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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的特点和原因

曾 国 安

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

产业

结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

同发达国

家相比
,

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

特点
,

显示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的新

的规律性
。

表二 各国就业的产业构成情况 肠

年 年 年

】 】
,

一
、

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是逐渐下降的
,

非农

产业就业 比重则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上升
,

发展中

国家 。年农业就业比重为 肠
, 。年 下 降 至

肠
,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则由 。年的 肠上升到

。年的 肠
。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高低和提高的幅

度大小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是成正 比关系的
,

经济

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
,

非农产业就 业 比 重 更

高
,

上升幅度较大
。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 国 家 和 地

区
,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
,

上升幅度也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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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方面看
,

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的特

点同先进国家并无不同
,

这反映了作为就业结构变

化的共同性的一面
。

但是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

却又有许多特点

在发展中国家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一开

始就超过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
,

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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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
、 、

分别代表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就业 人数在全部就业 人数 中所 占比 重 ,

②泰国 年数据系 年数据 , “

一
”
表示数据暂缺 ,



③资料来 源 《 〔世 界银行 〕 年世界发展报告 》

天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 《 国际经 济与社会 统 计 摘 要

》 中国统计 出版社
、 《 中国劳 动工资统计资

料 一 》 中国统计 出版社
。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
,

从人均 仅 美元的

埃塞俄比亚到人均 。美元的以色列
,

第 三

产业就业 比重都超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

在许多国

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第二产业就业的 倍多
,

如

斯里兰卡
、

印尼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等国在 。年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都是第二产业就业比 重 的 倍

多
,

并且其倍数还在增大
,

例如印尼
、

菲律宾
、

泰

国等国在 年都比 。年增大了
。

就整个发展中

国家来看
,

。年第三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

所占的比重为 肠
,

而第二产业只有 肠
,

第三产

业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 肠
,

到了 年第二

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 务
,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

高到 肠
,

仍然超过第二产业 肠
,

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始终大于第二产业 比重
。

这表明在 发 展 中 国

家
,

农业剩余劳动力首先主要是向第三产业转移
,

第三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大大超过第二产业
。

这同先
进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见表三

,

先进国家先

是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大大超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

法国在 世纪 年代第三产业就业 比垂才超过第二

产业
,

瑞士
、

比利时在 年代
,

西德
、

意大利在

年代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才超过第二产业
,

英国在

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才大幅度上升
,

持续超过第

二产业
,

这些国家的就业结构是循着 以第一产业

就业为主一‘ 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一‘ 第三产业就

业为主的顺序变化的
,

而发展中国家却是从第一产

业就业为主直接到以第三产业就业为主
。

农业过剩

劳动力并非先向第二产业转移
,

再向第 三 产 业 转

移
,

而是先向第三产业转移
,

并且第三产业迅速成

为主导的就业部门
。

如南朝鲜在 年代以第一产业

就业为主
,

其后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向第 三 产 业 转

移
,

到 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而成

为主导就业部门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始终比第三产

裹三 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 肠

止



说明

①
、 、

的含义 同表二 , 第一产业指农业
、

第二产业

指采矿业
、

制造业
、

建筑业
,

第三 产业指其余产业 部门
。

②括号 中年份表 示 该 国 在所 处年代取值的具 体年份 ,

例如在 世 纪 年代英国 取值年份是 年 , 德 国是

年 , 比 利时
、

瑞 士是 。年
。

③ 年 以前的数据来源 于 《 各国的 经 济增长一一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 》 中译本 库兹涅茨著 , 商务印书

馆 和 《 现 代经济增长 》 中译本 库兹涅茨著
,

北京

经济学 院出版社 , 并根 据原 始资料作 了适 当调 整
。

年
,

年数据取 自 《 年世 界发 展报告 》

《 年世 界发展报告 》 世界银行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 年数据取 自 《 国 际经济 与 社 会 统 计 摘 要

年 》 中国统计 出版社

其余数据来源于 《 欧洲经 济史 》 第五卷上 册 ,
第

六卷下册 卡洛 奇波拉主 编
, 商务印书馆

,

作者

根 据原 始资料进行 了处理
。

④德 国栏 世 纪 年代前的款据为 德 国 , 年代及 以

后为西德
。

业小
,

哥伦比亚
、

马来西亚
、

阿尔及利亚等新兴工

业化国家都是如此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要快 于 第 二 产

业
,

第三产业就业增长规模要大于第二产业
。

从表二来看
,

无论是低收入国家
、

中下等收入

国家
,

还是中上等收入国家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

上升普遍快于第二产业
,

从 年到 年
,

中下

等收入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 上升到 肠
,

上升了
,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 肠 上 升 到

肠
,

上升了 肠 中上等收入国家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由 上升到 肠
,

上升了 肠
,

但第三产业

就业比重由 肠上升到 呱
,

上升了 肠 低收入

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 呱上升到 肠
,

上升了

务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 肠上升到巧肠
,

只上

升了 肠
。

但是除开中国与印度
,

则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只从 肠上升到
,

仅上升 肠
,

第三产业

就业的比重由 肠上升到 肠
,

上升了 肠
,

实际

上印度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只从 肠上升到 肠
,

第

三产业就业比重则由 肠上升到 肠
,

上升了 肠
。

所以除开中国
,

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

要大大快于第二产业
。

由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始终

超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又上升

得更快
,

因此第三产业就业增长规模也就必然超过

第二产业就业增长规模
。

整个发展中国家
,

一

一 。年
,

第一产业就业年均增长 万
,

第二

产业就业年均增长 万
,

而第三产业就业年均

增长 万
,

大大超过第二产业
。

先进国家与此不同
,

在工业化过程中
,

第二产

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一般要快于第三产业
,

由于第

二产业就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
,

因此其第二产业就

业增长规模也必然比第三产业大
,

只是在工业化接

近完成或完成之后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才

普遍地快于第二产业
,

第三 产 业 就 业比重才居首

位
,

从而使第三产业就业增长规模超过第二产业
。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前
,

第三

产业就业增长速 度 要 快 于第二产业
,

在工业化过

程开始之后
,

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速度要超过第三

产业
,

在这些国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工业化之后
,

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速度又超过第二产业
。

这种就业

增长速度的交替领先在南朝鲜
、

台湾
、

巴西等新兴

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
。

这些国家在 年代或

年代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速度赶不上第三产业的就

业增长速度
,

在 年代或 年代则超过了第三产业
,

到了 年代又低于第三产业
。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

区已经处在交替过程的第三阶段
。

那些刚刚进入或

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

正处在交替过程的

第二阶段即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速度超过第三产业就

业增长速度
,

例如印尼等
。

而那些发展水平极低
,

尚未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则仍处在第

一阶段
,

即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速度超过第二产业
。

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

化
,

因此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速度要快于第三产业就

业增长速度
,

一一 年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

就业年均增长率为 呱
,

第三产业就业年 均 增长

率为 肠
,

第二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达 肠
,

超

过第三产业增长速度
。

先进国家则是第二产业就业首先取得比第三产

业就业更快的增长
,

而在工业化接近完成或完成之

后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速度才超过第二产业
,

欧洲工

业化国家在 年到 。年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速度

才超过了第二产业
,

正是这种速度使得第三产业比

重迅速上升
,

由 务上升到 肠
,

而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则保持不变
,

并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

产业就业出现负增长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迅速提

高正是在第二产业就业出现负增长而第三产业就业

相对较大幅度增长的阶段出现的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伴随第二产业就业比



重的持续上升而持续上升的
,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之间不存在交叉点
。

整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由 年的 肠上升到 年的 肠
,

年

的 肠
,

再上升到 。年的 呱
,

同时第二产业就

业比重并未有任何下降而是持续上升
, 。年 为

肠
,

年达 肠
,

年达 呱
,

年 达

肠
。

而先进国家虽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持续上

升的
,

但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

再到低的变化过程
,

呈 型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是

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达到极限值不再上升或下降的

时期超过第二产业的
。

而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居主导地位并不依赖于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达到

极限值或者下降
,

而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

升朝极限值发展
,

达到极限值以前就 占 居 主 导 地

位
,

中上等收人国家或地区 年第一产业就业 比

重达邻肠
,

是主导就业部门
,

此时第二产业就业比

重为 肠
,

第三产业为 肠
,

到 。年第三产业就

业比重达 肠
,

成为主导就业部门
,

而第二产业就

业 比重也从 年的 肠上升到 肠
。

在发展中国家中
,

就业结构变化快慢同各

国经济增长快慢基本上是相对应的
。

经济增长快的

国家或地区
,

就业结构升级也快
,

经济增长慢的国

家或地区
,

就业结构升级速度也慢
。

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如南朝鲜
、

巴西
、

马来

西亚
、

印度尼西亚等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都大幅度上

升
,

而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埃塞俄比亚
、

印度
、

尼 日利

亚
、

巴基斯坦
、

菲律宾等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

幅度都很小
,

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人国家

经济增长率很低
,

其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也

最小 , 中下等收人国家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

则居于低收入国家同中上等收入国家之间 中上等

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
,

其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

升幅度也最大
。

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
,

就业结构升

级快慢同经济增长率高低之间成正比关系
。

在发展中国家
,

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的极限

值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具有下降的趋势
,

且在极限

值徘徊的时间缩短
。

在一些中上等收入国家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都

达到了其极限值 最高值
,

同先进国家比
,

极限

值大大降低了
。

欧洲工业化国家极限值 平 均 达 到
,

其中英国
、

西德都超过了 肠
,

其它国家也

都达到或超过了 肠
,

而巴西
、

阿根廷
、

南朝鲜
、

新加坡
、

墨西哥等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发达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的中上等收入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夫

都在 肠甚至 肠以下
,

就开始持续下降
。

台湾省

是极限值最高者之一
,

但在 年达到 肠 以后

就开始迅速下降
,

年仅 肠
。

除个别地区 香

港 年达 帕 外
,

极限侦一般都要低于先进国

家
。

欧洲工业化国家在第二产业极限值 徘 徊 了

年
,

其中英国 世纪 年代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就达

到了极限值
,

但直到本世纪 年代以后才开始持续

下降 西德徘徊了 年 年代中一一 年代末
,

意大利徘徊了 多年
,

而中上等收入国家在极限值

徘徊时间一般很短只有 年左右
。

这表明在发展中

国家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无论是最大就业

容量
,

还是吸纳持续时间
,

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是

下降了
,

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则提高了
。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业结构的变化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

其一是经济体制不同
,

就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
。 一般来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其

就业结构变化过程同先进国家相类似
。

这些国家从

一开始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就大于第三产业
,

年

东欧各国
、

朝鲜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
,

其他国家如前苏联
、

越南等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

家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都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

家
,

甚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

第二产业就

业比重一般都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低的国

家
。

其二是国家大小 以人口衡见 不同
,

第三产

业就业 比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总的来石
,

国家越

小
,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 , 国家越大
,

第三产

业就业比重越小
。

人均 相当的国家中
,

人 口

规模大的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要小于人口规模小

的 国 家
,

甚至小于 人 均 低 得多的小国
,

例

如印度人均 要高于缅甸
、

孟加拉国
、

贝 宁
、

中非共和国
,

但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却低 于 这 些 国

家
,

印尼
、

尼尔利亚
、

泰国
、

土耳其这些国家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却比人均 相当的小国 低 很 多
。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

牙买加
、

厄瓜多尔
、

毛里求

斯
、

哥斯达黎加
、

约坦
、

智利
、

秘鲁等这些小国第

三产业就业比重都很高
,

都已超过第一产业就业比

重
,

相当于超过或大大超过比共发展水平高得多的

大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

巴西
、

墨西哥
、

南朝鲜
、

波兰等国虽然人均 比上述各国高得多
,

但第三

产业就业 比巫却比上述各国低
,

以色列
、

新加坡
、



委内瑞拉
、

乌拉圭
、

约旦
、

智利等国第三产业就业

比承 。年都在 肠以上
,

而约旦
、

以色列
、

新加

坡都在 肠以上
,

要高于许多发达国家
,

日本
、

西

德
、

意大利
、

西班牙都在 肠以下
,

法国只有 肠
。

二
、

发展 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变化出现新

特点的原因

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对于第二次产业和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这种重要性

不仅在理论上得到确认
,

在实践中为许多国家所认

识
,

并迅速发展第三产业
。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迅速赶超发达国家
,

是决不

能再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路而按步就班地

去进行的
,

必须优先发展第三次产业
,

这样才能为

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
,

提供高品质的劳动

力
,

扩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

才能使生产要素得

到更广泛
、

更迅速地流动
,

才能使大量资本向本国

流动
,

吸收外来投资
,

投资效率也才能提高
。

这是

由后进国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同老牌资本主义国

家不同所决定的
。

因此后进国家往往把大量的资金

投入第三产业
,

南朝鲜政府投资的 肠以上用于第

三次产业
,

台湾
、

巴西都大量投资用于发展第三产

业
,

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

吸收的劳动力迅速增加
。

随着人均 水 平的提高
,

对第三次产

业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迅速地不断地大幅度

增长
,

首先是发达国家需求构成发生 了变化
,

由于

世界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加强
,

这种需求会传递到后

进国家
,

例如由于人均 水 平的提高
,

人们的

观光需求不断增长
,

这首先有助于发展旅游业
,

而

同时要求交输运输
、

邮电通讯
、

饮食等行业的迅速

的相适应的发展
,

也要求保健
、

管理水平能够跟得

上
,

战后国际旅游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

发展中国

家的旅游市场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

甚至成为一

些国家创汇的主要手段
,

这就要求第三产业的其他

部门也能配套发展
。

由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

发达国家需

求构成的变化往往导致后进国家需求构成发生相应

的变化
,

变化是朝趋同方向发展
,

也就是说国内对

第三产业的需求也迅速增长
。

这就为第三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力量
。

第三产业的 比较劳动生产率不仅长期大大

高于农业部门
,

并且后进国家的这种差距要大于发

达国家
,

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也高于第二产业
。

劳

动者的收入同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低是成正 比的
,

这

就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

例如南朝

鲜
,

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第一产业

一一 倍
,

在 年代中期以前也高于第二产业
,

工

资率最高的产业部门中第三产业 占了好几个
,

从而

促使第三产业就业不断增加
。

同第二产业相 比
,

第三产业的竞争性程度

要高很多
,

虽然运输通讯金融保险业集 中程 度 较

高
,

但其它部门集中程度都很低
,

投资门槛较低
,

风险较小
,

新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
,

从而有力

地促进了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长
。

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度要大于第二产业
,

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所需资金要比第二产业少得多
,

这是第一
、

二
、

三产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的共同特

征
,

这有助于第三产业就业的迅速增长
。

第三产业对生产技术
、

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

既可以为简单劳动力提供就业

机会
,

也可以为高品质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
,

既可

以用传统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也可以

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取得较高

的利润率
,

第二产业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

其对

生产技术
、

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较高
、

较严格
,

这是

第三产业就业迅速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

在当代国民经济运行中
,

国家干预越来越

重要
,

这同经过了很长自由竞争时期的老牌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是截然不同的
。

由于第三产业的多数产

业部门如交通运输
、

通讯
、

教育
、

卫生等都主要是

依靠政府投资取得发展的
。

因此随着国家干预的发

展
,

第三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

第三产业就业得到

迅速增长
。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
,

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

程
,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在开始时都很低
,

在

工业化水平较低时
,

第二产业就业 比重必然低下
,

而在工业迅速增长的条件下
,

例如南朝鲜
、

台湾
、

巴西
,

在工业高速增长时期
,

第二产业就业得到迅

速增长
,

但随着工业增长速度放慢
,

资本密集程度

提高
,

工业发展重化工业化
,

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逐

渐放慢
,

到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之时
,

第三产业

就业比重则不断上升
,

达到很高的水平
。

基于上述原因
,

我们可以断言 在所有的后进

国家
,

第三产业的就业都将得到比第二产业更突出

的增长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仅始终要大于第二产



业
,

并且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将很快成为主导

就业部门
。

三
、

简要评价

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变化特征的出现有其必然

性
,

其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

供给状况和资金供给状况相适应的
。

发展中国家存

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
,

且劳动力素质低
,

资金积累

严重不足
,

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度高
,

资金投入所产生

的就业效应要大大高于第二产业
,

对劳动力素质的

要求又有伸缩性
,

因此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不仅

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
,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

供应不足的弱点
,

通过劳动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
。

在当代
,

工业乃至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第

三产业的发展
,

第三产业若得到超前发展
,

必然大

大促进工农业高速发展
,

而劳动力迅速向第三产业

转移
,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

教育
、

交通
、

通讯
、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

金融
、

商业等的迅速

发展为第一
、

二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

并直接

推动第一
、

二产业的发展
,

因为其发展提高了劳动

力的素质
,

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
,

扩大了市场
,

促进了技术创新
,

吸引外资流入
,

增加了外汇收入
,

因而从各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
。

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是同各产业部门的相

对劳动生产率状况相适应的
。

由于第三产业的相对

劳动生产率大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

因此劳动

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积累更

快地增长 市场不断扩大
,

不仅直接促进了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
,

而且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

在现代经济中
,

对第三产业产品和劳务需

求得到了突出的增长
,

而要使产业构成适应需求的

这种变化
,

就要求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相应地向第三

产业流动
,

劳动力突出地向第三产业流动正是适应

了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
。

但是
,

在就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
,

往往造成第

三产业的过度就业
,

有些国家出现同其经济发展状

况不相适应的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

既不利

于第一产业的发展
,

也不利于第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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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加里
·

贝克
岁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

·

贝克获得了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

这是该大学第 次

荣膺该项大奖
。

加里
·

贝克出生于普斯特维尔的布里斯金山脉附近的一个小镇
。

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巳

晓有名气
,

然后便转到芝加哥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
,

并于 年获得博士学位
,

现在他任职于普
林斯顿大学

,

同时还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兼职石

贝克的获奖是由于他把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广泛的人类作为和相互作用的研究有独特
贡献而获奖

。

过去
,

人类行为一直是其它诸如社会学
、

人 口统计学和犯罪这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

象
。

而如今作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贝克确立了人
、

家庭和各种机构或组织怎样把经济学原理

运用于大量 日常决策的理论
,

并力图采取
“

经济型
”

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犯罪
、

种族歧视和离 婚 等

社会问题
。

也就是说
,

贝克教授把理性的
、

乐观的行为原则应用于研究者们过去一直把行为视为
习惯的

,

通常是彻底非理性的领域
。

例如
,

在贝克看来
,

家庭犹如一家小工厂
,

其决策成本是用
‘

时间和金钱来计算的
。

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既花时间
,

又花金钱
。

但他发现
,

随着家庭收

入的增加
,

投入孩子的资金会越来越多
,

但生的孩子却更少
。

他认为
,

工业化国家人口 出生率下降
的原因便在于此

。

又如
,

在贝克看来
,

如工资上涨
,

家庭中的成年人若继续呆在家里就不经济了
。

因此
,

他们便会做出决定把某些任务交给其它部门
,

如把孩子交给看护中心照看等
,

人们用这样的

方式以金钱换取时间
。

在发达国家已婚妇女不愿呆在家中而要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就是这个原因
。

贝克教授涉猎极广
,

但他主要致力于家庭
、

种族与性歧视
、

犯罪和教育学方面的研究
。

他的

重要著作有 年发表的《歧视经济学 》
,

年发表的《人力资本 和 年发表 的 《 家 庭

论 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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