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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

一定经济

发展水平条件下合理的劳动力产业结构
,

是

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市要条件
。

术文

所述劳动力产业结 构
,

是指一国 一 定 时 期

内
,

第一
、

第二
、

第三次产业 中�为劳动力在

芳动力总量 中所占的比例
。

作为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我国
,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 化 过 程

中
,

劳动力在各次产业中的分布将发生较大

的转移和调整
,

预测和规划我国未来劳动力

产业结构的变动
,

无疑是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

至关重要的问题
。

本文的任务
,

在于通过国

际比较探讨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动 的 一 般 趋

势
,

为预测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动提供

参考依据
。

一
、

劳动力产业结构

变动的基本趋势

在现代社会中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动的

甚本趋势是
�

随着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

的不断提高
,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

劳动力

依产业次序顺序转移
,

劳动力在第一次产业

中的比重从逐步下降到趋于稳定
,

劳动力在

第二次产业中的比重呈现从上升到稳定再到

下降
,

劳动力在第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

一功
。

以美国为例
,

据《美国统计提要》资料
,

本世纪以来
,

美国劳动力发生了 两 次 大 转

移
。

第一
,

农业劳动力随着农业劳动的生产

率的提高
,

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
,

使农业劳

动力比重不断下降
,

本世纪初为�� �
,

�� 年

代为 �� 吓
,

�� 年代为 � 弥
,

�� 年代初为 � �

强
。

第二
,

二次大战后
,

随着工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
,

美国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
。

再以 日木为例
,

根据� � � �年 日本 《劳动

统计调查月报 》资料
,

从明治维新初期到 ��

川啥己的 � �年代中期
,

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矿

业和服务业转移
�

� � � �一” 了�年的 �关年间
,

农业劳动力山 � �
�

� �降为 �� �
,

工业劳动力

��� �
�

� �上于�
·

为 � �
�

� �
,

服 务 ��仁劳 动 力 由

�
�

� �上升为 � �
�

� �
。

根据 日本政府公布的 � � � �年以来每五年

的 《国情调查 》
,

二次大 �浅后的 � � � �一� �� �

年的 � �年中
,
日木就业人员产业结构的变化

是
�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 � � �降至 � � �
,

实际人数减少�� �
�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爪

山 � � �上升到�� �
,

实际人数增加了�
。

�倍
,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 ��  增至�� �
,

实

际人数增加 了 �
�

�倍
。

第一产业就业人 员 在

� � �世纪中减少近 � � � �万人
,

从农村至���成市
,

从第一产业向第二
、

第三产业进行了大规模

转移
。

如果进一步分析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的变动可以看到
,

到 � � � �年为止
,

二者

就业人员都有迅 速 增 长
。

而� �  �一 �盯 �年

间
,

前者处于停滞状态
,

后者增加则比较显

著
。

� � � �一 � � � �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长比

重和实际人数均超过第三产业
,

但此后第三

产业的增长超过了第二产业
。

� �  。一 � �� �年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停留在��  
,

第三产

业比重则由��  上升到 ��  
。

从第一产业 中

被排挤出的劳动力
,

先是被第二产业�贬收
,

然后又转向第三产业
。

二
、

劳动力产业结构的类型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 年代初的统计资

料
,

按照三次产业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大小
,

可以把世界各国不同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分为



几种类型
。

�
�

处于
“后工业化社会

” 的 发 达 国

家
,

劳动力产业结构呈现
“
三

、

二
、

一” 的

类型
。

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产业结 构
,

以 美

国
、

西欧
、

口本等 发 达 资 木主义国家 为代

表
,

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最大
,

一般超过

�。�
,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最小
。

见表一
。

表一
�
� ��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劳动力产业结构 � � �

行业 �另一方面是由千非经济因素
,

使商业
、

金融等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部门相对较小
。

�
�

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
,

劳

动产业结构呈现
“一

、

共
、

二” 的类型
,

即

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最大
,

第三产业次之
,

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最小
。

见表三
。

表三
�
��� �年发展中国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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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 �  !年世界发展布告》�下同 �

�
�

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较发达

国家
,

劳动力产业结构呈现
“二

、

三
、

一”

�或 “一
、

三
、

二” �的类型
。

即第二产业劳动

力比重最大
,

共次是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劳

动力比重最小
。

苏联
、

东欧等国大体上反映

了这种劳动力产业结构
。

见表二
。

表之
�

� �  �年苏联
、

东欧等国的

劳动力产业结构 � � �

这三种 类型的劳动力产业结构
,

大体上

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

势
�

即由劳动力在第一次产业中比重最大的

类型
,

经过劳动力在第二次产业中比重最大

的第二种类型
,

转 向劳动力在第三次产业中

比重最大的第一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的劳动

力产业结构基本上代表了劳动力产业结构变

化发展的方向
。

工 业 � 服 务 业

� �

� �

三
、

劳动力产业结构

同经济 发展水平

劳动力产业结构同一国一定时期内的经

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

劳动力产业结构

的变动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 必 然 结

果
,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经济发展水

平可以用一国一定时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表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剔除 人 口 因素

后
,

反映一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基本指标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产业结构的

关系表现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愈 少 的 国

家
,

劳动力在第一次产业中所占比例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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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说明的是
,

苏东等国第三产业劳动力

比重相对较小
,

一方面是山于社会制度原 因
,

役有贩毒
、

毒赌
、

妓院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在第二
、

尤其第三次产业中的比例愈低
�
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愈多的国家
,

劳动力在第一

次产业中所占比例愈低
,

在第二
,

尤其第三

次产业 中的比例愈高
。

这一关系不仅在一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
,

即随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的增长
,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比重依

次提高
,

而且也表现在一定时期不同类型的

国家上
。

见表四
。

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
,

三次产业的技术

水平都很高
,

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已消失
,

所

以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

重已经一致
,

差别已经消失
。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印度
,

第一
、

二产

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
,

第一

产业的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 �
,

却占

用了劳动力的 ��  
,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很

高
,

仅占用了�� �的劳动力
,

却生产了�� �

的产值
,

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

动力比重差别则很大
。

�
、�卜瓜�哈���

表四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

产业结构的比较

人均国 民生 �劳动力产业结构 �� � � �年 ��

农农 业业 工 业业 服务业业

低低收入国家家 �� ��� ����  ���  !!!

中中等 收 入入 �� �   � ��� � ��� � ���

国国 家家家家家家
上上中等收入入 �� ����  ��� ����  ���

国国 家家家家家家

市市 场 经 济济 � �� � ��� ��� ���� � ���

二二仁 业 国国国
�������

中中 国国 � � ���
��� ����
一一一一一一
「「「「「「

�����������

不仅如此
,

只有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一定水平 �或达到一定的数量 � 的 条 件

下
,

劳动力在产业间才会发生较大规模的转

移
,

即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
,

或从第二

产业转向第三产业
,

最终引起劳动力产业结

构发生较大的改变
。

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动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关系还表现在
,

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

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存在着差别
,

经济发展

水平愈高
,

这种差别愈小
� 反之

,

经济发展

水平愈低
,

这种差别就越大
。

这里仅以美国

与印度的劳动力结构和产值结构为代表进行

比较
,

见表五
。

表五
�

美国与印度的产值结构和劳

动力结构比较 � � �� �年 �

业 � 服 务 业

四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

劳动力顺序由第一向第二
、

三次产业转

移
,

劳动力比重按三次产业顺序依次提 高
,

是任何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
。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和劳动力产业结

构变动这种规律产生的客观基础
,

是社会劳

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

马克思曾把社会经济

活动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
。

这里所述的第一
、

第二次产业属于物质生产

领域
,

第三次产业大体上相当于非物质生产

领域
。

第一
、

第二产业生产各种物质资料
,

第三产业进行物质产品的交换和消费
,

提供

各种劳务
。

无论是物质生产或是非物质生产

活动
,

都需要投入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

斗
,

但是
,

只有 当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

率达到一定水平时
,

人类才有可能将一部分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领域
,

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 的 不 断 提

高
,

非物质生产部分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是

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力比重增加 的 根 本 原

因
。

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在物

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之间分配的作用时

指出
� “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

以前是

� � � 人口直接参加物 质 生 产
,

现 在 只 要

� � � 人 日参加就行了
。

以前是 � � � 人「�为

� � � 人 口提供生活资料
� 现在是 � � � 人口

为 � � � 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

以前
‘

纯收人
’

动终劳占力
占国内
生产总
值 书

动粥占劳力

� �

� �

� �

� �

� �

��

工

黔
书�轮一

、农 业

占生值
生多占国内

产总值
占劳动力
形

美 国

印 度
‘

� �



� 和劳动者的收入不同 � 是 � � � �
现 在 是 断发展的基础 上

,

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
� � �

。
�

现在国民
—

撇开 〔阶级 〕对 立 不 求
,

也是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和劳动力产

谈
—

应该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
,

不再是 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
。

这一原因突出地表

以前的 � � �
,

而且 � � �
。

如果平均分配
,

现在劳动力从第一
、

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

所有的人都会有更多的 �即 � � � 的 � 非 生 转移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上
。

由于

产劳动时间和余暇
” 。

� 可以这样说
,

在 其 生产社会化
、

专业化协作程度的不断提高
,

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

物质生产领域社会劳 由于国际间商品
、

技术
、

资金
、

劳务等经济

动生产率的高低
,

决定着物质生产领域和非 联系和政治
、

文化来往的 日益加强
,

由于居

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力分配的比例
。

劳动生产 民 收 人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

导 致居民消

率愈高
,

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力的比重愈低
,

费 水 平 和 消 费 结 构 的 变 化
,

要求为社

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力比重愈高
�
反之

,

则 会 生 产 和 生 活 服 务 的 交 通 运输
、

邮电

相反
。

通 讯
、

商 业
,

金融
、

保险
、

科学技术
、

文

在物质生产领域中
,

第一次产业即农业 化教育
、

旅游等部门的发展
,

从而也要求劳

的劳动生产率的 高低
,

对劳动力产业间的转 动力从第一
、

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

而

移和分配起着决定作用
。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且一般地说
,

第三产业的许多部门资本 � 资

提高
,

不仅是工业
、

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其它 金 � 有机构成较低
,

相同投资条件下可以容

一切部门独立化和发展的基础
,

也是劳动力 纳较多的劳动力
,

这也使第三产业劳动力比

从农业转向其它产业部门及劳动力产业结构 重比较高
,

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和产业结构的

变化的基础
。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 �� 年代为 变化
,

又推动了第一
、

二产业技术水平和劳

�� � , �� 年代初下降到 � � ,

而每个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求由

动者生产的农产品所供养的人口
,

则由�� � � 社会生产发展决定
,

社会需求的发展又反过

年的 �� � �人
,

上升到 ��� �年的�� 多人
。

�� � � 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

三者相互作用的结

年我国农业劳动者高达 � 亿多人
,

每个农业

劳动者只能供养 与人
。

而工业的技术水平和

劳动生产率
,

不仅决定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技

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

从而决定 了农业劳动

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及其比重的下降
,

而且也

决定 了工业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及其比重

的下降
。

美国钢铁工业 ��  !年就 业 人 数 为

� �万
,

到� � �  年下降为� �万
,

下降 ��
� �� ,

但�� � �年的钢产量则是 ��了�年的 � 倍
,

达到

�� � � �万吨
。

我国�� ��年钢铁产量 为 �� �� 万

吨
,

比美国少� �� �万吨
,

但我国全民所有制

冶金工业就业职工则是洲�万 人
,

比美 国 多

�� �多万人
。

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

社会生产力不

果
,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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