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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 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 

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解和分别测度。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就业总 

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正相关，同期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 ，并且这两种效应 

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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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ime—series data from 1 99 1 to 2007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decompose and estimate job creation effects and job destruction effect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otal employment effect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novation intensity while the job creation effects are beyond job 

destruction effects in the same period．These two effects also show volatility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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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据克鲁格曼 (Krugman)和杨 (Young)的观点， 

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是来自于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来 自于持续的技术创新。 

但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未创造就业增长的奇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就业弹性基本维持在均值为 

0．1的较低水平，2001年以后更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的 

就业矛盾凸显。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如何同时实现技术创新与充分就业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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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政府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技术创新对于就业的作用机制、传导途径、影响力度以及如何实现技 

术创新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兼容等课题，将具有极大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对于技术创新就业总效应的测度，国内已有较多的研究，何平、姚战琪、叶仁荪和朱轶的研究结 

论表明  ̈]，中国的技术进步总体上产生了负面的就业效应。但是，现有文献对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 

效应和破坏效应并未进行分解，对这两种效应的单独测度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已有的研究文献相 

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定性分析两种效应产生的基础上，尝试用 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 

据来定量测度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以及技术创新对于就业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 

一

、 技术创新对就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综述 

技术创新对于就业而言具有双重影响，即技术创新特别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会导致就业的破坏 

效应，但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能产生就业的创造效应。 

1．技术创新对就业的破坏效应 

李嘉图认为，机器会替代劳动，物化的技术进步会毁灭旧的工作。马克思借助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认为，伴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熊彼特则用技术的 “创造性破坏理 

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失业问题，大大推进了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机理研究。阿吉翁 (Aghion)和 

豪伊特 (Howitt)继承了熊彼特的 “创造性破坏理论” ，揭示了其发生作用的直接和间接机制。一方 

面，在岗位空缺率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直接缩短现有工作的存续期限，提高就业的破坏 

率，导致整体失业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价格将以更快速度增长的 

情况下，会减少技术进步的收益，进而抑制企业进入市场和提供更多空缺岗位的积极性。 

2．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创造效应 

古典经济学时代部分经济学家就提出，物化的技术进步在毁灭旧工作的同时也创造新的工作，形 

成 “就业补偿”。皮萨雷德斯 (Pissarides)提出技术进步对就业间接补偿的 “资本化效应”E6j，即非 

物化技术进步改进了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现有工作的收益净现值，从而促进企业的就业创 

造。维瓦雷利 (Vivarelli)和佩蒂特 (Petit)进一步提出了五种就业补偿机制_7 J：①技术进步促进新 

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促进就业机会增加；②对新机器的需求促使资本品生产部门创造出新的就 

业机会；③技术进步导致产品单位成本和价格的下降，促进需求、生产和就业的增加；④实施技术进 

步的企业将获得的超额利润用于再投资，促进生产和就业的增加；⑤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高、工资 

上升，进而刺激消费和就业的增长。埃博斯伯格 (Ebersberger)和皮卡 (Pyka)认为，技术进步是否 

能实现就业的补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价格、工资形成的制度因素是否能灵活调整，如果价格和 

工资的变化符合刚性假定，技术进步通过产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来促进就业的传导机制将会遭到破 

环。宁光杰认为_8 J，技术进步与就业不是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具体结果取决于补偿机制的完善 

程度，就业补偿机制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其中根本的矛盾是技术进步带来 

的收益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割的矛盾影响着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如果技术进步与就业增加并 

行不悖，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改善价格体系、扩大国内需求或者提高国际竞 

争力、增加出口，且需求的扩大要能推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 

3．技术创新对就业的总效应 

将技术进步对就业效应 的双重影 响综合加 以考虑 的当属莫藤森 (Mortensen)和菲曼 多 

(Fermando) ]，莫藤森在外生增长模型中引进了执行成本的概念，执行成本是一种技术转换成本或 

适应成本，主要包括技术进步条件下机器设备更新以及员工再培训所需的费用，当执行成本偏低时， 

莫藤森认为就业效应以皮萨雷德斯的 “资本化效应”为主，随着执行成本的上升，物化技术进步的 

磨损效应逐渐增强，对就业的影响以阿吉翁的 “创造性破坏效应”为主。菲曼多进一步将莫藤森的 

外生增长模型内生化并指出，在内生增长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率，物化技术进步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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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将导致有效资本率下降，技术进步的总效应是趋向于降低失业和促进就业的。 

二、技术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技术创新和就业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通过各种机制并且产生不同方向的作用，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技术创新对就业影响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对于技术创新的种类有不同的 

划分方法，但都可以归结为是对产品的创新或对生产工艺和方法的创新。产品创新通常是指新产品的开 

发或原有产品的质量升级。工艺和方法创新则是指改进现有产品的生产方法或提高产品生产效率的创新 

活动。通过以上的分类，本文将技术创新对于就业的综合影响用图 1的理论框架来表示。产品创新通过 

市场扩大增加利润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同时新产品的创新会创造出对中间产品和互补品的引致需求， 

延长产业链，间接地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同时，新产品的市场扩张压缩了原有产品的生存空间，产生就 

业破坏效应，部分抵消 

了原有的就业创造效应。 

工艺创新直接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往往会压缩 

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 

破坏就业 岗位，但是工 

艺创新也降低了产品的 

成本，如果该产品的需 

求价格弹性比较大，则 

需求量和市场规模会较 

大幅度扩大，能弥补对 

劳动力需求的挤出效应。 

技术创新的总效应就取 

决于就业创造效应和就 

业破坏效应的综合作用。 

技术 

创新 

产品 

创新 

工艺 

创新 

新产品市场 
扩张 

创造出对中间产品 

的引致需求 

原有产品 

市场萎缩 

生产率 

提高 

企业利润与 

规模扩大 

图 1 技术创新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图 

本文在加西亚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l1 。模型的基本假定包 

括：①创新活动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发生的；②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③创新活动主要通过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来实现；④产品的定价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产出y由以下函数给定： 

Y=F(P，Pr，K，Kr) (1) 

P是本企业产品的价格，Pr是竞争性厂商的产品价格， 是本企业的创新投入或知识资本存量， 

是竞争性厂商的创新投入或知识资本存量。由于假定产品价格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因而有： 

P =(1+ )c(W，r，K) (2) 

W表示劳动的价格工资率，r表示资本的价格利率，C表示产品的边际成本函数，0表示在边际成本 

基础上的加成比例。如果用 c 表示产品边际成本对于劳动价格的导数，根据谢泼德引理，C 同时就是劳 

动力需求函数，则企业雇用的劳动数量 L可表示为： 

L：C (W，r， )l， (3) 

通过 ￡对 求导，可得到创新活动对企业雇用的劳动数量的影响： 

dL
=  y十c ( + 蓑) (4) ，札 I + J 4 

在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K／L，得到： 

d K a0f K、，
． 

ay K
． 

OY OP K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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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5)中 是技术创新对于劳动需求的弹性，将等式(3) ：c w，r， )l，代人式(5)右边的 

第一项 l，，得到 l，= ，根据加西亚的解释，可视为企业工艺创新对于劳动需求数量的破坏 

效应；将等式(3)代人式(5)右边的第二项c ，得到c 
O 

=  

，可视为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对 
aA 厶 A  L dA 』 

于就业的总效应；将等式(3)代人式(5)右边的第三项c OY OP K
，

得到c OY OP K = OY OP可K
，可视为 

企业工艺创新对于就业的创造效应。令技术创新对于劳动需求的弹性为 ，企业工艺创新对于劳动需求 

数量的破坏效应为 一 ，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对于就业的总效应为 ，企业工艺创新对于就业的创造效应 

为 ，则有： 

=一 + + (6) 

如果 大于0，则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大于破坏效应，会从总体上增加就业；如果占小于0，则技术创 

新的总体效府会减， 就、 

三、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效应的测度 

1．技术创新就业破坏效应的测度 

假定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技术，即Y=A ，并且满足 + =1的规模经济不变 

和竞争l生市场的假定，对 l，进行微分并且等式两边同时除以l，，整理以后可以得到著名的索洛分解式： 

AY／Y=△A／A+Ol×AK／K+ ×△ ／ (7) 

Ol和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也是资本和劳动在总收人中所占的份额。根据式(7)可推知 

技术进步导致产出增长的数量为Y× ，资本数量的增加导致产出的增长为Y×Ol×AK／K，劳动数量 

的增加导致的产出的增长为 Y X ×△ 。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直接减少对劳动力 

的使用，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则由技术进步导致的产量的增加应该由劳动和资本来贡献，即满足： 

Y×△A ：A (8) 

这样可以计算出需要的劳动数量为： 

S =『Y×AA／(A K )] (9) 

s 这部分劳动是被技术进步直接节省了的，将 Y=AK 代人式(9)可以得到简化结果 ： 

SL1=(△4／A) ×L (10) 

另外技术进步还可能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产生破坏效应，如果两个时期的资本劳动比不发生变 

化，可以计算出后一个时期增加的资本数量，增加的资本数量导致的产量的增加为 Y× x AK／K，如 

果没有资本深化过程，则增加的资本数量导致的增加的产量也应该由劳动和资本来贡献，即满足： 

Y× ×AK／K =A (11) 

可以计算出节约的劳动量： 

SL，=『Y× ×AK／(AK~̈ )] (12) 

将 Y=AK 代人可进一步简化为： 

．s，J2=( ×△A／A) X L (13) 

技术进步导致的总的就业破坏效应为： 

s 1+SL2=[(△ ／A)1／#+(ol×△A／A) ]×L (14) 

2．技术创新就业创造效应的测度 

技术创新会导致产出和利润增长，规模扩张和就业增加。技术创新导致的产出增长为 Y× ， 

如果假定产出增长的一定比例会用于追加投资，并且这个比例等于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总产出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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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推算出由于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投资增加量，再利用当年的资本劳动比K／L，可以进一步推算 

能创造的就业数量 CL： 

CL=Y×△4／4× ×L／K (15) 

技术创新对于就业的总效应为： 

Y×△ ／A× × ／K～『(△A／A) +(Ot×△ ／A) ／t3]x￡ (16) 

3．变量、数据说明和测度结果 

生产函数 Y=AK 中的Ot和卢，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也是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 

的份额， 的计算用劳动报酬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l，，劳动报酬包括普通雇员的工资和自我经营者的劳动 

报酬。本文采用广为接受的约翰逊方法将企业家收入及农民收入的2／3划归劳动报酬，1／3划归资本性 

收入来重新计算劳动总额。估算的1991～2007年的劳动收入占比 如表 1所示。 

式 (10)、(13)、(15)和 (16)中的 ／A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因并无现成的数据，本文借助于要素 

收人份额可变的增长核算法来测度，还是遵循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I，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 

量，且将其折算成1978年的可比价， 直接采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估算的数据 ， 是各年就业 

人数。劳动收入份额用调整后的劳动报酬 

除以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国内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城乡收入等数据 

均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最后测 

算的1991～20Cr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见表2 

瓯示。 

按照公式 (10)、(13)、(15)和 

(16)计算的技术创新的两类就业破坏 

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和总就业效应如 

表 3所示。 

如图2所示，综合考虑技术创新的破 

坏效应和创造效应，技术创新的总就业效 

应是大于0的，但逐年下降，呈现一定的 

波动陛。1992～l994年总就业效应处于高 

位，1995—1998年处于下滑阶段，1999～ 

2OO3年又逐渐上升，经过2O34、3)O5年的 

下降后又有缓慢上升的势头。通过观察散 

点图 (见图3)发现，总就业效应与技术 

创新的强度是正相关的，技术创新强度越 

大，技术创新的总就业效应越大。具体考 

察技术创新的就业破坏效应，纯粹由于技 

术创新 (中f生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产 

生的就业破坏效应S LI要大于资本深化替 

代劳动而产生的就业破坏效应sL2，S L1约 

占总就业破坏数量的 79％，SL々 只占约 

21％。因而，由于资本深化而带来的就业 

破坏效应并没有某些研究中揭示的那么大， 

在我们的测度中，最高值出现在 1993年的 

表 1 1991～2007年的劳动收入占比启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表 3 1991～2007年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测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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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067人，以后的年份几 

乎是呈现逐年下降的，说 

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 

初步建立与完善，正在使 

得技术进步类型逐渐与要 

素禀赋趋向一致。而且， 

这种就业破坏效应与技术 

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相比 

是比较小的，就业破坏的 

岗位占就业创造岗位的最 

高比例出现在 1992年，为 

9．9％，最低的则为20O7年 

的0．4％。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的就业创 

造效应要大于破坏效应， 

其总体就业效应是大于0 

的，且并非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而是呈现一定 

图2 技术创新就业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图 

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本 图3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创新总就业效应的散点图 

身与技术创新的强弱有高度的关联性，从而否定了技术创新不利于就业的观点。本文还发现，在技术 

创新的就业破坏效应中，由于资本深化导致的就业破坏效应并不占主导地位，中性的技术进步直接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而节省的劳动数量是相对较大的，但是与技术创新推动的产出的增长而带来的就业的 

增加相比，又是微乎其微的。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由于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因而加快 

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对于增加就业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性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就业破坏效应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同样会通过增加产出、增加投资而增加就业，因而能有效补偿它的就业 

破坏效应。对于资本深化导致对劳动的替代而产生的就业破坏效应，需要努力避免，所幸的是本文的研 

究显示这一破坏效应不断趋于下降，政府在今后能够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理顺要素市场价 

格，让现有资源禀赋的发挥与技术创新并行不悖，从而走出一条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兼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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