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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力度不断加大，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崛起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

求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调整对低素质劳动力产生排挤，这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特

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对国内学者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产业转型升

级对就业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

理，发现目前关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因的研究缺乏从产业转型升级视角进行分析，

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亟待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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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intensified，on the one hand，the
rise of new industries cause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highly qualified labor force，on
the other hand，the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low-quality labor
exclusion，which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our labor market，especially for the college graduate
employment． In this paper，We reviewed the domestic research studie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on aspects of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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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n employ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college graduates． W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has been analyzed from a lack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erspecti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produced urg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ollege graduates; undergraduate; employment

从全球视野来看，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世界第四次产业大转移的轴心，面临着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从国内经济形势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下

行压力将持续存在，经济增长已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进入 “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今后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

的核心，而这又必将给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带来新的、更复杂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转型升级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人才自身的供给是否能够合理对接。高校

毕业生作为目前最主要的高素质人才群体之一，其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产业转型升级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多年来，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受到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对此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 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在产业转型升级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仍然较为缺

乏。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的梳理和分析，力求揭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从而推动后续研究的开展。

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青年失业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目前国际就业形势中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

一。就我国来说，自 1999 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扩张期，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由

1999 年的 90 万人增至 2014 年的 727 万人①。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文献有 23 万余篇，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及其成因研

究的文献有上万篇。笔者选取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分别从供给、需求、供需匹配以及大学生创业

四个角度对现有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进行梳理。

1． 基于供给视角的研究

从供给视角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研究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供给数量因素、高等教育培养因素以

及大学生个人因素三个维度。

( 1) 高校扩招政策的是与非。对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分析是从供给角度讨论高校毕业生失

业问题成因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对这一问题的是非判断，不同学者的研究存在一定分歧，焦点则集中

在扩招政策是不是高校毕业生失业的主要成因。赖德胜、姚裕群、吴要武等都认为我国高校扩招政策

必然会直接导致大学生数量的骤增，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他们都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都经历过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相伴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1 ～ 3］。相反，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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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谭永生等学者却认为我国高校扩招政策与大学毕业生失业并无直接关系，他们虽然也承认现阶

段已经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但认为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未

来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来看，并不等于说我国出现了大学生过剩的问题，相反未来需要培养更多的大

学生［4 ～ 5］。
( 2) 高等教育培养偏差直接导致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在从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和专业匹配角

度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方面，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由于其并

没有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而发展，因此，造成了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社会

需求不一致的严重现象。莫荣、刘颖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但同其他

发展中国家一样，结构矛盾是主要矛盾。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已经市场化，但大学的专业设置调整滞

后、过度重复建设并缺少特色，致使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出现了错位。从源头上讲，这已成为

制约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6 ～ 7］。
( 3) 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不合理。从大学生个人因素角度来看，麦可思发布的 《2012 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我国 2011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泛长江三角洲 区 域

( 26. 1% ) 、泛渤海湾区域 ( 23. 1% )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 ( 21. 1% ) ; 2011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

就业地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区域，所占比例依次是 23. 1%、25. 3% 和 20. 8%［8］。从以上可以看出，

大学生目前的就业期望仍然很高，东部和发达沿海地区的工作环境、工资福利、职业声望等工作特征

标准比较符合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因此，其就业选择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区域性结构矛盾。
2． 基于需求视角的研究

从需求角度来看，关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就业需求总量不

足; 二是就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 1) 高校毕业生总量供大于求，企业相对需求量不足。从需求总量上看，部分学者认为大学毕

业生工作岗位的增长缓慢，与高校学生的增加形成反差，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高校毕业生供

给的增量与存量的规模远超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可吸纳能力，就业环境变紧成为必然［9］。从中小企

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据统计，2010 年

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达 4160 万家，提供了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10］。尽管我国中小企业总量不

少，但相对比重仍然较低，目前我国每千人中中小企业仅有 8. 9 家，城镇人口每千人中也不过只有

19 家中小企业［11］。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和发展规模的不足直接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总量。
( 2) 当前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需求结构上看，高校毕业生就业

是全社会就业问题的一个方面，考察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将其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分析。首

先，我国产业结构目前正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主要是以低

端岗位和技术高端岗位需求为主，而大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正好与这样的岗位需求错位［12］。其次，

我国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相协调，结构偏离度比较大。耿献辉等通过分

析发现我国第三产业在 2007 年总共吸纳了 83. 13% 的高校毕业生，而同期第三产业的总产出只占国

民经济总产出的 23. 49%，对国民经济总产出贡献高达 55. 19% 的制造业却只吸纳了 9. 78% 的高校毕

业就业人员［13］。在实证研究方面，杨河清等的调查显示并不是所有企业每年都对高校毕业生有需求，

每年都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比率仅为 44%，并且对高校毕业生有需求的企业所招聘的人数大

部分都在 10 人以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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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市场供求匹配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视角主要关注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匹配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其将直接

影响劳动力供需的对接。笔者主要从劳动力市场信息、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就业匹配质量三个角度进

行梳理。
( 1) 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低效和分割性劳动力市场问题。赖德胜、杨伟国、刘铸等学者从高校

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包括就业信息

不对称，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单一、闭塞，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同时，高校毕业生在主要劳动力市

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差距过大，加之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较差，直接导致了高校

毕业生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就业萎缩，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出现相对过剩［15 ～ 17］。
( 2) 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不完善。莫荣、曾湘泉、严秋菊等学者从就业指导及其服务体系

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他们指出，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指导无论从机构设置、师

资力量水平、工作场地与经费，还是从职能发展、职业化和专业化队伍建设，乃至于职业指导理论的

研究等任何一个方面来看，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我国毕业生就业信息系统和就业服务体系，

仍然主要由学校、人才市场通过举办招聘会等比较原始和低效的方式将毕业生与市场需求方对接。此

类方式的信息渠道比较窄，成交率比较低，直接影响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量和质量［18 ～ 20］。
( 3) 高校毕业生就业匹配差。在就业匹配质量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过度教育视角和匹配质量实

证研究视角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进行了探讨。张晓蓓、亓朋的研究得出，中国劳动力中教育过度

的比例占 39%［21］。刘扬研究发现，我国近三成大学毕业生的专业与工作不匹配; 专业与工作匹配除

受专业本身的影响外，还受到性别、学校特征和实习经历等因素的影响［22］。代懋等通过建立教育、

专业、能力匹配的理论模型，对中国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匹配质量调查，结果发现 1 /3 的大学毕业生

存在专业不匹配问题，专业本身、学校就业指导课、学校招聘信息渠道均可显著地提高专业匹配程

度; 同时，46%的大学毕业生存在 “高能低配”问题，性别、学历、社会实践、找工作渠道均会对

能力匹配产生显著影响［23］。
4． 关于高校毕业生创业的研究

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凸显，“毕业即创业”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种重要选择方

向。目前学术界研究大学生创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从定性角度对高校毕业生创业的一般理论研究。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是全球金

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包括组织协调机制的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差异性的

政策扶持体系和有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培训机制［24］。创业型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的 “一人

一岗”的就业模式，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就业模式［25］。大学生在年龄精力、专业知识、接

受新事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业优势，应该成为国家以创业促就业政策的当然先行者［26］。在高校

毕业生创业模式研究方面，马君根据制约大学生创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维度，把创业模式划

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积累演化型、连锁复制型、技术驱动型和概念创新型; 并且认为大学生创业保

持着一种动态的演化路径，因此，在创业教育方面应该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创业模式由生存创业向机

会创业或概念创新的方向转变［27］。
( 2) 从定量角度对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实证调查研究。黄敬宝、王静、侯慧君等多位学者从定量

的角度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仍较

低。由于缺乏创业意识，或者缺乏创业能力，或者觉得缺乏创业环境，很多大学生只是把创业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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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能不去创业就不去创业。同时，很多高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生创业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单纯重视就业教育、就业指导，教育内容大多局限于阶段性的创业计划竞赛; 而对学生自我

创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以及对投资项目论证、资金筹措、产品技术、质量管理、市场开发、

人际关系、商业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少［28 ～ 30］。

二、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总体而言，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认识在理论层面上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在宏观层面

上，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家整体产业体系不断演化的过程，其本质是通过持续培育、更新和替代产业结

构中起支撑作用的主导产业来实现的。在微观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是相关产业环节从低技术水平、

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主要是以提高产业附加值水平为突破口，

通过全面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和供给结构来改善和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实现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并最

终完成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动态过程。而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指产业结构本身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发展梯度不一，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承接东部原有产业的作用。

随着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变动及产业自身素质的提高，劳动力就业结构也随之变化，经历从劳动密集型

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目前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影响的讨论已经得到了

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
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联研究

我国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联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较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不同的数

量方法和计量模型可以对相关研究加以区分，这里通过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我国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
( 1) 有关结构偏离度的研究。王军礼、张志奇、何景熙等学者应用结构偏离度的数据分析方法，

对我国产业与就业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 我国第一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一直

为负，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严重过剩，劳动力转移存在困难;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系数大于 1，表明第二

产业的就业不足，还有吸纳就业的能力，但不能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 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一直

为正，且呈下降趋势，表明第三产业就业潜力还有待挖掘，并且其发展是未来吸纳就业的主要

动力［31 ～ 33］。
( 2) 有关就业弹性的研究。赵扬、赖德胜等学者通过测算我国每年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的就

业弹性数值，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发现: 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最小，不仅不能吸收劳动力而且

还排斥劳动力; 第二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的就业弹性值比较高，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

强，但 1990 年以后，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开始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动相

应的就业增长; 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值一直在增高，并且在吸纳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34 ～ 35］。
( 3) 有关灰色关联度的研究。胡秀花、邓利平分别对河北省和安徽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进

行了灰色关联分析，两省表现出相似的基本规律，即: 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就业总量的关联

度比较中，第二产业最大，第三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而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产值比重与

劳动力就业总量的关联度要大于建筑业; 在第三产业内部，以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交通运

输、仓储、邮电通讯业”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最为密切，成为第三产业中对劳动力最具吸收力的行

业，而房地产业与金融保险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较弱［3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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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关斯托克夫指数的研究。张抗私、盈帅用斯托克夫指数测度了 1979 ～ 2009 年产业结构变

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计算了整体及三次产业的斯托克夫指数。结果表明: 1979 ～ 2009 年间，我国

整体斯托克夫指数介于 0. 01 ～ 4. 69。第一产业斯托克夫指数介于 0. 02 ～ 6. 00，变动最大，说明我国

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动性强，当经济景气时，第二、三产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

第二、三产业，反之劳动力回流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斯托克夫指数介于 0. 001 ～ 0. 99，离散程度最

小。第三产业斯托克夫指数介于 0. 04 ～ 1. 40 之间波动，离散程度介于第一、二产业之间［38］。
2． 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的正向效应

刘瀑、葛雨飞等学者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产生的积极作用，认为就业结构

与产业升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劳动力的质量、数量与结构对于产业结构转换与能级提升具有重要

作用，而产业升级过程表现为劳动力人均资本量 ( K /L) 不断增加的过程。产业升级从两个途径提高

了有效需求，一是投资乘数效应，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带动的消费倾向的提高。产业结构资本技术密集

化的结果，是使有效需求得以扩大，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决定了就业量的多少。产业升级最终有利于

扩大就业，这一结论也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们认为，虽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还存

在一定的偏离，影响了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第三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其吸纳就业的潜力没有彻底

发挥出来; 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服务业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潜力，将会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的协调发展，最终使就业在总量和质量上得到提高［39 ～ 40］。

此外，国内不少学者还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转型升级对我国就业的正效应。他们通过数据分

析，运用相关计量方法，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角度，验证了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段敏芳等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低就业效应应当归结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和产业内部结

构水平不高，从而可以推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

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41］。李萍、谌新民通过对东莞企业的调查发现，产业逐步升级使得整个行业趋

向稳定，对就业的波动影响较小，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提高，企业和劳动者都愿意积极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从而又促进了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促进了产业升级［42］。
3． 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的负向效应

一般而言，产业的转型升级依赖于新技术的引进和采用，亦即产业的技术升级，但其对就业的影

响一直备受争议。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的技术升级对就业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

龚玉泉、袁志刚从理论的角度认为产业技术升级对就业的冲击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从短期影

响来看，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使得各产业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先进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对劳动

力的替代作用明显，使得企业减少对员工的需求。而从长期的影响来看，由于先进技术的使用，使得

生产出来的产品量增加，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升级，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产品的销售价格也越来

越低，使得社会对该产品的消费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生产的扩大化，在企业大量赚取利润的

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43］。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部分学者利用数量模型验证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的影响。李娟等通过

建立计量模型发现，我国产业在由低技术产业升级为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劳动者面临的就业风险和

收入波动也会增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没有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相较于以低廉的不熟练劳动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低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的熟练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可

替代性［44］。刘渝琳等通过 GMM 证实了在技能偏态的作用下，劳动力在资本广化和深化过程中其就业

受到的影响。其研究指出，在不考虑人口红利变化的情况下，当资本深化系数为负时，我国转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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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获益较大; 一旦资本深化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早期的劳动密集型

经济模式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溢出效应明显，但随着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农村转移劳动力

比城镇人口将面临更严峻的就业问题［45］。

三、对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的研究

目前，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高校就业需求错位、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同步性，引发了高素质

人才资源浪费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不良后果［46］。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相辅相成的，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够及时吸纳高校毕业生这类高素质人才来推进产业转型; 同时从长

期来看，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如何对接高

校人才优势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理清产业调整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国内

近年来关于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学者只是从结构性失业、专业

匹配度等角度间接地对此类问题进行论述。
1． 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 1)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挑战。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是大学生

就业难的成因之一。就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核心问题，也是研究中的薄弱

环节和现实中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会长期影响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47］。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过程将直接影响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由于各个产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一

致，大学生在择业上对各产业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当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和大学生的择业取向出现不

协调时，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必然会增加［48］。

首先，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我国持续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第二产业在我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第一产业

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49］。同时，在行业发展方面，高新

技术等新兴行业逐渐成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导趋势。但就目前而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三产业因其高就业弹性理应成为我国吸纳

就业的主要渠道，然而从产业结构偏离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逐渐向零趋近，说明

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空间已经相对较小，如果没有新的服务需求出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

力将难以提高［50］。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远远滞后于毕业人数的增长，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51］。从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将有利于高校

毕业生就业，但其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性———即吸纳主要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将直接增

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变化。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

不断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部分企业逐步完成自身的新老更替成为现代新型企业。为适应

社会经济冲击，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些企业需要高技术、高素质、高能力、高层次人才的加盟来

提高它们的核心竞争力，这导致用人单位在人才选拔上更加挑剔、更加苛刻［52］。而高校毕业生虽然

作为高素质人才的主力，但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原因，其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还达不到一

些企业对某类人才的需求。因此，在高校毕业生供给和企业人才需求的对接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匹配的

现象，直接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

最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从高校毕业生自身的专业教育角度来看，目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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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 毕业生就业的专业不对口，用人单

位需要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毕业生知识滞后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部分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于

该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而另一些新兴发展的行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又供不应求，同时也反映出高校人才培

养与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不相适应［53］。按照产业就业互动理论，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带动劳动力

结构和技术结构出现一系列变化，引起劳动力就业产生新组合。这些新的经济社会变革又必将促使为其提

供智力、人才与科技支撑的高等教育结构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的新要求［54］。李彬通过对各产业及其就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结构转换必然要通过科学、科技、产

品、知识和管理创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毕业生专业技能只有满足企业创新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需要才能

释放出就业需求［55］。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是直接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联系在

一起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反映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合理与否，进而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也主

要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而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及其相关专业设置相对不足。尤其是

在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加速的背景下，这必将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与专业人才供给的契合

度不高，进而产生大量毕业生失业［56］。
( 2)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机遇。虽然产业转型升级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产业转型升级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经济发展过程。

并且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能够使整个劳动力市场趋于合理调整，因此，对于高校毕业生

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对其就业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国内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加以分析的。工业产业的深化以及发展先进

产业将为作为劳动力中高层次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王义、王海宾等分别从理论和实证

的角度明确指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会带来特别是以知识资本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崛起，如邮电通

信业、金融业等。这些产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它们的快速发展无疑给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平

台。同时第三产业虽然目前对就业的影响力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高，但其对高素质人才的吸纳能力非

常强，特别是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迅速发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而从实证角度来

看，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第三产业给高校毕业生未来就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尤其是新兴的第三产业将

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57 ～ 58］。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来看，产业转型升级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双

赢互补的，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有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作为保障，而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占就业总量

的比例仍然偏低，高素质劳动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随着产业升级的进行，对高层次人才的需

求将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将为大学生拓展新的就业空间［59］。
2． 高校毕业生就业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产业转型与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过程中所忽略的重要问题。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需要人才基础保障，而高校毕业

生作为人力资源中最具开发潜力的劳动力群体之一，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 1) 高校毕业生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条件。高校毕业生从大学毕业，是作为高素质人

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其人力资本价值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高校毕业生的人力

资本及其结构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基础［60］。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中国

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时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包括新兴产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现代

农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中西部地区开发及承接产业转移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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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等。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对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求至关重要［61］。
( 2)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调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从另一个角度反

映出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规模庞大，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其产业增加值较低，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工资水平有限，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不强。同时，

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吸纳大学生就业至关重要，但发展相对滞后［62］。因此，笔者认

为在我国产业转型过程中，要突出产业发展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功能，发展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

淘汰落后产业，深化附加值高的工业产业，充分发挥大学生人才的生产能力，使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

毕业生就业协调衔接。

四、结论与讨论

1． 对国内现有研究的评价

( 1)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观点不一。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

对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般就业问题的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重视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对

就业的影响，且比较重视运用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争

议，从总量上来看普遍认为在长期有利于就业，但在短期和结构上是如何具体影响就业的不同学者有

不同观点。
( 2) 以经济学范式分析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的研究较少。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

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文献中，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

研究都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基本观点是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业问题。

而结构性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有密切的联系，但有关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相互

关系的直接研究不多; 且大部分研究都将视角放在教育结构和教育管理范畴中，主要观点都是提倡进

行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高等教育改革。此外，从文献数量和角度来看，教育领域和产业经济领域

文献较多，以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文献较少。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对各

变量因素的数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直接关注到大学生就业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从高校毕业生角度来研究产业转型升级更是空白，但这对于研究我国产业转型升

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互关系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1) 缺乏具体行业和产业转移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未来需特别关注其对高校毕业生的影响。从

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影响的一般理论上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影响方

面，缺乏对具体产业行业和产业转移影响就业的研究。对于前者，未来的研究应不仅仅从宏观上对产

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还需要对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分析行业变动甚至新岗位的出

现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这将产生更多的实际应用价值。而对于后者，由于产业转移是国内目前

不可忽视的一大产业发展趋势，也必将对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

生重大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对东、中、西部产业转移给高校毕业生流动和就业产生的影响问题

给予解答。
( 2) 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的具体影响研究不足，需从理论机制和实证量化两个角度全面

把握此问题。从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的现有研究来看，其具体影响效应和程度尚缺乏

权威的结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发展乃至岗位兴废对大学生需求的具体变动情况仍缺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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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解释。而从高校毕业生就业角度来看，如何通过调整高等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来更好地满足大学

生就业市场需求，从而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要求，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更为薄弱。如何协调产业转型

升级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系，中间变量和影响因素都有哪些，互相影响的机制机理是什么，这些问

题都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解答。在影响程度方面，目前仍然缺乏准确的量化研究，特别是基于大数据

的市场匹配程度的研究，造成无法全面准确把握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效

应的具体大小。
( 3) 研究方法单一，应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采用多类数据来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研

究方法上来看，现有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仍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仍比较薄弱。首先，数据来源大部分

以国家统计数据为主，无论是变量数还是样本数都不够丰富，难以对产业转型升级下的高校毕业生就

业问题做出深入研究。而少量的运用实证调查获取的数据，其样本的代表性和覆盖率有限，从全国范

围来说较难做出全面和准确的判断，造成相关政策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不大。其次，在定量分析技

术上，现有研究往往运用某种单一的数据分析方法或计量方法，缺少从整体上综合运用多种计量分析

方法对产业转型升级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考虑从多角度 ( 包括市场需求

方、供给方、高校等) 运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和不同计量模型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数

据来源上应采取大数据的方法，用更具代表性的大样本来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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