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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以 企业 层面就 业创造

、
损 失和再 配置为 核 心 的 就业 动 态 是分 析 中 国 经济 增长

路 径 和 宏观 就业 变 化 的 一个微观基础 。 本 文使 用 中 国 １ ９９８
—２００８ 年工 业企 业 数据计 量 分

析 了 中 国 制 造 业 就 业 动 态 的 特 征及其 背后 的 逻辑 。 研 究发 现 ：
中 国 制 造 业 就 业再 配置 率 为

２７ ．２％
，
新 成 立 企业 就 业 创 造率 为 ５ ． １％

，
消 亡 企 业 的 就 业损 失 率 为 ２

．
３％

，

就 业创 造 比 就 业

损 失有 更快 的 市场 反应
，

显 示 了 就业 动 态 的 良 性特 征
；
制造业不 同 行 业之 间 的 就 业再 配 置

率为 ２３ ．６％
，

就 业 动 态 ７０％ 以 上属 于 行 业 内 的 就业 再 配置 。 通过双 向 固 定效 应模 型 并 克服

薄 面板 数据 截面 相依性 的 问 题
，
本 文强 调 了 就 业 动 态 的 影 响 机 制 ，

出 口 对 就 业创造 的 贡 献

最 大
，
并且 主 要 影 响 行 业 之 间 的就 业 动 态

；

企 业平均规模 越小 的 行 业
，

就 业 创 造 、 损失及 再

配 置 的 变 动 更 大
；

劳 动 生 产 率 虽 然对 短 期 的 就业 创 造有 负 向 影 响
，

但长 期 看提高 了 产 出
，

增 加 了 新 的就 业 岗 位 需 求 。 就 业 动 态 的特征及 影 响 因 素 显 示 经济增长及 运行 的 变 化对企业

就 业 需 求 的影 响 得到 了 快速体现 ，
劳 动 力 市场 机制 的 政策调 整 必须 考 虑企 业 异质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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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中 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
伴随着对外经济开放规模的显著增长和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

进
，

就业总量增长 的背后存在着 同时发生的就业创造 （Ｊｏｂ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就业损失 （ ＪｏｂＤｅ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与

就业再配置 （ＪｏｂＲｅａｌ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 ）等更为频繁的就业动态 。 只 观察失业率 、
就业增长等总里指标 ，

不仅

难 以深刻反映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 ，
而且很容易得出 片面 的结论 。 比如

，
中 国城镇登记失业

率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今基本维持在 ４％左右
，

ＲａＷｓｋｉ
［

ｌ
１等 国外学者 曾根据就业总量指标 ，

认为 中

国经济增长是
“无就业增长的繁荣

”

。
从需求角度来说

，
劳动 力市场的动态机制是通过企业的就业再

配置及其动态变化来实现的
，

即企业 的就业损失 、
就业岗位的创造 以及行业 内部 、

行业之 间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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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变动 。 就业动态性能够同时从静态与动态 、存量与增量等不同角度全面地反映实际 的就业需求

变化ｐ］

。 就业动态是所有企业就业岗位需求变化的结果 ，
并且能反映就业在行业 内部 、

行业之间的分

布与变动趋势 。 因此 ，
企业需求角度 的就业动态 ，

相 比就业总量 、
就业增长以及失业率等总量指标 ，

更能反映实际就业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 。

不仅如此
，

研究就业动态的原因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 即便不 同 国家的就业再配置率相近 ，

但

就业动态机制是否也是
一样的 呢 ？ 比如 ，

相 比其他发展 中 国家
，

中 国的就业再配置率与美国 、欧洲等

发达 国家相差较小 ［
３

．
４
］

，
但中 国有更为频繁 的就业变动发生

？
。 频繁变动的背后 ，

就业创造到底是 由 于

产出增加产生 了新就业岗位
，

还是结构调整引致就业 岗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重新配置 ？
就业损失到

底是就业岗位 的消 失
，

还是行业 内不 同绩效企业间的再配置 ？ 中 国 正处于快速的结构调整期
，
就业

动态背后的 原因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类文献
：
第
一

类是国际贸易对就业再配置的影响 。 国际贸易扩大了技术

进步对工资和就业再配置的效应气 贸易 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之间 的竞争 ，
减少市场扭曲

，
使得更有

效率 的企业扩大规模
，

从而影响企业的就业再配置气 此外 ，
贸易 自 由化还被发现主要影响一个产业

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第二类是生产效率
、
规模等企业异质性与就业动态性的关系 。

企业异质性解释了技术变化为什么 与行业内部的劳动力配置相关 ，
因为生产效率 的提高是以节约

劳动力投人和减缓资本的边际规模报酬递减为驱动的 ［
８
］

。 而识别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就业

效应
，

需要判别其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 无论技术进步是偏 向劳动节约型还是资本节约型 ，在短期 ，

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会使企业节约劳动力 的投人
，
由此减少就业创造 。 但是

，
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增加

长期总产出
，从而规模扩张引起就业需求增加Ｐ１

。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是劳动驱动型 的
，
将增加劳动密

集型的需求
，
如果是资本驱动型的

，
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将倾向 于技能型的劳动者ｍ 。 此外

，

不同规模

的企业对贸易 和技术进步的反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
Ｕ

１

。 目前
，

上述研究所对应的经验证据主要是针

对发达国家和部分拉美 国家
，
针对中 国的分析非常少 。

国 内涉及企业异质性的研究
，
尚 未讨论其对就业配置的作用

，
而就业分析主要是针对失业率和

劳动参与率等总量指标的讨论
，

不能反映总量背后的就业配置与动态 ［
ＩＷ ５

］

。 目前
，
只有一篇国 内 文献

测算了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 的规模及特征 ［

１６
］

。 本文 的边际贡献主要是回答以下

三个方 面的 问题
：
① 中 国 的就业创造 、就业损失和就业再配置反映了企业就业动态具有哪些特征

，

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的就业动态配置状况如何 ？ ②影响 中 国就业创造 、就业损失和就业再配置等就

业动态结果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 ？ ③就业动态的特征及影 响机制反映 出 中 国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中

劳动力配置变化具有哪些特征？

二
、 就 业 动态 的 分析框架 与 模 型设定

１ ． 就业动态指标及其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 Ｄａｖｉ ｓａｎｄＨａ ｌ ｔｉｗａｎｇｅｒ
＾？

！

！量企业层面就业动态异质性的计算方法 。 对于一个具体的

企业
，
首先计算其就业增长率 这里 ＆是代表 ｉ 企业从 时期到 ｔ 时期

的平均就业数量
；
就业增长率取值范 围为 ［

－２
，

２
］ ，

２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 是新成立 的企业
，

－

２ 则表

① Ｂａｌｄｗｉ ｎｅ
ｔａｌ ．Ｐ 丨和 Ｄａｖ

ｉ
ｓａｎｄＨａｌｔ ｉｗａｎ

ｇ
ｅｒ
Ｗ计 算 的 美 国就 业再 配 置率 为 １ ８

．

９％ 、
瑞典 是 ２３ ．５％

，
德 国 最低

（
１ ６％

）
，
部分拉美发展 中 国家的 就业再 配置率 为 ２６％—３ ０％ ， 就业 净增 长率 为－

１ ．４％—０ ．３％ ，
本文测量 的 中

国就业再配置率是 ２７．２％ ， 就业净增长率是 ２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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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业 ； 在 ｆ 时期 已消失 。

计算行业层面就业创造率
ｔ

ｊ

｜

＆Ｕ ，

Ｘ）
）
和就业损失率

ｔ
ｊ

ｋ Ｉ ，

＆ ＜０
） ，
这里 ＆ 代表在 ｔ 时期 ｓ 行业 的

一

个企业集 ，
ｅ 代表具体 的企业 ，

Ｊｆ
ｓ ，

的计算与 ＆相 同 。 就业

创造和就业损失的测量依据的是企业就业增长率是正还是负 。就业再配置 ＳＵＭ
，
，

反映的是行业层面

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变化的 总和
，
即 Ｓ ｔ／￥

ｓ
，

＝ＰＯＳ
ｓ

，

＋ＭＧ
ｓ，

，
表示 《 时期 ｓ 行业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数

量的总和 。
而就业净变动 Ｍ７

：
，

＝ＰＯＳ
ｓ

，

－

／Ｖ￡Ｇ
ｓ

，

，

反映 ｔ 时期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之差 ，
如果就业创造

大于就业损失
，
就业净变动为正

，

反之则为 负 。

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的就业配置结果是反映就业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 Ｄａｖ ｉ ｓａｎｄＨ ａｌｔｉｗａｎｇｅＰ

Ｓ

对超额就业再配置率分解方法可 以揭示就业动态的这种特征 。 超额就业再配置率ＭＣ￡ＳＳ＝
＾

Ｓ ｔ／Ｍ
；

－

５
＝

１

｜

ｉＶ￡＜
｜

，
其取值范围为

［
０

，
２

］ ，
值越大

，
表示就业损失被替换的水平越高 。

超额就业再配置率可分解

Ｓ

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制造业行业之间 的动态变化 ：

｜

－

｜

／Ｖ￡＜
 ｜

；
另
一

部分是就业在
５
＝

１

Ｓ

制造业每
一

个行业内 部的动态
：

於
，
这里 ｓｔ／Ｍ 和 服ｒ是 《 时期制造业ｓ 个

５
＝

１

细分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和就业净变动 。

２
． 就业动态的经验模型设定

从宏观视角 看
，
行业整体的就业变动可能 比较稳定 ，

但行业 内 有些企业就业增加
，

有些企业就

业损失
，

不同企业的就业岗位动态调整也可能频繁发生 。 因此
，
以就业创造 、

就业损失 、就业再配置

反映的就业动态
，

可以解释为什么 就业整体水平呈现平稳或较小变化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在不断调

整
，
动态视角 需要分析这种动态机制背后的经济运行特征与企业的异质性特征 。

影响就业动态的理论模 型基本采用劳动力市场结构
一般均衡模型阳 ①

，

即
（
１

）式和 （
２

）
式

，
分别

代表
＿
／ 行业在 ｔ 时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方程模型 。 其 中

，

ｉ
；

．

，

代表 Ｊ

？

行业在 《 时期的就业 ，％ 代

表 ｙ
行业劳动力 需求的 决定 因素 向量

；
７
）（

代表随时 间和行业都变化的变量
；

丨 代 表 行业在 ｔ 时期

的平均工资 ；６，

和 ＆是残差项 ，
代表不可观测的 劳动力需求因素和劳动力供给因素 。 （２ ）式中 ，巧 ，

代

表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素向量 ：

Ａｌｎ￡
； ，
嗓

ＡＺ）

；
，

＋爲


Ａ７

； 

＋
｜

Ｓ
３ 

Ａｉｎ％

＋６（ １ ）

Ａ ｌｎｉ
ｊ
７

＝ａ
，


Ａ ｌｎ ］＾
； （



＋ａ
２

ＡＨ
Ｊ

ｔ


＋
／
／ ， －

，（ ２ ）

（
１

）
式和 （ ２ ）式是反映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方程 ，

由 于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是 同时发

生的
，

工资和就业与其残差项具有相关性 。 解决这
一

问题
，
可以采用就业与工资方程的差分形式

：

＋ｖ
ｊ

ｔ（ ３ ）

＼^．ｎＷ
ｊ

ｔ 

＝ａ
ｙ


＋〇 ：

，


Ｍ）
ｊｔ



＋ａ
２ 

Ａ ７

＾

．

（ 

＋ａ
３ 

ＡＨ
Ｊ

ｔ
＋ｖ

ｊ ｔ
（ ４ ）

其 中
，１，

和
ｔ，

分别代表 （ １ ）式和 （ ２ ） 式 中劳动力需求 和供给不可观测 因 素 的残差项 。 Ｇａｓ ｔｏｎ

① 这个 劳动 力 市场 结构
一般均衡 模型分析框架 已 经成为研 究贸 易及技术进 步对劳动力 市场影 响 的标准模

型
，

被研究者在文献 中广泛 采用 （如 Ｇａｓｔ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ｆ
Ｗ＇ Ｂ ｅａｕ ｌｉ ｅｕ

１
１ ９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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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ｒｅｆｌｅｒ
＾对这

一

模型给出 了一个工资与就业方程的更一般形式
：

ＭｎＬ
Ｊ ｔ＾ ＡＸ

ｊ ｌ

＋^ Ｚ
ｊ

ｌ

＋Ｐ３

ＡＴ
］
ｔ
＋Ｅ

ｊ ｌ
（

５
）

ＭｎＷ
ｊｔ



＝ａ
，

ＡＸ
ｊ ｔ

＋ａ
２

＾ 

＋ａ
３ 

Ａ７
；

．

，
＋

／
ｘ
ｊ

ｔ（
６

）

其 中 代表对所有行业都有影响的时间变化因素
，＆代表

随时间 变化的行业影响 因素向量
，

同时
，
假设 力 和外 服从独立正态分布 。 这样

，

和 ７
；
就是影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决定因素 。

上述分析框架反映的是跨行业就业动态的 理论模型
，
因变量 是就业动态变化的差分形式 。

若采用 固定效应来代替
一

阶差分方式 ， （
５ ）式变形为

：

ｈ＋＾
ｉ
＋^

２ 

ｚ
ｉ ｔ



＋^
３ 
Ｔ
Ｊ ｔ



＋ｅ
ｊ ｔ（

７
）

本文基于
（
７ ）式的就业动态理论模型构建 了经验分析影响就业动态机制的计量 回归模型 。 因变

量是就业动态的结果
，如就业创造率

、
就业损失率

、
就业再配置率以及超额就业再配置率

，
就业动态

影响机制的控制变量从实证分析框架上包括三个方面
：

（ １ ） 国际贸易对劳动力 市场就业动态性 的影 响 。 理论上
，

国际贸易对劳动力 市场就业需求 的影

响应 区分进 口与 出 口
，
以及贸易 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 进 口 的增加会引 起国 内企业缩减规模及企业退

出
，

对就业创造产生负 向效应 。 但进 口和 出 口 的无论是中 间投人品还是最终产品
，
对技能型和非技

能型的就业需求以及总就业的影响都是有显著差异的 。 在就业需求的动态调整方面
，
贸易 主要解释

行业之 间的就业动态调整
，

而技术进步主要解释行业 内部 的就业动态变化气

（ ２ ）
生产效率和投资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理论上

，
技术进步对就业需求动态

的影响机制存在两种效应
：

一

是增加生产效率的成本调节在短期 内减少 了劳动力需求
，
增加 了就业

损失 ，减少了就业岗位需求
；

二是增加效率在长期提高 了产 出 总额
，创造 了新的就业岗位需求 。

因

此
，
本文预期投资与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创造产生相似的影响

，

因为无论企业是否投资劳动节约型的
技术进步

，

至少在短期 内
，
更高的投资率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一样都是减少就业创造而增加就业损
失

。 因此
，

通过对 出 口
、
劳动生产率

、投资等因素影响就业动态结果 的分析
，

可以观察贸易和技术进
步对劳动力市场动态机制的不 同影响

，
揭示和解释中 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的配置方向 。

（ ３ ）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Ｄ Ｎ ｉ
ｃｋｅＵｍ提出 了

一

个理论分析框架
，
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

的竞争程度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
ｏ＞能反映行业的集 中程度

，
本文预期赫芬达

尔指数对就业创造有负向效应 。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平均规模对就业增长变动的幅度影响密切 ［叫
。 本

文控制制造业 ４ 位码行业 的企业平均规模
，
并预期企业平均规模将会对就业再配置有负 向效应

°

，

因

为规模越大 的企业越稳定。 同时
，

因为就业创造 、
就业损 失及行业之间就业变动很可能导致某＾行

业内平均就业规模的变化
，
由此对于可能产生的 内生性问题

，
本文在计量 回归 中引入滞后一期的就

业创造和就业损失 。 因为新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劳动力再配置需要时间
，
滞后 于就业损失

，
滞后

一

期
的就业创造或就业损失对本期的就业再配置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 Ｐ】

。
’

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

影响 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的计量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

Ｊｏｂ Ｄｙｎａｍ ｉｃ
＾

＝ａ ．

＋
／
３ｅｘｐ ｏｒｔ

＿

ｓｈａｒｅ
ｊ

ｌ

＋ｙｌａｂ ｏｒ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 ｉｔ

ｙ
Ｊ

ｌ 

＋＾）ａｖｅ ｒａｇｅ＿ｓ ｉｚｅ
Ｊ ｌ



＋ （ｐ
ｉｎｖ ｅ ｓ ｔ

＿

ｒａｔｉｏ
ｊｌ

＋７］Ｈｅｒｆ＿ｉｎｄｅｘ
ｊ
ｔ 

＋ＫＬａｇＪ〇ｂ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ｊｔ



＋Ｘ．Ｌａｇ＿Ｊ〇 ｂｄｅｓ ｔｍｃ ｔｉｏｎ
ｊ

ｌ
＋６Ｄ

ｔ


＋ｅ
ｊ ｔ
（ ８ ）

？ 其计算公 式为 ：册？／＝ ５^
｜

（晃汉 ） ，
尤 代表总规模

，七 代表 ＿／

．

企业的规模
，
汉代表该行业 内部的 企业数量 。 此

处
，

需 要注意的 是
，

虽然本文使用 的 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不是全样本数据库
，

没有包含规 模以下制造业企
业

，

但是
，
规模 以 下企业所 占 比重非常小

（
平方以 后会更小 ）

，

并不会影响 测度结果 。

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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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被解释变量为就业动态

，
包括就业再配置 、就业创造 、

就业损失 ／ｏ６＿Ｚ） 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
；

．

，

、 超额就业再配置 四个指标 。 控制变量 中
，
贸易用 出 口 份

来表示
，
即制造业每个 ４ 位码细分行业总 出 口额 占销售总额的 比率 。 投资份额

）
和劳动生产效率

（
Ｗ〇 ｒ』 ｒ〇—％

）
都可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

｜°
］

，
投资份额用投

资 占销售总额的 比例计算 。 劳动生产率用人均工业总产值来计算？
。 表示反映行业集中

度的赫芬达尔指数 。 ｉａｇｌＪ＾ ｃ ｒｅａ＾ｏｎ
＾

．

，

和 ＬａｇｉＪｂＷｅｓ ｔｒａｃｔ ｉｏ ／

＾
分别表亦滞后

一

期的就业创造率和滞后

一

期的就业损失率 。 表示用时间虚拟变量来体现对所有 ４ 位码行业都会产生影响 的随时间变化

的 回归因子 ，用 以 控制宏观经济运行变化的影响 。

三
、
数据说 明 与 就 业动 态 的特征

本文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Ａｎｎｕ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 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
，
简称 ＡＳ ＩＥ

） ，
ＡＳＩＥ

数据科学合理的连接是实证分析结果可靠的关键环节 ，
也是本文所做的研究贡献之

一

。 除了进行类

似聂辉华等Ｍ 、 Ｂｒａｎｄｔｅ ｔａｌ ．

丨
２３２４

１的基础性处理之外
，
本文还做了更为细致 的工作 ：①为 了保证连接的

准确性
，
对连接涉及的所有字符型变量均进行了清理 ，

仅保 留 了变量 中的字母 （
小写字母转换为大

写字母 ） 、
数字和汉 字 （将全角 字符转 换为半角 字符 ） 。 ②根据 《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

（
ＧＢ １ １ ７ １４

－

１９９７ ） ，

ＡＳ ＩＥ 库 中 的 九位企业法人代码
，
前八位是本体代码 ，

第九位是校验码
；
如果存在

本体代码 与校验码不对应的企业 ，
那么

，
后续不同年份企业 的匹配就会 出现混乱

，
本文剔除了本体

代码与校验码不
一致的企业 。 ③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２ 年调查执行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 （
ＧＢ／Ｔ４７５４－

１ ９９４
） ，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调查执行的是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０２

） ，

这里按照上文产业分类

标准
，
将同

一企业所属产业的变动进行了
一

致化处理 。 在上述处理基础上 ，

为了构建企业层面的面

板数据
，
本文对全部 国有和规模 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连接 ，

选取的时间 范围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 其中 ，
２００８ 年原始数据 中共有企业 ３２７８５３ 家 ，

这一数字与 ２００９ 年 《中 国统计年鉴 》中报告

的数字
（
４２６ １ １３ 家 ）有较大差别 ，

本文使用 ２ ００８ 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规模 以上企业数据替换 。

将 Ａ ＳＩＥ 数据连接的具体方法 ：①匹配连续两年数据 。 本文先用法人代码进行匹配 ，
对于未能使

用法人代码匹配成功的企业
，
综合使用法人单位名称

、
法人代表 、

企业创立 （营业 ）
时间 、

所在行政区

域
、
所属 行业 、

联系 电话 、
主要产品等变量进行匹配 。 ②匹配连续三年数据 。 采用与第

一

步类似的方

法
，
使用第

一

步生成的数据匹配连续三年数据 。 如果第
一

年中 的某企业未能与第二年的企业匹配 ，

但可 以与第三年中 的某企业匹配 ，

而第三年中 的该企业已 经与第二年的某企业进行了匹配 ，
则可 以

认为两个企业为 同一企业 。 ③将第二步创建 的数据合并生成 １ １ 年面板数据 。
匹配的具体情况如表

１ 所示
，
测算和模型估计的样本年份是 １ ９９ ８

—２００８ 年 。

本文首先对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所有样本企业就业增长率的分布进行 了刻画 。 从图 １ 可 以看 出
，
中

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大多集中在以 ０ 为 中心的 区间
，
略显示 出不对称 。 就业增长率在 （

－

０． １
，
〇 ． １ ）

区

间 内 的企业
，
经历了较小就业变化 ，

占制造业规模 以上企业总体 的 ４０％左右
，
每年新进人 的企业 占

制造业企业就业动态变化的 ５％左右
，

而超过 １ ／２ 的持续存在的企业就业增长 比较 明显 。 １９９ ８
—

① 因 为相 对于进 口 来说
，

在中 国 制造业 国 际贸易 中
，
出 口 占 了 主要部分 。 另外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

有进 口 的相应统计信息 。

② 劳动生产率指标最好是用人均工业增加值来计算 ，
但是工业企业 数据 库中

“工业增加 值
”

统计 在有 些年 份

是缺失 的
，
根据聂辉华等 ［

２ ２
１

、
高凌云等 丨 的处理方法

，
本文 采用 人均工业总产值来反映劳动生产 率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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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是 中 国经济增长最快的 时期 ， 样本企业整体的就业增 长动态表 明 了 经济快速增 长使得企业

就业需求不断增 加
，
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对企业雇佣 劳动力行为 的影响得到 了体现 。

表 １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情况



｜

连续三年数
｜

连续三年数
原始样本清理样 本删 除样本匹配数量匹配 比例

描
年份据补充后匹 据补充后匹

（
个

）（
个

）（
个

）（个 ）（％ ）＿旦
，入 ＇而３＿ ，

？ 、配数量
（
个

）
配 比例

（
％

）

１ ９ ９８１ ６５ １ １ ８ １ ６５ １ １ ８０—一

一 一

１ ９ ９９１ ６２０３ ３ １ ６２０ ３０３ １ ３ ７３００８３ ．

１ ５１ ３９８４２８４ ．６９

２０００１ ６２ ８８ ５ １
６２ ８８４ １ １ ３ ７０２ ３８４ ．５７１ ３ ８３ ０８８５ ．３ ６

２００ １１ ７ １ ２５６１ ７ １２ ５２４１ ３ １ ３５６８ ０ ．６４ １３ ５３ ３８８ ３ ．０９

２００２１
８

１ ５ ５７ １ ８
１
５ ５６ １１ ４９ ０４４８ ７ ．０３１４９９ １ ０８７ ． ５４

２００３１ ９６２２２ １ ９６２ １ ９３１ ５４ ９８５８ ５ ．３６ １５ ６３９７８６ ．

１４

２００４２７９０９２２ ７９０３ １６ １１ ５２ ３３９７ ７ ．６４ １ ５ ９７４ １８ １
． ４ １

２００５２ ７ １ ８３５２７ １ ８ ３２３２ ３ ３９６８８ ３ ． ８５２３ ５２０８８４ ． ２ ９

２００６３０ １ ９ ６ １３０ １ ９ ５８３２ ４ ８３８９９ １ ． ３８２４９０４０９ １ ．６ ２

２００７３ ３６７ ６ ８３３ ６７ ６６２２ ７５ ８２３９ １
． ３４２７ ６４３ ３９ １

．５ ５

２００８


４ １ １４０７４ １ １ ４０７


０


２ ９
１
３ ４６８ ６．５ １２９６６４５８８ ．０９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 ８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

（
％

）

３０－

２０ －

１
０ －

〇 〇Ｉ．＾ｒｆｆｉ
ｉ ，

［ ］＿

－

２
－

１ ０ １２

就业增 长率

图 １ 就业增长率分布直方 图

资料来 源
：
作者根据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绘制 。

根据表 ２ 的结果
，

可 以观察出 中 国制造业就业动态 变化有 以 下三个特征性事实
：

（ １
）
就业净增长率较小的背后实际上都经历 了大量的就业创造和 就业损 失 同时发生 。 若只观察

劳动力市场的总量指标
，

可能忽视就业净增长背后的就业调整 与动态变化 。 １ ９９９
一

２００ ８ 年中 国制造

业持续存在的企业就业再配置率为 １ ９ ．７％
，

全部企业的就业再配置率为 ２７
．２％

， 制 造业全部企业的就业

净增长率年均为 ２ ． ６％
，
持续存在 的企业就业净增 长率为 ０ ．３％ 。 发达国家 中

，

德国的 就业再配置率

为 １ ６ ．０％
，
瑞典最高 （ ２３ ．５％ ） ，

澳大利亚的就业再配置率在 １ ９ ．０％左右 【

＂
〗

。 而部分发展 中 国家
，
如哥伦

比亚
、
智利

、摩洛哥的就业再配置率的变动 区间为 ２６ ．２％—３０ ．０％ 。 这三个国家也经历较大规模的就

业创造和就业损失
，
但就业净增长率很小

，

为 －

１ ．４％
—

０． ３％ １

２５
１

。 虽然考察的这些国 家的时期有差异
，

但是反映 了发展 中 国家 由于经济结构 和专业化的调整
，
就业再配置的 变动更为 剧烈 。 因此

，

中 国 的

这一结果与现有 文献对其他国家就业动态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

８８




中酉工業鼴濟２０ １６ 年 第 ２ 期

（
２

）
中 国就业净增长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变化以及就业创造与就业损失的平衡 ６ 从表 ２ 的结果可

以看 出
，
１９９９

一

２００ １ 年 中 国制造业就业净增长率为负值
，

经历了就业负 增长 。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
中 国

制造业就经历 了就业扩大的 阶段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使大量国有企业职

工
“

下岗
”

，
随后 ２００ １ 年 中国加人世贸组织 ， 国际市场的 开放为制造业尤其是私营制造业企业带来

了机遇
，
由 此引致就业的增加

，
并且就业岗位创造的数量明显超过 了就业损失 。 因此

，
同其他转型 国

家
一

样
，
中 国制造业在转型初期也经历 了一个大规模 的就业缩减时期

，
然而

，
中 国的 就业创造和损

失 的速度更为 同步和平衡
，
在较短时间 内实现 了就业净增长的转变

，
与 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相一致 。

同时
，
本文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中 国经济转型过程 中就业不断増长 的事实 ［

１５
］

，
佐证 了 由 于对中 国劳

动统计数据认识 的偏差而质疑 中 国无就业增长的观点是不正确 的 。

（ ３ ） 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 过程中新成立企业 的重要性。 中 国制造业每年新进人市场的企业对总

的就业增长贡献非常大
，
新成立企业年均就业创造率占每年就业创造的 ５ ． １ ％

，
显著高于每年消亡企

业年均就业损失 的 ２ ． ３％
，

而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间持续存在的企业 中 ，就业创造率年均为 １０． ３％
，
就业损

失率 ９
．
４％ 。 可见

，
中国制造业经历的就业大规模扩大的主要贡献来源于新成立企业的就业创造 。 这

反映了 中 国经
“

二元经济
”

转型过程中
，

利用制造业 国际分工机会 ，
基于比较优势扩大对外开放 ， 出

口增加使得制造业部 门不断扩大 ，
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

，

企业雇佣劳动 力的行为体现了

宏观经济的变化
，
表现在劳动力市场

，
就是劳动力再配置的调整 。

表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 年就业创造率 、就业损失率与就业再配置率


就业净增长率就业再配置率就业创造率就业损失率
时间

＾



＾



＾



＾



持续全部持续全部持续进人持续退出

１ ９９９－０ ．０４４２－０ ．０４８６０ ．２０９ １０ ．２９０９０ ．０８２４０ ．０３８ ８０ ．

１ ２６７０ ．０４３ １

２０００－

０ ．０２８ １－０ ．０３０４０ ． １ ９５ ３０ ．２６９７０ ．０８３ ６０ ．０３６００．
１ １ １ ７０ ．０３８３

２００ １－

０ ．０２８６－０ ． ０ １ ７４０ ． １ ８４ １０ ．２６８４０．０７７ ７０ ．０４７８０．

１ ０６３０ ．０３６６

２００２－

０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９７０ ． １ ９ １ ８０．２ ５７ ６０．０９４３０ ．０３９ ４０．０９７ ６０ ．０２６４

２００３０ ．０ １ ０６０ ．０３ １００ ． １ ９２ ５０．２ ７ １ ６０．
１
０ １ ６０．０４９ ７０．０９ １ ００

．

０２９４

２００４－０ ．００５８０ ．０５２ １０ ．２０８３０．３ ２５ ３０．
１０ １ ３０．０８７４０．

１ ０７００ ．０２９５

２００５０ ．０５ ５００ ．０７３４０ ． ２ １７ ５０． ２７９８０． １ ３６２０．０４０４０．０８ １ ３０．０２ １ ９

２００６０ ．０２６４０ ．０５８ ３０ ． １ ８２ ６０．２４０９０． １ ０４５０．０４５ １０．０７８ １０．０ １ ３２

２００７０ ．０２６２０ ．０６０５０ ． １ ８５ ００． ２４３８０． １ ０５ ６０．０４６５０．０７９４０．０ １２３

２００８０ ．０２３９０ ．０６５７０ ．２ １２８０．２ ７９５０．

１ １ ８ ３０．０５４３０． ０９４４０．０ １２２

平均值０ ．００３２０ ．０２６４０ ． １ ９７００ ．２７２００ ． １ ０３ １０ ．０５ １４０ ．０９４４０ ．０２３２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中 国 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得 到 。

总体的就业再配置主要来 自超额就业再配置
（
见表 ２ 和表 ３ ） ，

这一 比例超过 了８０％
，

而超额就

业再配置率反映的是超出就业净增长率之外的就业再配置率
，
每年平均 ２４％的超额就业再配置率 ，

占就业再配置本身的 ８６％左右 。这表明 ，
中 国制造业就业再配置主要源于经济改革和结构不断调整

引起的 劳动力需求结构不断调整 ，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就业岗 位创造和消 失 。 因为超额就业再配置率

反映除了就业净增长率之外发生的就业再配置情况
，

也是衡量
一个经济体或产业 的就业岗位调整

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叱 同时
，

即使
一个部门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就业水平相 同

，
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就

业创造和就业消失的发生
，

很可能该部门只是就业总量维持不变
，
但具体的就业 岗位发生了很大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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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

而这与 贸易 、技术进步等企业绩效的 因素相关 。

不同行业之间及行业内部的就业再配置可以解释为什么就业整体水平呈现平稳或较小变化但

劳动力市场仍然在不断调整和变动 。 动态分解发现超额就业再配置更多是由组 内就业再配置构成

（见表 ３ ）
，
１９ ９９

—２００８ 年制造业行业之间的 就业再配置占 １８
．
３％—３ １ ．３％ 。 这意味着 ，

７０％左右的超

额就业再配置率是制造业各个行业内实现的 ，
表明就业再配置 的变动和调整仍然主要以行业 内部

为主 。 而中 国年均 ２３ ．６％ 的组间超额就业再配置率也高于美国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组间再配置率
ｐ 】

。

这是因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企业技术程度处于不断发育过程中 ，
导致制造业不同

行业之间企业的就业 岗位动态变化以及新 岗位的创造和 旧 岗位 的损失等高于发达国家 。 从另
一个

角度看
，
当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人 比较稳定的 阶段时 ，

高于发达 国家的组间就业再配置率将

会逐渐缩小 ，超额就业再配置更多 由组 内就业动态变化和就业再配置构成 。 而这正是企业异质性理

论解释的技术变化为什么与行业内部的就业变动紧密相关
，
技术进步主要解释行业内 的就业动态 。

表 ３


４ 位码行业 ： 行业 内部和行业之 间就业再配置的动态分解


年份超额就业再配置组间组 内组间 占 比
（
％

）

１ ９９９０ ．２３３ ９０ ．０５ ６９０ ．
１ ７７０２４ ．３ ２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６７０ ．０５ ５３０ ．

１ ８ １４２３．３ ６２９

２００ １０ ．２６５ ００ ．０６４ １０ ． ２００９２４ ． １ ８８７

２００２０． ２５５ ９０ ．０７８７０ ．

１ ７７２３０ ．７５４２

２００３０．２５９８０ ．０８ １ ２０． １ ７８ ６３ １ ．２５４８

２００４０．２９５ ７０ ．０５４９０．２４０８１ ８ ．５ ６６ １

２００５ ０．２ １３ ３０ ．０４３ １ ０．
１７０２２０

．
２０６３

２ ００６０．
１ ９２００ ．０３ ５２０．

１５ ６ ８ １ ８ ．３ ３３３

２００７０ ．
１７９５０ ．０３４５０ ． １４５０１ ９ ．２２０

１

２００８０ ．２６４００ ．０６９ １０ ． １９４９ ２６ ． １７４２

平均值０ ． ２３９５０．０５７３０ ． １８ ２３２３ ． ６４ １ ９

资料来源 ：作 者根据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

四
、 实证分析

按 照上文的逻辑
，
本文使用 ４ 位码行业数据来考察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的影响 因素 。 由 于研究

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 ８
—

２００ ８ 年
，

而 ４ 位码行业的截面数为 ４８７
，

属于短面板
（
或称薄面板 ） 。 对这

一

类

面板数据的估计
，

需要首先考虑是否可 以使用混合回 归
（或称总体平均估计量 ） ，

其基本假设是不存

在个体效应
， 即 Ｈ

。

： ａｌｌ 内
＝０ 。 但是

，
由 于本文后续所有 固定效应估计都严格拒绝了这一原假设

，

即

允许每个个体拥有 自 己 的截距项
，
同时又因为本文使用的是所有 ４ 位码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

，
因

此本文主要采用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
Ｔｗｏ

－

ｗａｙ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 ｌ
，
简称 ＬＳＤＶ ） 。 另外

，

在具体

估计时
，
对影响 就业动态的解释变量采取逐步回 归的方法

，
以检验主要解释变量的稳健性 。

进一步地
，
考虑到本文估计所需面板数据的特征 （

即时期较短 ， 同时截面数远远大于时期跨

度
） ，
计量方程中的扰动项可能会存在截面相依的问题 。 而在存在截面相依的情况下

，
尽管 ＬＳＤＶ 估

计仍然是
一

致的
，
但是需要对 ＬＳＤＶ 估计的标准误差进行校正。 因此

，

后续估计 中
，
如果存在截面相

依的情况
，
本文采用 ＬＳＤＶ 的替代方法

，
即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 （ＰａｎｅｌＣｏ ｒｒｅｃ 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 ｒｒｏ ｒ

，

简称 ＰＣＳＥ ） ，
以克服截面相依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

因此
，
本文对就业动态的 四种情况——就业创造 、就业损失 、

就业再配置及超额就业再配置 的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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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都做了截面相依性检验 。①估计就业再配置时
，
Ｐｅｓａｒａｎ 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４３２２

；

估计就业创造时
，

Ｐｅｓａｒａｎ 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５６７５
，
故通过

‘ ‘

无截面相依
”

检验
，
ＬＳＤＶ 估计是可信 的 。 ②在估计就业损失

的影 响 因素 时
，

Ｐｅ ｓａｒａｎ 检验 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０
；
在估计超额就业再配置时

，
Ｐｅｓａｒａｎ 检验 的 ｐ 值为

０ ． ０７７５
，
故拒绝

“

无截面相依
”

的原假设
，
存在截面相依

，
采用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 （

ＰＣ ＳＥ
）方法 。

表 ４ 是就业再配置估计结果 ，
可 以看出

，
出 口对中 国制造业就业动态影响程度最大 。 出 口份额

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 ，
说 明 出 口 的增长对就业再配置有显著正 向效应

，

并且影响程度高于其他 因

素 。 这
一结果与中 国制造业外向 型发展战略的经历一致。 同时 ，

结合表 ５ 就业创造的估计结果
，
出 口

份额的 回归 系数也显著为正 ，
且影响程度均高于其他控制变量 。 这表明 出 口增长使得企业就业创造

显著增加 。
相反地

，

一

个令人关注的结果是
，

出 口增加对制造业就业损失有显著负 向影响 （
见表 ６ ） 。

这与 中 国制造业在样本年份内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
出 口 贸易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有关

，
尤其

是 ２００ １ 年加人世贸组织后
，
关税降低

、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外向型制造业

大规模快速扩张
，
由此引致就业创造的显著增加 。 这

一过程 中
，
出 口 规模的不断扩大

，

一方面会增加

国 内市场的竞争
，
另
一

方面导致就业岗位的创造大于就业 岗位的损失 （
见表 ２ 中就业再配置结果 ） 。

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看 ，这正是城市劳动力市场规制放松 、
农村转移劳动 力在中 国沿海地区外 向型

制造业就业规模不断增加的时期 。 因此
，
出 口贸易 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显著影响

，

显示出经济运行

与结构调整 的变动对企业雇佣劳动力行为的影响得到 了快速体现 。

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
对就业创造产生 了显著的 负 向 影响 （

见表 ５ ） ，
但影响程

表 ４


４ 位码行业
：

就业再配置的 ＬＳＤＶ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ＵＤＶ
＿

１ＬＳＤＶ
＿

２ＬＳＤＶ
＿

３ＬＳＤＶ一４


ＬＳＤＶ
一

５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０ ． １４ １ ６
＊ ＊０ ． １ ５９ ３

＊ ＊０ ．

１ ８０７
＊＊０ ．

１８ ２７
＊＊０．２３９０＊ ＊＊

（
２ ．２６ １ ３

）（
２ ．３ １ ８０ ）（

２ ．
１ ６ １ ４

）（
２ ．３９３６

）（
２．８ ９ １ ３ ）

ｌａ ｂｏｒ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ｉ

ｔｙ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９０

．
０００９０．００ １ ０

（
０．０４３７ ）（

０ ．
１ ２ ３９

）（
０ ． １０２ １ ） （

０．２３０２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ｉ
ｚｅ

－

０ ．０３４２
＊－

０ ． ０３ ６４
＊＊ ＊－０

．
０３３ ８

＊

（

－

１ ．８６７ １
）（

－

２ ．７０５６ ）（

－

１
．９８４ １ ）

ｉ
ｎｖｅ ｓ

ｔ
一

ｒａｔ ｉ
ｏ０ ．０６７３０ ．０６２８０ ．０４３ ９

（ ０ ．８４ １ ４
）（

０ ．８４０４
）（ ０．８ ７４５

）

Ｈｅ ｒ

ｆ一ｉ
ｎｄｅｘ０ ．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２ ３７

）（ ０
．０５ １ ４

）

Ｌａｇ＿Ｊｏｂ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０ ．０ １５ ２

（ ０
． １ ７９ １

）

Ｌａｇ ／^
ｏ ｂｄｅｓ ｔ

ｒｕｃ ｔ ｉｏｎ０．２４８ ７
＊ ＊＊

（
２ ．９ ３７０ ）

时间 虚拟变量是 是是 是 是

常数项０ ． １ ７０８
＊ ＊＊０ ． ２７ ６４

＊ ＊＊０ ． １ ３４６
＊ ＊＊０ ．２７０９

＊＊ ＊０ ．

２６２３
＊＊＊

（ ８
．９３５ １ ）（

１０ ．３ １ ２３
）（

３ ．８４６８
）



（７ ．７６ ２８
）



（
８ ．８３ ２４ ）

ｉ察值数４４ ８３４４８３４４８ ３４４８３４４８３

Ｒ
－

ｓ
ｑ
ｕａｒｅｄ０ ．０ ３０５０ ．０４ １ ８０ ． １ ３２６０ ．

１
２４４０ ．

１ ５３ ５

Ｃｈ ｅｗｔｅｓ ｔ３ ．５７ ３８３ ．７ １７３ ．３９０８３ ．３７ ２４ ３ ．７５０２

Ｈｅｔｅｒｏｓ ｃｈｅｄ ：Ｐｒｏｂ＞ｃｈ ｉ２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
：
括号 内为

ｔ
统计值

；

＊ ＊＊
、

＊ ＊
、

＊ 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 ０％的显著性水平 。

资 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９９ ８

—

２００ ８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得到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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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制 造业就业动态研究

度非常小且对就业损失的影响也不显著 （
见表 ６

） 。 正如分析框架所述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减小了短

期的就业创造
，
但长期看提高了总产 出

，
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需求 。 并且技术进步的另

一

个代理变

量投资份额的 回归 系数在全部结果 中几乎都不显著 （表 ４
一表 ７ ） 。 可能的原因 有两点

：
①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中 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高于劳动成本的增加Ｍ ，

制造业技术进步是劳动节约型技

术 。 同时 ，随着制造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投资不断增加 ，
需要更多技能型工人

？
，
从而产生对技能型

劳动力 的需求增加
，
非技能劳动力 的就业 岗位数量减少 。 ②中 国 在这

一时期的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

过程中
，
制造业就业不断增长 的背后

，
事实上也有劳动力从 国有部门 向私有部 门 的配置效率贡献

，

导致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 。 遗憾的是 ，
ＡＳＩＥ 数据实际上是中 国制造业企业的

一个“

截尾
”

数据库
，

不

能反映集中在私人部门 的大量中小型制造业企业
，

因而无法剥离和估计这种效应的影响 。

企业平均就业规模是解释就业动态变化 的
一

个重要影响 因素 。 估计结果显示 ：
企业就业规模在

就业再配置 、就业创造的估计结果 （
见表 ４ 和表 ５

）
分别 为 －

０ ．０３ ３８
—－

０ ．０３６４ 和－

０ ．０３５ ７
—－

０．０４０３
，
在

表 ５
４ 位码行业

：

就业创造的 ＬＳＤＶ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ＬＳＤ Ｖ＿ １ＬＳＤＶ＿２ＬＳＤＶ＿３ＬＳＤＶ＿４ＬＳＤＶ＿５

ｅｘｐｏｒｕｈａｒｅ０ ．
１ ３５ ３

＊＊０ ． １４４９
＊＊０ ． １５ ６８

＊０ ． １６７ １

＊＊０ ． １９４８
＊＊ ＊

（
２ ． １０３４

）（
２ ． １ ０５６

）（
１ ．９ ２８ ３

） （
２ ． １９ ３ １

） （２
．６９０４

）

ｌａｂ ｏｒ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 １０

＊＊ ＊－０ ．００ １０
＊＊ ＊

（

－

２ ．２７８ １
）（

－

２ ．４７ ６ １ ）（

－

２ ．７５ １ １ ）
（

－

２ ．９５ ３８
）

ａｖ ｅｒａｇｅｊｓ ｉｚｅ
－

０ ．０３ ９２
＊＊ ＊－

０ ．０３ ５７
＊＊－

０ ．０４０３
＊＊＊

（

－

２ ．３ １ ０８
）（

－

２ ．２７ １４
）（

－

２ ．７７５０
）

ｉ
ｎｖｅｓ ｔ

＿

ｒａｔ
ｉ
ｏ０ ．０５ ６ １０ ． ０６２５０ ．０４３９

（
０ ．７ １

１７ ）
（
０ ．８５４３

） （
０ ．８８０２ ）

Ｈｅｒｆ＿ｉ
ｎｄｅｘ０ ．０６７ １４０ ．０６ １ ７

（
０． ７６２５

）（
０ ．８５２８

）

Ｌａｇ＿Ｊｏｂ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
ｉ
ｏｎ０ ．４５６ １

＊＊＊

（
３ ．９４０６

）

时间 虚拟变量是 是是 是 是

常数项０
．
１ ７ １ ３

＊＊ ＊０ ．２７ ５７
＊＊＊０ ． １３ ５４

＊＊＊０ ． ２７０５
＊＊ ＊０ ．２６ １ ６

＊ ＊＊

（
８ ．９４ １ ８ ）（

１ ０ ．３ １ １５
） （

３ ．８５ ２６
）（ ７

． ７５４９ ）（
８ ．８ ３０７

）

观察值 数４４８５４４８５４４８ ５４４８５４４８ ５

Ｒ
－

ｓ
ｑ
ｕａｒｅｄ０ ．０３０７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６７９０ ．０８ １ ５０ ．０３ ２６

Ｃ ｈｅｗｔｅｓ
ｔ２ ．４２４ １２ ．５４ １ ６２ ．５５ ２８２ ．５ ３ １ ７２ ．７ ６７ １

Ｈｅ ｔｅｒｏｓｃｈ ｅｄ
：
Ｐｒｏｂ＞ｃｈ ｉ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
括号内 为 ｔ 统计值 ；

＊＊ ＊
、

＊ ＊
、

＊ 分别表示 和 １ ０％的显著性水平 。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 ８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得到
。

① 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ａ ｎｄＰａｖｃｎ ｉ，

，技能份额的变化也能观察到 两方面 的就业 效应 ：

一

方面技术进步如果是资本

密集型 的
，
企业将会雇佣更多 的技 能型工人 ，

劳动生产效率也越高
；
另
一

方面技能偏 向性技术进步会 促使

技能型劳动者在不 同缋效企业间 的重新配置
，
而企业也会针对技术进 步方向调整就业 岗位需求 ，从 而对就

业动 态产生作用 。 由 于中 国工业企业 ＡＳ ＩＥ 数据库 ，
除 了普查年份之外

，

其 他年份都没有企业从业人员 的受

教育程 度及技能分布的 信息
，

无法观察企业技能份额 的变化对就业变动的 影响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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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４ 位码行业 ：

就业损失的 ＰＣＳＥ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ＰＣＳＥ
＿

１ＰＣＳＥ
＿

２ＰＣＳＥ＿３ＰＣＳＥ＿４ＰＣＳＥ
＿

５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４００

＊ ＊＊－０．０４０５
＊ ＊＊－

０ ． ０３２８
＊＊ ＊－

０ ．０３ １ １
＊＊ ＊－

０ ．０４８ １

＊ ＊＊

（

－

３ ．７ ３３６
）（

－

３ ． ８８３９
） （

－

２ ． ９７ １ ７
）（

－

２ ．８６２０
）（

－４ ． １２６６ ）

ｌａｂ 

ｏｒ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 ｉｔｙ
－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

－

０ ．９４２９
）（

０ ． ９ １４２
）（

－

０ ．０３ ６２
）（

－

０ ．６８ ８６
）

ａｖｅｒａｇ
ｅ
一

ｓ ｉ
ｚ ｅ

－

０ ．０２０３
＊ ＊＊－０．０２２２ ＊

＊ ＊－

０ ．００９５
＊＊ ＊

（

－４ ．０９５ ９
）（

－

４．５ １７３
）（

－

２ ． ８７ １ ２
）

ｉｎｖｅ ｓｔ
＿

ｒａｔ ｉｏ０ ．０３９２ 
＊０．０２２２０ ．０２５ ２

（ １ ．９０４８
）（

０．９ ５ １ ４
）（

１ ． １６７ ２
）

Ｈｅｒ
ｆｊ ｎｄｅｘ０．

１ １ ８ １

＊ ＊＊０．０７０５

（
２．６８３ ７

） （
１ ．４４４５

）

Ｌａｇｊｏｂ ｃ ｒｅａｔｉｏｎ０．
１ ６８ ５

＊ ＊＊

（
３ ． ８４６９

）

时间 虚拟变量是 是是 是 是

常数项０． １ ８２ ３
＊ ＊＊０ ． １ ８２６

＊＊＊０． ２９３２
＊ ＊＊０．２９８ ３

＊ ＊＊０ ． １ ９
１６

＊＊ ＊

（
８ ３ ．９９７ ５

） （
９２ ．４２０３

） （
１ ０． ６２９６

） （
１ １ ．０２５ ６ ）



（
９ ．０８９５

）

观察值数４０７５４０７５４０７５４０７５４０７５

Ｒ
－

ｓ
ｑ
ｕ ａｒｅｄ０ ．０８７３０ ．０８７５０ ． １０７３



０ ． １ １ ７９


０． １ １０４

注
：
括号内 为 ｔ

统计值
；

＊＊＊
、

＊ ＊
、

＊ 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 ０％的显著性水平 。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中 国 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得到 。

表 ７
４ 位码行业

ｉ

超额就业再配置的 ＰＣＳＥ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ＰＣＳＥ
＿

１ＰＣＳＥ
＿

２ＰＣＳＥ
＿

３ＰＣ ＳＥ
＿

４ＰＣＳＥ
＿

５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０ ．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７ ６０．００３８－０ ．００８２

（
０ ．３９４２

）（
０ ．３３ ８８

）（
０ ．５ １ ９ ３

）（
０．２４９８

）（

－

０ ．４７７７
）

ｌａｂｏｒ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

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１ ．２９２６
）（

０ ．００２７
）（

１ ．
１ ６３２

）（ ０
．６７ ６ １

）

ｍ ｅｒａ
ｇ
ｅ
＿

ｓ ｋｅ
－

０ ．０２９４
＊ ＊＊－

０．０２５ ２
＊＊ ＊－

０ ． ０ １９５
＊＊ ＊

（

－

９．６６５７
）（

－

６．９ １ ７ ３
）（

－

５ ．４９７ １
）

ｉ
ｎｖｅｓｔ

＿

ｒａｔ
ｉ
ｏ－０ ．０７２ １

＊ ＊＊－

０．０３３２－０ ．０２２６

（

－

２ ． ６０５ ８
）（

－

１
．３ ８ ８６

）（

－０ ．９２５ ２
）

Ｈｅ ｒ

ｆ＿
ｉ ｎｄｅｘ

－

０．２６９ ６
＊ ＊＊－

０ ．２６６０
＊＊ ＊

（

－

９．９０７ ６
） （

－

８ ．６０５ １
）

Ｌａｇ＿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
ｏｎ０．

１ １ ０９
＊ ＊

（
２ ．５ ７４８

）

Ｌａｇ＿Ｊｏｂ ｄｅｓ 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０．
１ １０９

＊ ＊

（
２．５ ７４８ ）

时间 虚拟变量是 是是 是 是

常数项０．
１ ９５ １

＊ ＊＊０ ．
１９６０

＊＊＊０ ．３６６４
＊ 料０．３ ５４６

＊ ＊＊０ ．３０ １ ８
＊＊ ＊

（
６３ ．５４００

） （
７４ ．３３５ ４

） （ ２４ ． １２ １ １ ） （
１ ９．７６８ ９ ） （

１ ６ ． ７５ ３２
）

观察值数４０７５４０７ ５４０７５４０７５４０７５

Ｒ
－

ｓ
ｑ
ｕ ａｒｅｄ０ ．０５６００ ．０５ ７６



０ ．
１ ２４２


０ ．
１
９５ ３



０ ．２０３ ８

注
：
括号内 为 ｔ 统计 值

；

＊ ＊ ＊
、

＊ ＊
、

＊ 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 ０％的显著性 水平

。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中 国 工业企业 数据估计得到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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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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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损失和超额就业再配置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

０ ．００９５
—－０

．
０２２２ 和－０ ．０ １ ９５ ０ ．０２９４

①
（
见表 ６ 和

表 ７
） ，
并且估计系数都是显著的 。 这与分析框架中假设企业规模 的影响 为负 向是

一致的
，
因为规模

越大的企业越稳定 。
这表明

，

企业平均规模越大的行业不仅就业创造的增加相对更少 ，
并且就业损

失相对也小 。 因此 ，
企业 的平均就业规模与就业再配置 、

就业创造呈现显著地负相关
，
ＤｏｎｇａｎｄＸｕ

Ｍ
、

马 弘等Ｍ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企业平均规模越小 ，
就业净增长率越高 ，

从而就业再配置 的变动也更为

频繁 。 同 时 ，
本文也发现企业平均规模与 出 口 贸易对就业创造有相反 的效应 ，

这
一

点有助于更深人

地理解贸易 自 由 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反映市场结构的 行业控制变量赫芬达尔指数在表 ４
一表 ６ 的估计结果 中基本不显著 ，

可能跟

ＡＳＩＥ 数据本身有关
，
因为 ＡＳＩＥ 数据中不能反映私人部 门集中 的大量 中小型制造业 企业

，
赫芬达尔

指数反映的行业垄断情况及特征有限 。 赫芬达尔指数对超额就业再配置有显著负 向影响 （
见表 ７

） ，

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
，
越不利于行业内 就业动态调整

，
减弱 了劳动生产率对行业 内就业再配置的作

用
。 表 ５

、
表 ６ 的结果

（
见表 中最后

一

栏 ）
也显示 出滞后

一期的就业创造或损失对当 期的企业雇佣 、

企业解聘有 较大影 响
，

比较两者 的 系 数大小
，

表 ５ 中 滞后一期 的就业 损失对 当期 就业创 造的 影

响 为 ０ ． ４５ ６ １
，
大 于表 ６ 中滞后

一

期 就业创造对 当期就业损失 的影响 （
０． １６８５

） ，
因此

，就业创造 比就

业损失有更快 的市场反应
，
同 时也显示出经济增长和运行 的变动对企业雇佣劳动力行为的影响得

到 了快速体现 。 这
一

结果可 以解释为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正向 信号
，

因为有些损失的就业岗位在本

期就可能被新 的就业 岗位所代 替 。 滞后
一

期的 就业创造与就业损失 的显著性揭示了 行业 内的异质

性因 素解释 了大部分就业成本的调节
，

这一证据与 Ｄａｖ ｉ ｓａｎｄＨ ａｌｔ ｉｗａｎｇｅＰ对实际经济周期 波动 的

分析一致 。

此外
，
本文发现 出 口 份额变量在超额就业再配置的 回归 中 不显著

（
见表 乃 ，

这一结果支持 贸易

主要解释行业之间 的就业变动
，
国 际贸易扩张主要解释行业之间 的就业动态调整＼ 根据表 ３ 的结

果
，
中 国制造业超额就业再配置 的主要贡献者为组 内效应

，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０８ 年其比重平均超过 ７０％
，
超

额就业再配置主要来 自 于行业 内 的就业变动 。 就业创造 的估计结果也支持出 口企业创造 了新的就

业岗位数量
，
中 国经济增长与转型这一 时期正经历专业化集 中于生产要素相对丰富 的部门

，
即劳动

密集 型外向 型制造业 。 另
一方面

，
劳动生产率对超额就业再配置的影响也不显著 （

见表 ７
） ，表 明 中

国制造业行业内 的就业动态主要是行业规模不断扩张所致 。 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对行业内就业动态的解释力有 限 。 然而
，
行业控制变量赫芬达尔指数对超额就业再配置的负 向影响

以及较低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
说 明企业异质性 是解释就业动态变化的关键因 素？

。
因 此

，
从跨行业角 度

看
，
劳动生产率对于解释行业内就业再配置水平及其变动结果非常有用 。

综上
，

基于需求 角度研究企业 的就业动态
，

不仅是判断劳动力市 场配置变化及结果 的基础
，

而

且有助于观察和研究企业如何反应经济运行和调整的变化 。 ①出 口增长对 中国 制造业就业创造和

行业之间 就业变动的影响最大
，
对就业增长 、总体就业再配置的贡献也高于其他 因素 。 对制造业就

① 模型 中 的控制变量 对就业 动态影响 的边 际程度大小其实可 以通 过计算得出 ，
例如

，
如果想得到企业 平均规

模变 化对就业创造 的弹性 ， 可 以 用企业平均规模的估计系 数乘 以样本中 企业平均规模 的均 值并 除 以就业创

造 的均值 。因 为 本文主要揭示就业动态变化 的原 因及其决定 因 素 。
因此

，

对每个控制变量的 弹性大小不做更

深入 的探讨 。

？ 需要指 出 的是 ， ＡＳ ＩＥ 数据缺乏企业从业人员 的性 别构成 、受教育程度 、技能信息等 ，企业成 立时间信息不统

一

、
缺少进 口 指标 的统计 等

，
使得本文在经验研究 中无法控制企业技 能份额

、
企业成长周期 以 及企业进 口份

额等 其他一些 企业异质性因 素 的影响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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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造的贡献为 ０ ． １ ３５３
—

０
．
１９４８

，
这意味着

，
制造业每年新创造的 就业岗 位中有近 １ ／５ 是 由 出 口增

长 引起 的 。 ②中 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引致 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对短期 的就业创造有负 向效应 ，
但在

长期提高 了总产出 、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需求 。 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再配置 、
超额就业再配置影响不

显著 ， 对行业 内就业动态机制 解释有限 ，
行业内 就业动态更多是规模扩张的结果 。 ③企业平均就业

规模不仅与就业再配置 、就业创造呈现显著的负 向关系 ，

而且与就业损失
、
超额就业再配置负相关

，

表 明开放条件下
，
规模大的企业竞争力较强

，

企业更稳定
，
就业动态调整也相对稳定 。 总之

，

企业异

质性是就业 动态结果与机制 的关键 因素
，
除 了经验研究中 已经控制 的 出 口份额

、
劳动生产效率 、企

业规模
、
投资等变量外

，
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其他指标

，
如企业从业人员 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技能分布

状况 、进 口 份额以及企业成长周期等因素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 但就业创造比就业损失有更快的市

场反应
，

既是企业雇佣劳动力行为对经济运行 的快速体现 ，
也是现实中就业总量持续不断增长的真

实反映 。

五
、
结论 与 讨论

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
，
企业就业动态及影响因素 ，

既是理解增长路径的
一

个重要视角 ，
也

是劳动力市场动态机制 的重要研究课题 。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 ，
制造业就业增长背后大量存在的就

业创造 （新成立企业为 ５ ． １％ 、持续存在企业为 １０ ． １％ ）与就业损失 （ 消 亡企业为 ２ ． ３％
、
持续存在

企业 为 ９ ．４％
）
均高于发达 国家和 发展 中国家的 水平

，

不仅反映了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中企业就业

需求的动态
，

而且就业增 长背后频繁发生的就业创造 、
就业损失 以及行业层面的就业动态配置

，
对

从需求角度理解和研究劳动力市场动态机制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 本文研究显示了 中 国制造业就业

动态的 良性特征
，
即就业创造 比就业损失有更快 的市场反应 ，

以 出 口增长 、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促进

了就业规模 的不断扩大 〇 这种 良性 的就业动态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
因而是反映

中 国增长路径的
一

个体现 。 中 国制造业就业动态 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出 口 贸易 、劳动生产效率 、
企

业规模等关键因素来体现
，
并且经济增长

、
转型与结构调整等经济运行变动对企业雇佣劳动力行为

的影响得到 了快速反应
，
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就是劳动力 的动态配置 。 现实 中

，
１ ９９８

—２００８ 年是中 国

经济增长最快的 时期
，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
利用 比较优势承接制造业国 际分工 ，

出 口 贸易

不断增加
，
促使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和行业之间 的就业再配置增加 。

而劳动生产效率与投资反映的技

术进步
，
促使中 国制造业行业内部的就业动态调整

，
引致市场份额按劳动生产效率 由低向高的再配

置
，
体现在经济运行 中就是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升级 。

本文针对中 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的经验研究有重要政策启 示 。 ①实证结果验证 了企业异质性是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部 、不 同行业之间 就业动态变化 的主要影响因 素 。 因此 ，有关促进就业 的劳动力

市场政策应考虑企业类型差异
，
提高政策的 瞄准机制 ，才能使企业的就业需求得到更有效 的市场反

应 。 ②贸 易主要影响行业之间的就业动态 ，
技术进步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行业生产效率来促进行业

内部优胜劣汰 ，
从而促使行业 内就业流动性增加 。 从调结构促升级的角度来说 ，

继续促进国际贸易

扩大尤其是出 口 的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依然是产业政策制定的长期依据和调整方向 。 ③制造业

企业平均就业规模越小
，
对就业创造 、就业损失

、
就业再配置的影响也越高 。 因此

，

重视经济转型 、
结

构调整过程中
，
中小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动态配置作用 ，

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政策支持依然非

常必要 。 ④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主要来 自行业内部的就业再配置与调整 ，
行业之间就业流动和调整

的 比例较低
，
这既有不同行业之间缺乏技术替代性阻碍劳动力跨行业的 就业流动 ，

也有技能培训制

度和现行户 籍制度阻碍劳动力跨地区 自 由 流动的影响 。 如果能对劳动力流动和技能培训继续深化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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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就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总体平衡的有利时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 同时
，
提高劳动力市

场的灵 活性 ，
以高效 的劳动力市场动态机制促进就业流动 ，

包括建立有效 的劳动力市场监测体系 ，

发布不 同行业
、
不同类型和特征企业的就业 岗 位变化信息

，
尤其是发布就业损失的相关信息及就业

岗 位变化的构成
，
及时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 位的动态 ，

以此增强企业就业 岗位需求与劳动力市

场的动态匹 配 ，就可能加速劳 动力和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再配置 ，

优化就业结构和提高就业质量 ，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

当然
，
受中 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指标本身所限 ，

本文的研究与讨论 尚存在不足之处 。 比如
，
在实

证分析 中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及调节过程有关的讨论 ，

还有环境政策效应
、
产业政策的调整也

会影响具体行业之间及行业 内部 的就业动态调整 。 另外
，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结构调整时期 ，

制造业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
，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需求快速增加 ， 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就业再配置与就业流动

将是观察就业动态的
一个重要内容

，
也是 中 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人阶段实现经济持续增 长的研

究课题
，
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就业动态机制

，
将是本文下

一

步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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