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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就业增长之谜:

对鲍穆尔 ) 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

王  俊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本文运用 1991~ 2005 年我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数据检验了鲍穆尔 ) 富克斯假说。结果表

明, 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服务业各行业就业的增长。而且与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差距越大的服务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强, 用中国的数据再次验证了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是导

致就业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 文章就促进我国服务业就业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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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ddle of Employment Increase in Service Industry:

Retest on Baumol-fuchs Hypothesis

WANG Jun

( Economic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tests Baumo-l Fuchs Hypothesis using the data of all walks of Chinaps service industry

from 1991 ~ 2005. And it shows that the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n that of

service industry could promote the employment in all walks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bigger the gap of labor

productivity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ertain service division, the higher the ability that division

attracts labor force. It is proved again that the lag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employment increase. Based on the dissertation, brief policy advice on promoting Chinaps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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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服务业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 并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最大

的部门。在许多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已

高达 2P3左右, 尽管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偏

低, 但也已经接近四成, 并且呈快速上升的态

势。服务业为何对就业有如此大的吸纳能力,

对此问题最著名的研究来自鲍穆尔 ) 富克斯假
说 ( Baumo-l Fuchs Hypothesis)。鲍穆尔以美国

60年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考察了服

务业的特性以及服务业具有对劳动力较强吸纳

能力的内在机制。他提出了一个两部门非均衡

增长的宏观模型, 将经济部门区分为 /进步部

门0 和 /停滞部门0, 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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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而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变

化, 并认为制造业属于进步部门, 而服务业属

于停滞部门。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

升后, 那么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

会越来越慢, 经济将出现停滞。服务产品由于

无法标准化, 不能实现规模经济, 在社会平均

工资上涨后, 服务业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会提

高, 造成 /成本病0 问题。由于服务业提供的
产品属于缺乏价格弹性的产品, 那么在社会整

体收入水平上升后, 就会对服务品的需求增

加, 结果会导致劳动力不断地由进步部门流向

停滞部门, 使整个经济增长趋缓。鲍穆尔认为

服务业的 /成本病0 问题不仅会给政府带来严

重的财政困难而且对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带来消

极的影响
[ 1]
。因此, 鲍穆尔对服务业就业增长

抱有的是悲观的态度。富克斯在 5服务经济

学6 中提出影响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三个主要因

素: 最终需求增长、中间需求的相对增长以及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在基于美国 1929~

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 否定了

前两个因素, 将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归结为服

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 得到了与鲍穆尔相同的

结论。由于两者结论相同, 在学术界称之为

/鲍穆尔 ) 富克斯假说0[ 2]
。

在鲍穆尔 ) 富克斯假说之后, 学术界的许

多学者进行了后续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其一, 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实证检验鲍穆

尔 ) 富克斯假说的真实性。其二, 对鲍穆尔理

论模型进行改进。在实证检验方面, 桑姆斯、

萨豪斯和莱温斯 ( Summers、Saxonhouse and

Leveson) 分别用日本和美国的数据进行检验,

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支持鲍穆尔、富克斯

的观点
[ 3]
。伊温利斯塔和塞温娜 ( Evangelista

and Savona) 用意大利的数据从公司层面和部

门层面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发现服务业就业增

长除了受技术进步影响外, 还取决于公司的规

模
[ 4]
。国内学者程大中运用 1978~ 2000年我

国服务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

下结论: 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迅速, 最主

要的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 而服

务需求的外在冲击对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影

响较弱且不显著, 从而验证了鲍穆尔 ) 富克斯

假说
[ 5]
。在理论模型方面, 研究的方向主要是

对鲍穆尔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及扩展。里

曼 ( Inman) 认为尽管服务部门生产率低, 但

鲍穆尔事先假设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 0是

不切实际的, 作者用服务业与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之差来表示服务业技术进步的滞后情况
[6]
。

普纳 ( Pugno) 在鲍穆尔模型的基础上将服务

消费引进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 从而

在综合考虑服务消费偏好、人力资本积累、部

门之间相互作用来系统解释服务业就业增长之

谜
[7]
。程大中、汪蕊在对普纳模型改进的基础

上, 对中国服务业增长进行了数值模拟, 指出

了尽管服务相对价格不断上升, 服务需求长期

内并没有下降, 在服务业就业不断增加的事实

下, 总体经济并不会出现鲍穆尔所指出的下降

或停滞
[ 8]
。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就业状况较为

严峻, 而服务业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重

要途径, 从理论上阐明中国服务业就业增长是

否由劳动生产率滞后引起的, 对于中国的产业

结构升级、就业政策调整、经济转型都具有重

要意义。由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迥

异, 各行业就业增长机制也并不完全相同。而

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服务业作为整体来对待

的, 势必会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

充分地考虑到服务业内部的差异性, 以我国服

务业的内部行业数据为基础, 检验我国服务业

就业增长是否由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造成的。

二、实证方案设计及检验结果

11方法与数据
富克斯建立的计量模型将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收入增长以及外在需求的冲击作为解释变

量。而程大中建立的是关于外在冲击、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以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等三因

素的回归模型。但是程大中的模型中仅仅强调

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忽视了

收入变动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豪兰德斯、维

尔 (Hollanders and Weel) 建立的关于六个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就业结构变动的计量模

型, 考虑到了收入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并将各

产业的增加值、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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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9]
。因此, 本文在借

鉴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的回归模型:

EMPT it = A+ B1 TEP sit

+ B2Ln( K it ) + B3W sit + Dit ( 1)

在 ( 1) 式中 EMPT it代表服务业中第 i行业在 t

年的就业份额, 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

EMPT1it表示第 i 个服务行业的就业量在全国

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 EMPT2 it表示第 i 个服

务行业的就业量在服务业就业总人口中的比

重。TEP sit衡量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的差异程度, 用制造业在 t年的劳动生产率

与服务业中第 i 行业在 t 年的劳动生产率的比

值来表示, 该指标反映了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

的技术进步程度以及服务业技术进步的滞后程

度; K it表示第 i 服务行业在 t 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W sit表示制造业人均工资与服务业人均工

资之比, 该指标反映了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

工资变动程度, 用以说明收入变动对服务业就

业的影响。在 2002年以前我国服务业共包括

11个部门, 从2002年开始我国执行了新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服务业共包含 14个部门。

由于新标准实行时间较短, 本文将新标准的部

门数据折算成旧标准, 按照 11个部门的数据进

行检验。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 5中国

统计年鉴6、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 模型的时

间范围在 1991~ 2005年。

21检验结果
( 1) 服务业总体回归

  下面我们将实证检验服务业就业增长在多
大程度上是由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引起的, 换

言之, 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对服务

业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表 1列出了对方程

( 1) 的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 1) 和模型 ( 2)

分别表示以 EMPT1it和EMPT2 it为被解释变量

的回归模型。在 1991 年 TEP 对服务业就业

( EMPT 1、EMPT2) 产生的是负面影响, 即制

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了服务

业就业份额的下降, 但是参数检验是不显著

的。用 2005年数据得出的检验结果却是相反

的, TEP 对 服 务 业 就 业 份 额 ( EMPT1、

EMPT2) 的变动起到的却是正面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EMPT1 提高了 01065% , 而 EMPT 2 提高了

0158%, 并且参数检验在 1% 水平上是显著

的。根据这个回归结果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制造

业相对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就业的作用程度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对服务业就业最初的

作用结果是不明确的, 而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

平和服务业投资规模的提高, 制造业相对技术

进步就成了促进服务业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从表 1, 我们尚不能明确判断制造业相对

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就业增长在整个样本考察期

内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由于样本期和部门数都不大, 因此本

文将构建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但是样本期

和部门数非常接近, 考虑到实证的可行性, 本

文将样本期进行分割, 并对各时期单独进行回

归分析 ¹。

表 1 服务业 11 个部门的回归结果

1991年 2005年

模型 ( 1) 模型 (2) 模型 ( 1) 模型 ( 2)

常数 - 0113*** ( - 4118) - 0196*** ( - 4118) - 0105* ( - 1174) - 01457* ( - 1174)
TEP - 0100058 ( - 0178) 010063 ( - 1131) 0100065*** ( 4138) 010058*** (4138)

Log ( K) 010093*** ( 3109) 01069*** (3114) - 0100014 ( - 0104) - 010013 ( - 0104)

W 01109*** ( 3191) 01813*** (3192) 01086*** ( 3105) 01771*** ( 3105)

调整后 R2 0172 01695 0173 0173

DW值 11499 1151 1168 1168

F值 9164 8159 10115 10115

注: 括号里的数值为 t 统计量, ***、**、* 分别表示达到了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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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由于分别使用EMPT1和 EMPT2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参数的方向上基本一致, 因此在表 1之后的各表我们将
只列出EMPT1的估计结果。



  ( 2) 分时间段的回归分析

我们将 1991~ 2005 年划分为三个区间,

即1991~ 1997年, 1998~ 2001年、2002~ 2005

年等 3个时间区间, 并以 11个服务业行业为

截面数据成员, 建立面板数据。以 1997 年和

2002年作为时段划分的分界线的理由是, 1997

年东南亚出现了金融危机我国服务业受到较大

的影响, 2002年国家执行新的行业分类标准,

服务业内部由 11个部门调整为 14个部门。

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截面因素和时间

序列因素, 那么在参数估计时就可能同时存在

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以及组内数据由于内部不

同年份之间产生的差异。如果估计采取固定影

响模型, 所有组别数据的差异都已经通过固定

影响消除掉, 并用一系列常数来表示。而在随

机影响模型中包含了组别差异的影响, 并假定

这种差异服从正态分布, 并用一个随机变量来

表示, 倘若组别差异不服从正态分布, 那么参

数估计就可能受到组别差异的影响, 从而影响

了模型估计的效果。因此, 为了使得参数估计

更有效, 我们分别采取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

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列于表 2。从总体

上看, 三个时段的回归结果都显示出制造业技

术进步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参数

估计在三个时间段内都能达到 1% 的显著水

平, 而且作用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在 1991~

1997年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中, 制造业相

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 1%, 服务业就

业份额提高了 0111% ~ 0113%, 而在 1998~

2001年、2002~ 2005年的两个时段中技术进

步造成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幅度较小, 分别

为 0103% ~ 01036%、01046% ~ 01047%。因
此, 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制造业技术进步在一定

程度上是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原因, 而且在不同

的时间期限内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服务

业的投资规模 Ln ( K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工

资比 ( W) 在1991~ 1997年面板数据的随机影

响模型中表现出了正面效应, 并能够达到 5%

显著水平, 而在固定影响模型中这两个参数估

计都不显著。同时在 1998 ~ 2001年、2002~

2005年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中, Ln ( K )、

W对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动的影响在固定影响

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中均不显著。因此, 服务

业各行业就业增长与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制造业相对工资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

由于服务业内部的 11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业份额等方面的差异较大, 利用随机影响模型

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来的参数值可能会受到

不同部门异质性的影响, 而本文更加关注的是相

对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就业的影响, 所

以为了进一步确定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 我们将

选择性质相近的行业继续进行分析。

表2  服务业 11 个部门的分时间段回归结果

1991~ 1997年 1998~ 2001年 2002~ 2005年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常数项
)
)

- 01012
( - 1124)

)
)

01012*

( 1152)
)
)

010095
( 1123)

TEP
010013***

( 5113)
010011***

(4156)
010003***

( 6145)
0100036***

( 6102)
0100046***

( 7144)
0100047***

( 8151)

Log ( K)
0100017
( 0166)

01002**

(2145)
0100034
( 0154)

0100047
( 0163)

010005
( 0194)

010006
( 1103)

W
0100023
( 0110)

01015**

(2136)
- 0100023
( - 0105)

010028
( 0152)

01002
( 0160)

010037
( 0193)

调整后 R2 0199 0198 0199 0199 0199 0199

D ) W值 1126 1101 2114 2111 2127 2127

F 3641196 ) 178711 ) 502413 )

注: 括号里的数值为 t 统计量, ***、**、* 分别表示达到了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 3) 子样本的回归分析

我们从 11个行业中挑选出性质接近的行

业继续分析。目前对服务业有着多种分类方

法, 可以根据服务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

点, 分为新兴服务业、补充性服务业和传统服

务业。根据服务业的功能, 将其分为流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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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生产者服务、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还可

以按照服务业要素密集程度不同分为知识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 10]
。由

于各类服务业内部也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 并

考虑到实证研究的可行性, 本文并不严格地按

照上述某一分类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而是在上

述11个部门中剔除掉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值差

异较大的行业, 剔除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金融保

险业和房地产业以及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其他服

务业。因此本文将其余的 8个行业作为性质接

近的部门并仍然使用方程 ( 1) 进行回归分析。

所有的分析方法和参数解释都与前述一致, 结

果列于表 3。该结果与表 2相比, 我们发现制

造业相对服务业技术进步对服务部门就业的影

响在子样本回归中更加显著, 在 1991~ 1997

年的时段, TEP 每提高 1% , 服务业就业份额

( EMPT1) 增长 0163% ~ 0159% , 是全样本回

归结果的 5倍。在 1998~ 2001年的时段, TEP

每提高 1% , 服务业就业份额 ( EMPT1) 增长

0133%, 是全样本回归结果的 10 倍, 而在

2002~ 2005年时段尽管 TEP 对 EMPT1也存在

正面较大的影响, TEP 每提高 1% , 服务业就

业份额 ( EMPT1) 增长 0115% ~ 0116% , 但是

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和工

资比率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在 1991~ 1997年

时段的两个模型中都是显著的, 而在其他两个

时段没有得到证明。因此,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

究, 我们能够得出制造业相对技术进步是服务

业就业增长的原因的结论, 而服务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以及服务业制造业之间的工资比率

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程度还不明确。

表 3 子样本分时间段回归结果
1991~ 1997年 1998~ 2001年 2002~ 2005年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固定影响 随机影响

常数项
)
)

- 010019*

( - 1182)
)
)

01016
( 1166)

)
)

- 010037
( - 0127)

TEP
010063***

( 4186)
010059***

(3179)
010033**

( 2134)
010033**

( 2114)
010015
( 1133)

010016
( 1139)

Log ( K)
010015**

( 2116)
010021**

(2148)
- 0100086
( - 1101)

- 010006
( - 0168)

010014
( 1132)

010018*

( 1171)

W
01011*

( 1174)
01017**

(2131)
- 010027
( - 0149)

010026
( 01041)

010055
( 0181)

010084
( 1122)

调整 R 0199 0198 0199 0199 0199 0199

DW 1162 2105 2127 2127 2125 2134

F 152815 ) 850216 ) 1878312 )

注: t 检验值* * * 、* * 、* 分别表示达到了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三、结论

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 制造业相对于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服务业就业增长。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越低, 服务业部门与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 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

力就越强。本文实证结果同样支持了鲍穆尔 )
富克斯的理论假说, 该结论对于我国现阶段促

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目前, 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中有将近一半

集中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这

类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技能、知识要求较低, 几

乎没有就业门槛限制,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

化进程加快,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 引导他们在这些传统服务部门就业是切实

可行的。尽管我国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

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它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却相当有限。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服

务业在我国全社会就业的比重分别在 313%、
112%, 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比重为 619% 和
918%, 我国在这类服务业中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但是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 在短期内很

难依靠这类部门吸纳劳动力。本文研究结论所

蕴含的启示是, 服务业是今后增加就业的主要

产业, 而中国在依靠服务业增加就业的路径选

择上要充分考虑到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的不同

特点, 选择不同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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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个人账户形式, 则上述过渡账户权益并入个人账户, 如果基础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 待遇与

缴费挂钩, 则可把过渡账户转化为享受基础养老金的权益。

第三, 平衡了企业利益, 有利于稳定农民工就业。虽然, 农民工自主流动是农民工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当前, 农民工流动频率过高, 特别是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

作不到一年就流动的概率特别高。流动频率过高, 增大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不利于企业增大人力

资本投入, 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上述模式引入过渡账户后, 过渡账户权益随缴费年限和司龄的

提高而提高, 有利于鼓励农民工稳定就业。

第四, 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如果农民工参保 15年, 就能按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领取基本养老金, 一般来讲, 这些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已成功实现城镇化, 与城镇职工享

有同等待遇充分保证了他们的权益。即使对于缴费不足 15年的农民工, 也获得了单位缴费的激

励, 并随着缴费年限的延长而单位缴费划入的比例越高, 转移个人账户时, 个人账户里的金额远

高于自己所缴纳的部分, 从而能充分调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最后, 该制度政府仅承担有限责

任。农民工个人账户和过渡账户都以自身平衡为原则, 除了享受税前列支外, 政府一般不需要额

外投入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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