1*

& 因此$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
的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劳动智能化是智能技术及机器人等智能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结果$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质量产生
深远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形成两种观点%一是抑
制论$认为人工智能等会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智能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降低
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齐乐等$#$##"

)#*

& 二是提升论$认为
人工智能等会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比如$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劳动者工作时间'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等途径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王军等$#$1="

)!*

#人工智能能
够通过+人机融合,提高劳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促进就业质量改善!陈志等$

#$##"

);*

#+机器换人,可以提高在岗职工的收入$并改善工作环境$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侯俊军$等$

#$#$"

)1*

& 总体来说$关于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还未得到一致性结论$且缺乏从劳动
智能化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Q79,S,R'X<\'XON

.-9,H7O8TJXZN-$?S.T"#$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有别于现有文献
多从宏观层面分析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等的影响$采用?S.T个体问卷数据从微观层面分析劳动
智能化对劳动者个体就业质量的影响#二是已有文献多基于工资收入'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单维度指
标分析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本文基于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和工作条件构建多维度的就业质量综
合指标$分析了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综合就业质量的影响#三是进一步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在劳动智能化
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中的调节作用$并从性别'年龄'技能等方面探究了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
量的异质性$为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6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
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通常包括劳动报酬和劳动环境!条件"两个方面& 根据现有研究$劳动智能化可

以产生补偿效应$促进整体就业增长$并通过收入提升效应'工作条件改善效应等来改善劳动者的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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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从补偿效应来看$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技术扩散使得相关产业规模扩大$增加总体就
业需求!惠炜$#$##"

)%*

$从而弥补劳动被智能技术替代产生的失业#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稳定和
增加劳动力就业!+OIJ799N88NM,($#$12#蔡跃洲等$#$12"

)3<:*

&

一方面$劳动智能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产生
收入增长效应!王军等$#$1="

)!*

& 生产过程中使用智能技术可以通过+价格<生产率效应,和+规模<生
产率效应,两种互补方式提高劳动者的收入!UONH'I(J NM,($#$1="

)=*

$且智能技术对劳动者收入的正向
影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闫雪凌等$#$#1"

)2*

&

另一方面$劳动智能化可以优化劳动者工作环境$减轻劳动者工作强度$提高劳动者工作自主性$从
而产生工作条件改善效应& 首先$人工智能等智能设备可以替代工作中一些不安全或不适合人力完成
的任务!周卓华$#$#$"

)1$*

$降低或消除劳动者工作的危险性#同时$智能技术的发展让居家办公'远程协
作和人机协作成为可能$劳动者的工作空间跨度加大'劳动效率提升$从而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其次$企业在重复性'简单生产环节引入智能设备$使复杂的体力劳动自动化$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强
度并增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心理舒适度!王军等$#$1="

)!*

& 最后$劳动智能化通过
改变工作内容和任务分配方式引起组织管理的变化$可以提高劳动者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劳动智
能化减少了劳动者的通勤时间$降低了工作场所限制$劳动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作节奏#同时$劳动者通
过自主学习和互助交流$在专业技能'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信息处理等方面也会得到较大提升$工作自
主性将进一步增强&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劳动智能化可以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

#6劳动智能化影响就业质量的异质性
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受智能化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劳动智能化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也存在差

异& 对此$本文从性别'年龄和技能!个方面进行探讨&

!1"劳动者性别的异质性& 在当前的就业结构中$男性劳动者在较高层级的职业以及TDG+!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职业中的占比较高$因而可以通过劳动智能化的补偿效应和收入效应中获得更多收益
!CXJ88NZ7OQ NM,($#$1=#U]8'-NM,($#$#1"

)11<1#*

& 而女性劳动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辅导孩子学
习'做家务等各项家庭无偿劳动的时长明显高于男性劳动者$导致其在工作中获得和享受的智能化红利
相对较少!汪前元等$#$##"

)1!*

& 同时$在任务分配上$男性通常被认为在思维能力'机器设备的学习能
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等方面存在优势$女性则往往被认为在沟通设计能力'细心等方面存在优势$企业通
常会优先对男性员工进行智能技术培训$导致男性在劳动智能化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收益& 此外$现阶
段劳动智能化对工作任务的改变主要是替代体力劳动$而这类工作更多由男性担任& 因此$相对于男性
劳动者$劳动智能化对女性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效应较弱&

!#"劳动者年龄的异质性& 相比于中老年劳动者$青年劳动者更具开拓'创新'冒险精神$在体力和
精力方面也具有优势$更能适应就业形式的变化$且被智能技术和设备替代的风险较小&一方面$智能技
术的应用需要劳动者学习和掌握新技能$年轻人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均较高#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就
业选择上往往会受到环境'家庭'教育背景等因素的约束$并存在路径依赖和职业惯性$随年龄增长劳动
者更加偏好稳定的职业$而不愿意接受工作改变的挑战& 同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创造思维和学习能力
的要求提高$青年劳动者比老年劳动者对机械操作的学习和动手能力更强& 此外$目前智能技术更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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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替代环境差'强度高的工作$而这部分工作大多由中青年劳动力完成& 因此$劳动智能化会为青
年劳动者创造更多机会$从而对青年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更为明显&

!!"劳动者技能的异质性& 劳动智能化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导致劳动力市场呈
现两极极化!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相对增加$而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相对减少"或单极极
化!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而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的趋势!明娟等$#$##"

)1;*

& 劳动智能化不仅
通过替代非技能劳动岗位和创造技能劳动岗位的非对称方式扩大劳动技能溢价!胡晟明等$#$#1"

)1%*

$

还可以通过提高技能劳动者相对非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造成技能溢价!UONH'I(J$122="

)13*

& 劳动
智能化与高技能劳动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关系$人机合作等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增加高技
能劳动者的收入#劳动智能化与低技能劳动之间则更多的是替代关系$智能技术的应用替代了低技能劳
动者的劳动$从而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何勤$#$#1"

)1:*

& 因此$与低技能劳动者相比$高技能劳动
者更容易获取劳动智能化的红利$工作报酬更易得到增长$工作环境更易得到优化$工作自主性更易得
到提高$从而产生更为显著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与女性'老年'低技能劳动者相比$劳动智能化对男性'青年'高技能劳动者
就业质量的改善更为显著&

!6非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
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能力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包括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主要指人脑

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非认知能力主要指性格'情感'意志等$包含人际交往能力'适应能力'对
事物的好奇心等内容& 相比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劳动智能化促进就业质量改善中发挥的作用更为
明显& 一方面$与认知能力相比$人工智能技术与非认知能力会形成较强的互补性& 非认知能力较强的
劳动者可以更好地与人工智能技术环境融合$从而更有利于在工作中产生能力溢价$并实现较快的收入
增长!王林辉等$#$##"

)1=*

& 另一方面$相比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空间更大$可以产生更显著
的边际效应!李阳等$#$#!"

)12*

&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
调节作用&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生变化& 一方面$非认知
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劳动者在智能化背景下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其就业质量& 随着技术的进
步$一些重复性'通过反复练习获得的操作技能!+硬技能,"很容易被智能技术和设备所替代$而创造力'

创新'社会化'领导能力等非认知能力!+软技能,"很难被智能技术替代和模仿& 此外$劳动者的非认知
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人机协调和互补!尤其是情绪稳定'社交'信任等在人机协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
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胡晟明等$#$#1"

)#$*

& 另一方面$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
助于劳动者更好地面对由劳动智能化带来的工作变化和工作压力$提升劳动者的心理舒适度& 智能技
术的应用会对工作流程进行重组$对工作任务进行标准化$技术和算法成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导致短时
工作压力骤增$加大了劳动者的负担和心理压力#同时$劳动智能化会拓宽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一定程度
上模糊工作与家庭的界限$客观上增加工作时间$造成情绪消耗& 而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提高$可以使
劳动者更好地调整工作方式'调节心理状态$以更好地应对智能化冲击中带来的工作压力!李阳等$

#$#!"

)12*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化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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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研究设计

16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为检验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参考+OIJ799N88等!#$12"的实证策略构建如下基准

模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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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劳动者个体$

#

%

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

%

"为+就业质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内涵不断拓展$如
工作生活质量'体面劳动'工作满意度'高质量就业等& GJX'\'J9L!#$1#"认为$就业质量的综合评价应兼
顾货币方面的劳动收入和非货币方面的工作条件)#1*

& 本文借鉴U9M̀9等!#$#1"的测量方法)##*

$从货币
收入和工作条件两个方面来评价样本的+就业质量,& 货币收入即+工资水平,$数据直接取自?S.T问
卷$用扣税后的年工资性收入总额来衡量#+工作条件,的测度指标包括工作强度'工作环境'自主权'培
训情况等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综合指标!

#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就业质量,

综合指标"

&

核心解释变量!()*

%

"为+劳动智能化,& 参考+OIJ799N88等!#$12"的方法)3*

$采用劳动是否智能化
的虚拟变量来衡量$若样本所在单位的劳动过程实现了或正在进行智能化$且样本认为自己的技能!工
作"发生了变化$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本文基于?S.T问卷的数据可得性$选取两个问题来测量
+劳动智能化,%问题1+是否经历智能化%您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否正在使用高度智能化'机器人'人工智
能!如无人驾驶'机器翻译'工业机器人等"等技术,$问题#+技能是否发生变化%您的工作有没有因高度
智能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而改变,& 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肯定$则认为该样本在劳
动过程中经历了智能化并认为自己的技能!工作"发生了变化$即+劳动智能化,变量赋值为1&

参考+OIJ799N88等!#$12"和侯俊军等!#$#$"的做法)3*)1*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

%

"'工
作特征!/01

%

"'行业特征!233"4#&%0,

%

"和地区特征!)%5&6%3&

%

"&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工作特征变量包括+单位类型,+合同类型,+公司规模,+就业年限,#行业特征变量$参考毛宇飞
和胡文馨!#$#$"的分类方法)#!*

$其他行业取值为$$新经济行业取值为1$传统行业取值为#

#

#地区特征

%

明"娟!鲍翔宇!张"艺"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

"

#

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根据问题+请您对工作时间进行评价,和+请您对工作环境进行评价,进行赋值$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1'#'!';'%#自主权根据问题+在您的工作中工作进度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
决定,和+在您的工作中工作量4工作强度在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决定,进行赋值$完全由他人决定赋值为1$部分由自己决
定赋值为#$完全由自己决定赋值为!#培训情况根据问题+#$1:年:月以来您是否有参加过至少%天的专业技术培训,进
行赋值$是和否分别赋值1和$& 对上述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a+/检验和C,XM(NMM检验!a+/

^

$)%1:$

C,XM(NMM检验b值为$"$按照累计贡献率超过%$c'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个主成分!主成分1包含工作强度'自主
权'培训情况$主成分#包含工作环境"$根据#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工作条件,综合指标&

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a+/检验和C,XM(NMM检验!a+/

^

$)%#=1$C,XM(NMM检验b值为$"$适
合使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根据特征值和因子贡献率$提取出!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c"$主成分1包
含工作进度的决定程度'工作量4工作强度的决定程度'工作环境$主成分#包含工作时间$主成分!包含培训情况和工资
收入#进一步根据!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就业质量,综合指标&

将问卷中13个行业划分为传统行业'新经济行业和其他行业三类$其中新经济行业包括信息传输'金融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4体育'社会服务#传统行业包含农林牧渔'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
业'批发和零售'房地产'水利&



变量$西部地区取值为$$东部地区取值为1$中部地区取值为#

!

&

#6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S.T"#$1=年的个体问

卷数据& #$1=年?S.T数据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新疆'西藏和海南之外的#=个省区市$并在个体'家
庭和社区三个层面上收集数据& 其中$?S.T个体问卷收集了家庭中年满1%周岁且仍在工作的劳动力
信息$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等$并询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对其工作和
技能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本满足研究的数据要求& 本文剔除了工
作单位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的样本$只保留了就业单位为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的样本$进一步
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 22: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量为1 2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性别!女性^

$$男性^

1" $)%;; $);2= $ 1

年龄!岁" !=);1: 2)3$= 1= %2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等^

1$大专及以上^

#" 1);1: $)31! $ #

单位类型!公有制单位^

$$私营单位^

1" $)%:3 $);2; $ 1

合同类型!短期合同^

$$长期合同^

1" $)#$= $);$3 $ 1

公司规模!小于!$$人的小型公司^

$$!$$d1 $$$人的中型公司^

1$

1 $$$人以上的大型公司^

#"

$)%3$ $):23 $ #

就业年限!目前从事这份工作多少年" 2);#; 2)#%= $ ;2

行业!其他行业^

$$新经济行业^

1$传统行业^

#" 1)#%# $):12 $ #

地区!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1$中部地区^

#" 1)$1% $)%=; $ #

劳动智能化 $)$:1 $)#%3 $ 1

就业质量 $)$$$ $)%=:

e

1):=; !)#1%

工资水平4千元 %;)2: %%)13 $ 1 $$$

工作条件 $)$$$ $):$=

e

#)13; 1)21: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6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到采用的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的连续性以及问卷回答的序数设定$

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能更直观地呈现边际效应$并参考+OIJ799N88等!#$12"的做法)3*

$采用最小二乘估
计!/ST"来检验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其中!1"d!;"列依次纳入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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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问卷中的#=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内蒙
古'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
北'辽宁$其他省份为中部地区&



体特征'工作特征'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变量$+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劳动智能化促使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得以提升$假说1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别以+工资水平,和+工作条
件,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3"列& +劳动智能化,对+工资水平,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对+工作条件,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劳动
收入来提高其就业质量&

表#"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 !!" !;" !%" !3"

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

劳动智能化 $)$2=

!!

!$)$;:"

$)113

!!

!$);=="

$)1#$

!!

!$)$%1"

$)111

!!

!$)$%1"

1;);;3

!!

!3)##!"

$)$3!

!$)$%%"

性别!男性"

$)$$2

!$)$#1"

$)$1#

!$)$12"

$)$#1

!$)$1="

$)$#;

!$)$1="

1#)312

!!!

!#):$1"

e

$)$1;

!$)$#%"

年龄 $)$$$

!$)$$#"

e

$)$$#

!$)$$#"

e

$)$$#

!$)$$#"

e

$)$$#

!$)$$#"

$)12#

!$)1#!"

e

$)$$;

!$)$$!"

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

$)1#;

!

!$)313"

$)11%

!

!$)$3#"

$)11%

!

!$)$3;"

$)1$:

!

!$)$3#"

=)#:1

!!!

!#)!33"

$)$22

!$)$:="

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

$);:1

!!!

!$):#2"

$);%#

!!!

!$)$:3"

$);;1

!!!

!$)$:="

$);!$

!!!

!$)$=1"

!:):3:

!!!

!!):=3"

$)!=2

!!!

!$)1$#"

合同类型!长期合同"

$)$;!

!$)$!!"

$)$%1

!$)$!#"

$)$%$

!$)$!#"

#)21#

!#)%%1"

$)$%1

!$)$!:"

就业年限 $)$$!

!

!$)$$1"

$)$$!

!

!$)$$#"

$)$$!

!

!$)$$#"

$)!$;

!

!$)13;"

$)$$;

!

!$)$$#"

公司规模!中型公司"

e

$)$%$

!

!$)$#2"

e

$)$;=

!

!$)$#="

e

$)$%1

!

!$)#%2"

%):#:

!;);=3"

e

$)1$#

!!!

!$)$!#"

公司规模!大型公司"

e

$)1!!

!!

!$)$;1"

e

$)1!%

!!!

!$)$!2"

e

$)1!!

!!!

!$)$!2"

1#)##1

!!!

!#)2=%"

e

$)#!!

!!!

!$)$;="

单位类型!私营单位"

$)$!$

!$)$#:"

$)$%#

!$)$!1"

$)$!2

!$)$#="

#)3%!

!;)%;!"

$)$31

!

!$)$!%"

行业!新经济行业"

$)11#

!!!

!$)$#;"

$)1#3

!!!

!$)$#3"

:)11=

!!!

!#);3$"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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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拓宽劳动者就业机会等来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短期
内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有限& 劳动智能化改变了劳动者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更好地控制工作节奏和组织形式
的可能性$但也可能模糊工作与生活界限$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降低劳动者自主权!+,PH,97,9 NM,($#$1!" )#;*& 同
时$智能技术的精确性'可预测性和标准化还可能导致劳动者工作强度增加& 因此$短期内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工作条件
的改善不明显&



续表

变"量
!1" !#" !!" !;" !%" !3"

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

行业!传统行业"

$)$;%

!$)$!2"

$)$;%

!$)$!2"

;)%$#

!!)#%$"

$)$!:

!$)$%1"

地区!东部地区"

$)1#=

!

!$)$3="

12)2#!

!!!

!;)$;="

$)1$;

!$)$=1"

地区!中部地区"

$)$1=

!$)$:#"

!)$1;

!;):3="

$)$#!

!$)$=!"

常数项 e

$)#$!

!!

!$)=%="

e

$)#!$

!!

!$)1$3"

e

$)!$1

!!!

!$)1$2"

e

$)!:$

!!!

!$)1!;"

e

2)1%:

!:)#11"

e

$)#!;

!$)132"

* 1 22: 1 22: 1 22: 1 22: 1 22: 1 22:

f

#

$)$22 $)1$= $)11! $)1## $)1!# $)$=3

""注%

!!!

'

!!

'

!分别表示Yg$)$1'Yg$)$%'Yg$)1$括号内数值为省份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下表同&

#6内生性处理
!1"0&<#TST估计& 本文的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劳动者心理状态'过往经历遭遇等不

可观测因素都可能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业质量越好$说明
企业效益和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引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成反向因果关系& 为克服反向因果关系和遗
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 借鉴齐乐和陶建平!#$#1"

的思路)#*

$选用+智能科技成果,作为+劳动智能化,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讲$通过对-中国科技项目创新
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的关键词搜索获得各省份#$1=年的智能科技成果数量& 智能科技成果是劳动智
能化的技术体现$能够直接推动劳动智能化的发展#同时$智能技术成果与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没有直接
关系$只有通过产业化等实际运用才能转变为生产力& 因此$工具变量的选择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要
求& 0&<#TST的估计结果见表!的!1"!#"列%第一阶段回归的B统计值为1#)#!:$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智能科技成果,的估计系数在1c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 第二阶段回归中$拟合的+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在1c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在缓
解内生性问题后$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仍然成立&

!#"bT+估计& 基准模型的估计还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并非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劳动智能化提
高了就业质量$而由于是广泛应用智能技术的企业本身吸纳的员工技能或教育水平较高!即其就业质量
原本就较高"& 为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bT+"方法进行样本处理$即选择具有相
同特征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来进行检验& 借鉴+OIJ799N88等!#$12"的做法)3*

$采用S'I7M模型获得倾
向得分$然后运用核匹配法将实验组与对照组个体的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从而使得两组样本之间的特
征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回归结果见表!的!!"列$+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在排除样本的自选择后$本文的分析结论仍然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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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1"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bT+检验
劳动智能化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智能科技成果
$)$$1

!!!

!$)$$$"

劳动智能化
!)%3#

!!!

!$)2%$" $)11#

!!

!$)$%1"

常数项 e

$)$%%!$)$;!"

e

$)1=$!$)1!2" e

$)!:!

!!!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22: 1 22: 1 :==

B8M,M78M7O 1#)#!:

!6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参考王阳!#$12"的做法)#%*

$采用熵值法测算+就业质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1"列&

二是剔除特殊样本& 直辖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政治优势$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剔除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个直辖市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的!#"列& 三是数据缩尾处理& 为避免极
端值和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进行1c和%c缩尾处理$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的!!"

!;"列&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智能
化有助于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改变测算方法 !#"剔除直辖市样本 !!"1c缩尾 !;"%c缩尾

劳动智能化
$)$31

!!

!$)$!$" $)$23

!

!$)$;=" $)1$%

!!

!$)$%$" $)$2=

!!

!$)$;:"

常数项
$)1#$

!!!

!$)$#%"

e

$)!!#

!!!

!$)113"

e

$)!%#

!!

!$)1!!"

e

$)!$3

!!

!$)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22: 1 =11 1 22: 1 22:

f

#

$)1$; $)1$% $)1#! $)1##

;6异质性分析
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见表%& 劳动智能化对男性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以及工资水平和

工作条件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及工作条件具有负向影响& 参考张世伟和
张君凯!#$##"的方法)#3*

$将!%岁作为年龄异质性分析的样本划分标准!

$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3&

劳动智能化对!%岁及以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优化工作条件来改善其就业
质量#劳动智能化对!%岁以上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参考侯俊
军等!#$#$"的方法)1*

$用受教育水平衡量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初中以下学历为低技能劳动者$初中和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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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岁是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岁之前和!%岁以后个体面临的职业发展和择业机会有明显差
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根据其年龄划分为!%岁及以下和!%岁以上两组&



中学历为中技能劳动者$大专及以上学历为高技能劳动者$分别回归的结果见表:& 劳动智能化对高技
能劳动者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劳动智能化对
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有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总体上看$劳动智能化对男性'!%

岁及以下'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更为显著$假说#基本得到验证&

表%"劳动者性别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男性 女性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条件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条件

劳动智能化 $)12=

!!!

!$)$%3"

#$)%$3

!!!

!3);;:"

$)13$

!!

!$)$:;"

e

$)131

!

!$)$=;"

$)%$;

!3)3!;"

e

$)#%!

!!

!$)$2;"

常数项 e

$)!33

!!

!$)1!%"

11);3#

!=)3#3"

e

$)!1#

!

!$)131"

e

$)#=:

!!

!$)1!2"

e

1%)3$!

!1;):%%"

e

$)$2=

!$)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 1 $=: 1 $=: 21$ 21$ 21$

f

#

$)1!! $)1$! $)$2= $)$=! $)$== $)$%=

表3"劳动者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岁及以下 !%岁以上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条件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条件

劳动智能化 $)#12

!!!

!$)$33"

=)%!;

!1#)#!$"

$)###

!!!

!$)$::"

e

$)$$%

!$)$3%"

12)=;2

!!!

!%)1#%"

e

$)1$#

!$)$=!"

常数项 e

$)!%;

!!!

!$)$=#"

e

;)#!$

!2);$%"

e

$)#!%

!!

!$)1$1"

e

$);!!

!!!

!$)$22"

;)=;;

!;)2::"

e

$);!!

!!!

!$)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1 13$ 1 13$ 1 13$

f

#

$)$:! $)$=# $)$%= $)1#; $)1;% $)$=2

表:"劳动者技能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低技能劳动者 中技能劳动者 高技能劳动者
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

劳动智能化 e

$)$$2

!$)1#$"

;!)2=;

!!!

!;)%!$"

e

$)1;=

!$)1;$"

$)$%=

!$)$3$"

%)232

!%);3!"

$)$!;

!$)$:;"

$)1%#

!!

!$)$3$"

##)!;;

!!

!=)=%2"

$)$=$

!$)$32"

常数项 $)#1#

!$)!%2"

#1)%%$

!#%)$=2"

$);1:

!$);3!"

$)11:

!$)11%"

!3)$$;

!!!

!%)2;2"

$)#11

!$)1;:"

e

$)$#3

!$)1#$"

1$)%$1

!1!)%$3"

$)1$!

!$)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 1!# 2$$ 2$$ 2$$ 23% 23% 23%

f

#

$)$;% $)1:# $)$%% $)$;1 $)$33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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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借鉴孙雪等!#$##"的研究)#:*

$选取+非认知能力,作为调节变量& 参考王林
辉等!#$##"'孙雪等!#$##"的方法)1=*)#:*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从严谨性'外向性'顺从性'情绪稳定性'开
放性五个方面选取指标!

$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非认知能力,

"

$进而构建+非认知能力,与+劳动智
能化,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劳动智能化h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和+工
资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效应$

假说!得到验证& 此外$+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改
善其就业质量&

表="非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工资水平工作条件

劳动智能化h非认知能力 $)$:=

!

$)$::

!

1%):;=

!

e

$)$$3

!$)$;!" !$)$;1" !=)11=" !$)$%!"

非认知能力 $)!:%

!!!

$)!:$

!!!

$)!;#

!!!

!)!%3

!!!

$);;1

!!!

!$)$1:" !$)$1=" !$)$1=" !1)$$;" !$)$#;"

劳动智能化 $)$:%

!

$)$:1

!

$)$%3

1;)1=3

!!

e

$)$$3

!$)$;$" !$)$;$" !$)$;#" !%)2$:" !$)$%!"

常数项 $)$$: $)$$: e

$)#2!

!!!

e

:)!!3

e

$)1!:

!$)$#!" !$)$#!" !$)$=#" !:)23#" !$)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1 2#; 1 2#; 1 2#; 1 2#; 1 2#;

f

#

$)##! $)##; $)#=1 $)1$% $)#:3

五"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

方式&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以及劳动收入都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不足&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S.T"

#$1=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第一$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有更高的
就业质量$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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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谨性根据问题+努力完成该做的事情,进行赋值$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外向性
根据问题有+生活幸福感,进行赋值$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依次赋值1'#'!';'%#顺从性根据问题+被访者合作程度,进
行赋值$很不合作'不合作'合作'很合作依次赋值1'#'!';#情绪稳定性根据问题+感到身心疲惫频率,进行赋值$每天'一
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依次赋值1'#'!';'%#开放性根据问题+在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和+工作有趣
度,进行赋值$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1'#'!';'%&

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a+/检验和C,XM(NMM检验!a+/

^

$)3;%$C,XM(NMM检验b值为$"$提取出#

个主成分!主成分1包含生活幸福感'在工作中表达意见机会'工作有趣度'感觉身心疲惫频率$主成分#包含努力完成该
做的事情'被访者的合作态度"$根据#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改善没有显著影响$即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
酬来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第三$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为更能促进
男性劳动者'!%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第四$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
化改善其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改善就业质量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大力鼓励和支持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加大对智能技术
创新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各领域的劳动智能化$让广大普通劳动者充分享受智能化带来的
技术红利& 第二$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降低劳动智能化带来的负面冲击& 要鼓励企业加强岗前和
转岗技能培训$提升员工的+技能/岗位,匹配度#要强化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社会服务$优化人才层次结
构$提高整体劳动力技能水平$以适应智能化对人才的需求& 第三$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发挥劳
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在本文的样本中$劳动智能化未能产生显著的劳动者工作条件改
善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智能化不能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而是可能存在某些因素阻碍了劳动智
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功效发挥& 因此$在劳动智能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问题$

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 第四$注重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
善效应& 企业要加强对员工责任心'执行力'创新力的培养$培育和拓展良好的企业文化$帮助员工更好
更快地适应智能化技术& 劳动者自身也要不断提高非认知能力$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保持灵活性与
适应性$以更好地应对劳动智能化带来的各种变化&

本文探讨了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为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但
也存在拓展和深化的空间$比如%对劳动智能化和就业质量的测度有待进一步优化$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对两者的测评均不全面$且仅采用了1年的数据$在未来有更多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可使用追踪数
据$对劳动智能化和就业质量进行更为科学全面的测度$进一步深入分析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
响#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路径和异质性表现是多样化的$还有其他机制和异质性值得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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