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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经济全球化影响劳动就业的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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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全球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就业。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含义是国

际分工 , 因此在比较优势作用下不断扩展的国际贸易 、 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由此推动的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成为经济全球化影响劳动就业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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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nfluencing on the employment in an unprecedented way.The

globalization implies directly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refore und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 capital multinational , and the worl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become the main way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influence on the labo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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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 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指全球经济关系

日益密切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与知识经济 , 尤其是信息技术相适应的。它以

科技进步与现代信息网络为基础 , 通过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 , 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重新组合和配置 。可见 ,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含义就是国际劳动分工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 , 国际分

工不断深化 , 由最初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水平分工 , 进而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当今

国际分工内容呈现多层性 , 分工实现方式也具备了多样性特征 。国际分工的这些特征通过国际贸

易 、 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活动的自由化扩张得以体现 , 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 国际资本的自

由流动及生产体系的跨国运作 , 代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 都会使就业岗位在全球进行重新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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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国际贸易与就业

关于贸易与就业关系的论述早已有之 , 无论是早期还是近期学界的论述大都倾向于国际贸易

有利于促进就业 , 应该说 , 这也是国际经贸活动规模扩张的理论支撑之一 。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与就业增长的发动机 , 在二战以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2004年 4月发表的国际贸易数据 , 在美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速高于预期的推动下 , 世

界贸易已经走出了前两年的困境而复苏 。2003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达到 7.274万亿美元 , 同比

增长了16%, 若扣除价格上升和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 , 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了 4.5%;2003

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为 1.763万亿美元 , 同比增长了 12%①。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是进口和出

口 ,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一国的出口和国内的投资一样 , 有增加国民收入和增加就业的

作用;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的储蓄一样 , 有减少收入和就业的作用 。实际上 , 如果进口产品本来

就是本国所不生产的 , 那就几乎谈不上国内就业存量的减少。而假如进口产品结构中 , 国内急需

的高技术资本品占有较大的比重 , 它就能够带动国内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 , 从质量方面改善就

业。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考察 , 国际贸易又能带来更多的比较利益从而刺激有效需求的增加 ,

带动就业的增长 。商品 、 劳务出口时 , 从国外得到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的收入增加 , 消

费也增加 。这必然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 , 收入增加 , 就业增多。如此反复下去 , 收入的增

加将会是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 , 就业也会同步增长。当贸易出超或收支为顺差时 , 对外贸易才能

增加一国的就业量和提高一国的国民收入量 , 此时 , 国民收入增加量将大于贸易顺差的增加量 ,

并为后者的若干倍 , 这就是 “外贸乘数理论” 。国际上曾经有许多国家因为推行适当的外贸战略

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的改善 。如巴西 , 自 60年代末起就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 , 扩大

出口贸易 。到 80年代 , 制成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 55.9%, 这不仅标志着巴西已经建立起本国

的工业基础 , 同时也反映了出口贸易在增加就业数量和改善就业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 1]
。在我

国 , 出口对就业增长影响较大 ,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情况下 , 出口每增加 1个百分点 , 就业

将增加1.48个百分点 。目前 , 我国从事出口业务并与此直接有关的职工达 7000多万人 , 仅全国

加工贸易就业人数就在 3000万人以上 , 有效地缓解了国内就业和再就业压力 , 对保持社会稳定

至关重要 。

二 、 资本的趋利性带动就业机会的转移

资本是为利润而生的 , 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 , 就像自然界

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 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 ,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

用;有 20%的利润 , 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 ,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 , 它就敢

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 ,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 2]
。资本的逐利

行为决定了任何一国的游资的流向 。资本的逐利行为驱使跨国公司产生 、 发展和壮大 , 今天已成

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据联合国 《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 , 1980年全球已有 15000家跨国公司 ,

35000家分支机构 , 2000年全球达 63000家跨国公司 , 设立分支机构 70万家。跨国公司的生产总

值已超过工业世界总产值的 30%。从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看 , 即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总资

产 、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 、国外雇员/雇员总数三个比率的平均数目前已达 37%, 其中最大的

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已达 54%。事实表明 , 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战略 , 实质上就是经济

全球化战略 , 跨国公司充当了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要角色 。跨国公司 , 依靠自己的产业 、产

品优势和效益优势 , 通过在国外设立子公司 , 以获得适应自己需求的资源为目标 , 开展全球性经

营 , 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比如 , 通用电器公司投资和销售遍布世界各地 , 全球员工达到 30万人 ,

2001年销售收入1259亿美元 , 其中 40%来自于美国以外。目前在中国建立了 30家企业 , 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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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立全球研究中心 , 总投资近 15亿美元 , 拥有近 8000名员工 , 其下属的医疗系统集团 、塑

料集团 、 动力系统集团和飞机发动机集团销售收入都将很快超过 10亿美元。这种 “本地化” 行

动与全球化经营兼备的方针 , 大大推动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同时 , 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跨

国公司通常还把过剩的生产能力 , 通过投资 、 贸易 、 来料加工等形式转移到那些拥有廉价劳动

力 、 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国家。这对于推动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 ,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 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可见 ,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 、 经营活动不仅对投资母国也对东道

国的就业产生影响 , 从而带来世界范围就业机会的变动。跨国公司可通过直接雇用人员实现直接

就业效应 , 另可通过原材料采购 、 分包商和外部供应商的零部件加工等经济联系实现间接就业效

应。耐克制鞋公司的核心直接雇员有 9000人 , 但耐克的分包安排 , 雇用了 75000人 , 其间接就

业远大于直接就业
[ 3]
。跨国公司复合一体化经营战略的推行不仅促进了世界就业量的增加 , 更

为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就业质的变化和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改善 , 包括有较好的工资待遇 、

工作条件 、及时充分的学习进修安排 、 社会保险福利等 , 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内表现更明

显。 　　　

三 、 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引发劳动力资源的全球配置

结构调整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题。信息技术带动的科技创新改变着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产业

结构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关联度 、 感应度 、 催化度极强的产业 , 其快速崛起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

展 , 既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 , 又带动了微电子 、 半导体 、 激光 、超导等关联产业的发展 , 不仅加

速了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 、新材料与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 而且促进了光学

电子 、航空电子等 “边缘” 产业的诞生。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可使其脱胎换骨 , 加速

“新” 、 “旧” 产业融合 , 促使其界线趋于模糊 。这正是信息产业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 ,

并且为各发展中国家高速度培植的真正原因:信息产业加速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脉络是不停地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据分

析 , 在今后10年内 , 美国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目前的 30%上升到 50%, 西欧新兴产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由今天的 10%增加到 15%。这意味着用较少的自然资源和较多的

信息资源能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 。原有的主导产业 , 如钢铁 、石化 、汽车等 , 将逐步被信

息与通信 、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 , 以及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新兴的主导产业所替代。届时 , 发达国

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国家将主要从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大多转移到

发展中国家 , 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可见 ,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 由信息化革命又称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结构性的调整不可避

免 , 发达国家如此 , 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 ,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

才可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转移到发展中

国家 , 部分工作机会随之流失 , 但高新技术发展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会大大增

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指出 , 信息化革命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一些工作机会被

剥夺 , 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 , 如美国 , 有 700 ～ 800万工作机会失去 , 但创造了 900万

新的工作机会①。日本媒体在前段时间频频提及 “产业空洞化” 。产业空洞化 , 又称空心化 , 主

要是指一国工业部门大量向国外转移并在国外完成全部生产过程 , 同时国内工业部门减少 , 形成

“外实中虚” 的局面 。日本一家权威杂志刊出特集 , 标题为 “恐怖的空洞化”。声称由于日本企业

大举移师海外 , 减少了国内投资和就业机会 , 从而加剧了经济不景气。此说纯粹是一叶障目 , 它

忽视了日本本身的结构问题 , 忘记了日本在高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竞争力落后于欧

美 、 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下转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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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并发症患者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等定级 。第一个阶段是 1985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 1986

年到 1990年;第三阶段是 1991年到现在。对三个阶段造成的手术并发症患者 , 可根据年龄 、症

状严重程度 、治愈的可能性大小 , 定出 1 、 2 、 3级 , 并分别确定各个级别的生活补助和医疗补助

标准 。(2)要参照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 在地级市建立计生手术并发症鉴定专家小组 , 对所有

计生手术并发症对象进行 “筛选式” 分类定级。(3)要规范鉴定程序 。凡要求鉴定者必须在规定

的时间内向所在的单位或村 (居)委会提出申请 , 经县级计生部门初审同意后 , 填写统一的申请

文本 。申请鉴定文本分两种:一种是过去有鉴定手续证明的 , 要求复核定级对象;另一种是过去

没有手续证明的 , 申请初审定级对象。对每一个鉴定对象的审查资料和鉴定情况资料都要进行存

档。

3.建立基金制度 , 实行专科治疗。 (1)在县级计生指导站设立计生手术并发症专科门诊 。

(2)参照职工医疗保险的操作方法结算医疗费 。每年初将计生手术并发症者的定额医疗费纳入个

人账户 (一人一张医疗卡), 仅限制在本县计生指导站计生手术并发症专科门诊就诊。专科门诊

要对治疗对象建立医疗保健档案 , 做到病历 、 医学检查结果 、 药品处方和经费结算发票一并存

档 , 以备核查。凡计生手术并发症专用账户出现超支的 , 一律由个人垫付之后均可申请酌情报

销;县计生指导站将根据其治疗过程及费用情况写出报告 , 报同级计生委审批报销;报销的额度

为:1级报70%;2级报 60%;3级报 50%。计生手术并发症专用账户 (卡)的余额属计生手术

并发症治疗基金所有 , 凡因户口迁出本县 (市)或死亡的 , 账户余额收回县 (市)计生手术并发

症治疗基金。 [责任编辑　王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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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地区转移的多是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 这对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日

本有益无害。许多日本企业却因此获得新生 。

结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全球资本流动以及在科技进步推动下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对

世界劳动就业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 实际上 , 这三个方面是互相配合 , 彼此推波助澜 , 共同来

影响劳动就业。因此 , 在各国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大趋势中 , 揭示劳动者们各不相同的机遇和风

险 , 探讨有利于全体劳动者的发展战略和劳动力政策 , 以建立起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更安全

的就业保障 、更符合安全和健康标准的工作条件和更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 , 使全体劳动者都获得

市场化 、 全球化的更大收益。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共同话题。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各国加强对

话与交流 , 寻求世界之舟在航行过程中舵稳共济的良策 , 而不是一味指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 , 要加强对世界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 , 及时发布信息 , 建立

必要的预警系统 , 指导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流动 , 解决国际上的劳动争端 , 从

而强化其协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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