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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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戴宗 力 吴卫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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