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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就业弹性和投入产出方法对于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估算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就业增长的贡献非常明显，但内部各行业对于就业贡献的特性存在着较大

差异。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成为解决上海市就业问题的有效策略，而实施差异化的就业

激励政策则有助于其就业吸纳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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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valuate the producer services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in Shanghai using
employment elasticity method and input-outpu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growth
con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very obvious，but the internal professions hav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Developing producer service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ed employment
policy will contribute to greater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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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应对上海市就业挑战

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上海市的就业形势出现了向下的拐点，企业招工逐

月减少，登记失业人数上升。为此，上海市政府于 2009 年初及时出台了鼓励扶持创业带动就业三年

行动计划和稳定岗位、职业培训、就业援助三项特别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就业的作用，但

是这些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直至 2010 年第 2 季度，上海市劳动力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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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人倍率只有 0. 82，尽管比 2009 年最差时期 0. 80 的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尚未受到金融危机爆

发影响的 2008 年第 1、2 季度 0. 94 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见表 1)。

表 1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上海市各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时期
2008

第一季度

2008
第二季度

2008
第三季度

2008
第四季度

2009
第一季度

2009
第二季度

2009
第三季度

2009
第四季度

2010
第一季度

2010
第二季度

求人倍率 0. 94 0. 94 0. 93 0. 87 0. 88 0. 88 0. 80 0. 81 0. 86 0. 82

第二产业劳动

力需求 (% )
14. 00 14. 20 15. 30 15. 30 15. 30 15. 30 15. 30 11. 70 12. 40 13. 50

第三产业劳动

力需求 (% )
85. 90 85. 70 84. 60 84. 60 84. 60 84. 60 84. 60 88. 20 87. 60 86. 40

注: 求人倍率 = 岗位空缺数 /求职人数 =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就业网相关数据整理。http: / /www. chinajob. gov. cn /DataAnalysis /node_ 1522. htm

表 2 2000 ～ 2009 年上海市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年份
GDP 增长率

(% )
就业增长率

(% )
总就业

弹性

第一产业

就业弹性

第二产业

就业弹性

第三产业

就业弹性

城镇登记

失业率 (% )

2000 11. 0 2. 0 0. 18 － 1. 10 － 0. 28 0. 65 3. 5
2001 10. 5 － 9. 2 － 0. 87 － 0. 77 － 1. 30 － 0. 48 4. 3
2002 11. 3 5. 3 0. 47 － 1. 12 0. 29 0. 82 4. 8
2003 12. 3 2. 7 0. 22 － 5. 43 － 0. 07 1. 01 4. 9
2004 14. 2 2. 9 0. 21 1. 74 － 0. 02 0. 53 4. 4
2005 11. 4 3. 3 0. 29 0. 93 0. 22 0. 45 4. 5
2006 12. 7 2. 4 0. 19 － 11. 99 0. 11 0. 35 4. 4
2007 15. 2 15. 7 1. 03 － 1. 46 2. 52 0. 48 4. 3
2008 9. 7 2. 8 0. 29 － 11. 52 0. 05 0. 49 4. 2
2009 8. 2 1. 1 0. 13 1. 56 － 0. 08 0. 19 4. 3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 《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就业是居民获得

收入的主要手段和实

现消 费 的 前 提 条 件，

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因素。但是我

们必须认识到，促进

就业要比促进经济增

长更为困难。即使在

金融危机爆发前，上

海市经济一直保持两

位数 增 长 的 情 况 下，

就业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也远低于经济增长率，2000 ～ 2009 年总就业弹性的年平均值只有 0. 21 (见

表 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0. 5 ～ 0. 8 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目前一般发展中国家 0. 3 ～ 0. 4 的平均水

平①。此外，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4% 以上，且由于统计口径原因还不包括每年 500 余万外来

人口中的失业人口。因此，可以判定上海市近年来一直面临较大的就业挑战。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对于从业人员规模每年保持在 1000 万人以上的上海市而言，应对就业挑

战，除了应注重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等供给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提高整

个经济体的劳动力需求。从表 1、表 2 也可以看出，无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还是之后，上海市劳动力

需求最为旺盛的是第三产业，2000 ～ 2009 年间总就业弹性以及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弹性的差异，

也反映出上海市总体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靠第三产业就业增长拉动，第一产业在大多数年份的就业弹性

为负，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也远低于第三产业。
由于上海市的人均 GDP 目前已突破 1 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因此，其就业增长特

点非常符合经济学中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人口由

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逐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就业结构。这一定律也早

已为国内学者所接受，大力发展服务业也被视作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方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自二

战以来，服务业内部出现了分化与升级，并非所有服务业都始终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
从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看，二战之后，在其服务产出结构中，虽然服务业规模不断增加，但是政

府公共服务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地下降，消费者服务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交通运

输、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等面向生产者的生产性服务业
［1］。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专业化分工细化与技术更新周期的缩短，导致交易成本的扩张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扩大，生产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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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间投入服务的需求在急剧增加。而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知识和技术传递、提高产品和服务效率等作用，因而生产性服务业也

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也远超出其他服务业。尤莉亚 (Linda Julef) 的研究表明，英

国在 1971 ～ 1989 年间，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期末比期初分别减少了 40% 和 34. 8% ; 服务业增长

了 30. 4%，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 75. 9%，其他服务业增长了 22. 5%［2］。拜尔斯 (Beyers W. B)

的研究表明，1977 ～ 1996 年间美国和加拿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幅分别是总体就业增幅的 2 倍和

3. 7 倍，对于新增就业的贡献分别为 1 /4 和 1 /3，成为就业吸纳能力最强的部门
［3］。因此，在将解决

上海市就业难题的出路指向发展第三产业时，我们更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明确生产

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究竟有多大、各个子行业间究竟有什么差异。对于尽快消除金融危机对就业

的影响，从根本上化解上海市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二、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

生产性服务业是基于生产和消费框架对服务业作出的功能性分类。一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

(也称为生产者服务业) 是指为满足中间需求、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生活提供中间投入服

务，用于商业运作和进一步生产，面向生产者而不是最终消费者的服务行业
［4］。但是迄今为止，对

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其分类方法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按照服务对象和产品

用途的部门分类法，另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间需求率分类法。由于满足中间需求和提供中间投

入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于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本文按照第二类分

类法，首先利用上海市 2002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中间需求率，然后借鉴国内外

的相关标准，把中间需求率高于 50%的行业归为生产性服务业
［5］。中间需求率 (mi) 指国民经济各

产业对第 i 产业产品的中间需求量与第 i 产业产品的总需求量 (中间需求量 + 最终需求量) 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mi =
Σ

n

j = 1
Xij

Σ
n

j = 1
Xij + Yi

( i = 1，2，…，n) (1)

式中，Σ
n

j = 1
Xij 为国民经济各产业对第 i 产业产品的中间需求量; Yi 为国民经济各产业对第 i 产业的

最终需求量。
表 3 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

行业 中间需求率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0. 8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 75
批发和零售业 0. 75
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0. 72
金融保险业 0. 7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 57

资料来源: 根据 《上海统计年鉴》 (2004) 的“投入

产出基本流量表 (2002)”数据计算。

通过计算，投入产出表中中间需求率大于 50% 的

共有 18 个行业，对照 《上海统计年鉴》 (2010) 对 18
个行业进行合并归类，得到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分

类情况 (见表 3)。需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一般将房

地产业归为生产性服务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已完成

了城市化进程，房地产业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厂房或办

公用地。但我国的房地产业主要还是以满足居民居住

需求为主，且计算而得的中间需求率只有 37%，因此，

本文未将其列为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

三、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估算

在研究行业就业吸纳能力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行业本身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还要考虑由于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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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所带动的相关行业间接创造的就业。因此，本文将就业分为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采用两种方

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1. 直接就业吸纳能力

(1) 分析框架。衡量直接就业吸纳能力时，采用就业弹性的研究方法，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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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E = (ΔL /L) / (ΔY /Y)。就业弹性越大，表

示产值增长对于就业拉动的作用越大，直接就业吸纳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但是，由于就业弹性公

式只能计算某一阶段内 (一般为一年) 的弹性，不能对连续年份整体弹性进行计算，并且也不能剔

除异常数据波动造成的误差。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对就业弹性进行估算，并使之能用于预测，本文采

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建立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之间的非线性模型进行估算
［6］。其模型公式

为: L = AYαeμ (2)

其中，L 为行业的就业人数; A 为常数系数; Y 为 GDP; α 为就业弹性; μ 为随机误差项。
对式 (2) 两边取对数得: lnL = lnA + αlnY + μ (3)

表 4 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就业弹性的估计

行业 估计方程 就业弹性

服务业 lnL = 2. 460 + 0. 437lnY
(9. 291) (13. 892)

0. 437

生产性服务业 lnL = 0. 4299 + 0. 637lnY
(0. 714) (8. 469)

0. 63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nL = － 1. 016 + 0. 814lnY
( － 1. 394) (6. 289)

0. 81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lnL = － 2. 440 + 0. 810lnY
( － 4. 174) (7. 995)

0. 81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lnL = － 1. 478 + 0. 801lnY
( － 2. 098) (5. 972)

0. 80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lnL = 0. 240 + 0. 569lnY
(0. 238) (3. 513)

0. 569

金融业 lnL = － 0. 824 + 0. 544lnY
( － 0. 856) (3. 765)

0. 544

批发和零售业 lnL = 1. 617 + 0. 477lnY
(2. 742) (5. 495)

0. 477

注: 括号中数值为 t 值。

(2 ) 数 据 处 理 及 计 算。
2004 年上海市进行经济普查

后，《上海统计年鉴》对于相

关年份的产值数据有所调整，

从而使 2004 ～ 2009 年的数据

具有一致性，并提供了调整后

2001 年 的 相 关 数 据，但 是 仍

然缺失调整后 2000、2002 及

2003 年 的 数 据。在 此 我 们 通

过 2001 年和 2004 年的调整后

数据计算了 2001 ～ 2004 年间

相关行业的年均递增率，以此

对这 3 个年份的调整后数据进

行了推算。因统计口径发生变

化，《上海统计年鉴》中缺少

2000 ～ 2002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商务服务业的就业数据。由于这两个行业在

2002 年之后呈现就业加速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以 2000 ～ 2002 年服务业整体就业年均增长率和

2003 年这两个行业的就业数据，对前 3 个年份的数据进行了推算。此外，由于缺少上海市各年份不

变价 GDP 数据，无法计算 GDP 平减指数，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特点并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

以 2000 年为基期，用“工业品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对 GDP 数据进行了不变价折算。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对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内部各子行业利用 Eviews 5. 0 软件对式

(3) 进行 OLS 计量模型估计，检验表明，各方程的 α 值均在 0. 05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见表 4)。
2. 间接就业吸纳能力

由于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任何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除了直接消耗关系外，还有间接消耗关

系。因此，某部门产品的生产量一般大于最终产品量，其所需要的全部劳动投入也大于直接体现于该

行业的劳动投入，其超出部分为该行业的间接就业吸纳能力。本文依据产业关联理论，以里昂惕夫创

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法为基础，在计算综合就业吸纳能力基础上计算间接就业吸纳能力。
(1) 分析框架与指标选取。在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 aij = xij /Xj中，xij表示第 j 行业总产

出 Xj 消耗的第 i 行业产品的数额 (价值形式)，但是 xij既包含上海市生产部分也包含进口部分。考虑

到是针对上海市就业角度做投入产出分析，只有上海市生产部分才能增加当地就业，因此，定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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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自产率 S，由于“中间使用 + 最终使用 + 其他 = 上海市总产出 + 进口”，第 i 行业的上海自产

率 Si = 上海市总产出 / (中间使用 + 最终使用 + 其他)。令 S = diag ( s1，s2，…，sn)，利用自产率调

整直接消耗矩阵 A，调整后的直接消耗矩阵为 A1 = S × A，相应的列昂惕夫矩阵为 ( I － A1) － 1，完全消

耗系数矩阵 B1 = ( I － A1) － 1 － I。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以下三个指标分析间接就业吸纳能力。
劳动力投入系数。投入产出表中的第三象限的工资行向量如果以实物表示，则为各个行业就业人

数行向量 Lj = (L1，L2…Ln)，因此定义劳动力投入系数 lj = Lj /Xj。假定劳动力投入系数不变，则有 Ij
= ΔLj /ΔXj，其含义是 j 行业产出增加一个货币单位，本行业需要直接增加的劳动力数量。由于第一产

业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就业人数的增减几乎与产出的增减毫无关系，故我们假设第

一产业的劳动力投入系数为 0。
综合就业系数。该系数表示某行业为进行一个单位的生产，在本产业部门和其他产业部门直接和

间接需要的就业人数。假设增加一个货币单位 j 行业最终使用，导致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部门分别增加

产出 b1j，b2j，…，1 + bjj，…bnj，每个行业产出对应该行业的劳动力增量 lij，各个行业的劳动力增量

之和，即增加一个货币单位 j 行业最终使用导致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劳动力的增加。若以 ej来表示 j

行业的综合就业系数，则: ej = l1b1j + l2b2j + lj(1 + bij) + … + lnbnj = lj + Σ ljbij

表 5 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间接就业吸纳能力估算

行业
劳动投入

系数

综合就业

系数

间接就业

系数

间接就业

比重

金融业 0. 021 0. 047 0. 026 55. 3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 028 0. 057 0. 028 50. 0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0. 069 0. 108 0. 038 35. 5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 077 0. 115 0. 039 33. 64
批发和零售业 0. 153 0. 195 0. 042 21. 4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 109 0. 135 0. 026 19. 26

以矩阵表示为 E = L + LB1 =
L ( I + B1) = L ( I － A1) － 1

间接就业系数。综合就业系

数为直接与间接就业吸纳能力的

综合反映，综合就业系数与劳动

投入 系 数 之 差 即 为 间 接 就 业 系

数，其值越大表明该行业的间接

就业能力越大，反之则相反。

(2) 间接就业吸纳能力估算。按照分析框架和相关指标，首先计算出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自

产率 S 及调整后的直接消耗矩阵 A1。然后，计算出列昂惕夫矩阵和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进而计算出

劳动投入系数、综合就业系数和间接就业系数，并相应计算间接就业比重 (见表 5)。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我们分别用两种方法估算了各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其中就业弹性法主要应用于直接就业吸

纳能力分析并具有动态含义，但其缺陷是无法全面反映由于产业关联而导致的总体就业拉动作用。而

投入产出法则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可以分析综合就业吸纳能力并推算出间接就业吸纳能力，但目前应

用中的不足是由于数据调查量巨大，投入产出表不可能每年编制，因此，使用某一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只适用于产业关联与就业吸纳关系不变假设下的短期分析。在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综合两种方法的

估算结果对于就业吸纳能力进行分析可能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次优选择。结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直接就业吸纳能力来看，上海市服务业整体的就业弹性为 0. 437，而生产性服务业整体

的就业弹性为 0. 637，后者比前者高 0. 2。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各子行业的就业弹性均高于服务业整

体的就业弹性，表明了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直接就业吸纳能力较强，已经表现出与发达国家近年来

服务业就业情况相近的趋势。
其次，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看，各子行业的直接就业吸纳能力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这 3 个子行业的就业弹

性高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这 3 个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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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弹性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如果仅从直接就业吸纳能力角度看，这似乎意味着上海市

在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过程中后 3 个行业对于解决就业难题的贡献较小。
表 6 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贡献

行业
现阶段

就业贡献

未来就业

直接贡献

未来就业

间接贡献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 ★★★
金融业 ★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
批发和零售业 ★★★ ★ ★

注: 表中★的多少表示程度或强度的等级，★越多表示就业贡献程度或政

策激励程度越大。其中，“现阶段就业贡献”主要根据综合就业系数

和近 3 年各行业的就业比重来划分，“未来直接贡献”主要根据就业

弹性来划分，“未来间接贡献”主要根据“间接就业比重”来划分。

但通过综合就业系数与间接就业

比重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就业门

槛较高、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等原因，

金融业的直接就业吸纳能力较弱，其

间接就业吸纳能力却最强。因此，随

着上海市逐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及影响力不断提升，其对于就业的综

合拉动作用不可低估。批发和零售业

虽然直接和间接就业吸纳能力都较弱，

但综合就业系数却最高，这表明了其

未来就业吸纳增长潜力较弱，但在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对于就业的贡献却是难以替代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介于上述两个行业之间，现阶段对于就业的贡献较大，间接就业贡献也较大，而且

随着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的建设，未来也应具有较大的就业增长潜力 (见表 6)。
综上，可以看出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上海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

应对就业挑战的最佳选择。从就业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如果假设产业关联与就业吸纳关系在未来一定

时期内不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还可以粗略地给出生产性服务业各子行业的发展对于就业贡献的现实与

未来图景。这一图景使我们在思考就业问题时，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各子行业发展对于就业增长的直

接与间接贡献、长期与短期贡献之间的关系，并为实施差异化就业激励政策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结合上海市未来发展目标定位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本质特征，综合权衡现阶段与未来各子行业的就

业贡献，本文认为对于现阶段就业贡献较小但未来就业贡献较大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

及金融业这两个行业，政府应在人才培养、引进、流动、激励等具体就业促进政策的设计上予以优先

考虑和重点支持，吸引更多国内外高质量人才投身于该行业的发展，在提高其直接就业吸纳能力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其综合就业吸纳能力。对于上海市现阶段和未来的就业均具有较大贡献的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这两个行业，政府应通过打破垄断、促进先进技术

与管理模式的引进等措施，促进这两个行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增强其生产服务性，将进一步提高

其间接就业吸纳能力作为政策重点。对于在现阶段就业贡献较大，未来直接就业贡献较大，以劳动密

集型为主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这两个行业，政府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多种类型企业并存

的竞争服务格局，促进大型企业集团规模化、连锁化经营来充分发挥其直接就业吸纳能力; 另一方

面，应顺势而为，通过在技能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支持来保障其就业的稳定性

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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