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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是全民关注的民生话题，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革命的兴起，促使就业率的提高和加强民生福祉，

其中制造业作为国民的经济命脉所系，发展制造业是实现就业的充分保障，也是推动国家富强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利用直接就业系数、综合就业系

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这四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进行定量考察。

数据研究发现：沿线各国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偏高，说明制造业对于其他行业的拉动作

用、瓶颈作用较强。各国应鼓励制造业作为重点行业优先发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促进制造业高

新技术与大量劳动力结合，支持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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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a topic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a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vigorou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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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ve pro-
moted the increase and enhancement of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mong whic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
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full guarantee for employment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sperous and strong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input-output method is 
used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direct employment coeffi-
cient, the 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coefficient,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and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ar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the employment-absorbing capacity of the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and the inductance coeffici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high, which shows that the man-
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trong pull and bottleneck effect on other industries. Countries should 
encourag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give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as a key industry, meet the di-
versified needs of consumer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manu-
facturing sector with a large labor force, and support countries that are stro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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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不仅优化了全球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得全球经济要素充分流动，同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打造了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促进

了各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并充分利用了各国人力资源，拓展行业就业，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向仙

虹和孙慧，2021) [1]。“一带一路”作为“增长之路”、“减贫之路”，集聚“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主体框架，中国和“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在港口、航空、铁路、通信、公路、电力等领域互联互

通，构建牢固有效的互联互通关系，为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驱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郑雪平和林跃勤，2022) [2]。中国制造业将产品、服务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宽中国制造

业市场空间，增加就业机会。数据统计显示：2013~2020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 1360
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 2.7 万家，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44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33 万个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建设使得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协作方面日益加强，行业发展到“引进

来”和“走出去”并举，促进行业就业率的提升。所以，就业率还与行业结构高度相关，就业结构与行

业结构是彼此作用、互相影响的。行业结构高度化可以正确引导劳动力流向，不同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不同，导致就业结构有所差异。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行业就业吸纳能力研究问题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工业化及城乡劳动力

转移方面。丛屹和范志莹(2022) [3]分析表明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存在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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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且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袁冬梅等(2021) [4]发现高技术水平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大自主创新

有利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缓解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不利影响，抑制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朱克朋

和樊士德(2019) [5]认为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外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移，中间制造品和

国内使用最终制造品生产外移的就业影响较大。王亚菲等(2021) [6]测算得到大部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

速为正，金融业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我国高端行业就业人数占比与美国、欧盟存在差距，各行业

劳动生产率均比美国低。段志民(2019) [7]研究发现：行业内溢出对制造业就业增长有负向影响，行业

间溢出通过城市关联对制造业呈现正向影响。张莹和陈涛峰(2022) [8]通过实证表明：投资和产出扩张

对维持工业就业十分重要，我国工业就业效率水平不高且逐渐改善。李雨豪等(2021) [9]得出纸制品、

家具制造业等低技术制造业部门对外转移，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部门不断涌

入，逐渐高级化的结论。 
国外学者侧重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需求拉动的劳动力就业的测算。例如，Timo Tohmo (2018) 

[10]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在区域层面(芬兰中部)旅游支出对需求、工资、收入和就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Papeles de población (2018) [11]发现墨西哥 GDP 增长与制造业就业增长关系密切，但无证据证实 FDI
影响制造业就业。Gideon Kiguru Thuku 等(2019) [12]发现肯尼亚就业弹性的短期驱动因素是平均工资和

通货膨胀率等，长期驱动力因素是汇率、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口密度。Kim Sang Choon 等(2019) [13]认
为制造业就业增加的最大贡献是出口增加，其次是国内最终需求的增加，技术投入结构的变化微不足

道；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就业减少，且减少效应强于出口增加效应。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就业问题做出大量分析，但对于其导致的产业就业转移分析不够全面和清晰。同

时，虽然很多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法对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分析，但是对于国家的分析维度上仍然不够全

面，且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通常是以一年数据为观测期，可能存在特殊值，也无法研究指标的动态变化趋

势。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将 2000~2014 年作为观测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

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就业变动及其规律，利用投入产出法数据指标对不同观测期的国家指标

计算并比较，为政府部门统筹调整就业结构与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3.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研究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自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想法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获得进一步发展，构建了一个包容性、

开放性的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本文侧重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纳就业的能力，基于

此以及数据的可得性 1，根据地理位置、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将研究范围确定为包括中国的 23 个签署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将 2000~2014 年作为研究年度，本文主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比较分

析。遵照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数据主要包括：① 2000~2014 年各国 14 个行业就业人数；② 2000~2014
年投入产出表；③ 2000~2014 年各国 14 个行业的总产值。基于研究分析，获取数据并处理，就业人数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 

3.2. 分析方法 

本文的核心研究方法为投入产出法，明晰地反映各国的部门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使分析更加可

视化。其从一般均衡假定出发，将部门产品量的关系表现为线性方程组： 

 

 

1WIOD 数据库包括 28 个欧盟国家和其他 15 个主要国家，其中有 23 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

关合作协议的国家，选取其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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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是行业个数；m 是经济体个数；Xi 是经济体 i 的总产出量；Aij 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示经济体 j
生产单位产品对经济体 i 消耗量；Yi 表示经济体 i 到最终需求的直接流量；Cij 是 Leontief 逆矩阵，说明经

济体 j 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经济体 i 的完全需求量。 
本文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 4 个指标以测度国家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使分析更加准确、

清晰，文章使用的指标所表达的具体含义如下。 

3.2.1. 直接劳动力占用系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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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其中 aLj 是直接劳动力占用系数，lj 是第 j 部门的劳动力数量，xj 是第 j 部门的总产值。 
直接劳动力占用系数反映的是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它表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j

行业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产出时所对应的 j 行业的劳动数。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行业最终需求

变化，直接劳动力系数不能反映其他行业的就业人数的改变，即间接就业人数，只能反映行本行业的就

业人数改变。 

3.2.2. 综合就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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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L 是1,2,3, , n 行业的综合就业系数；AL 是1,2,3, , n 行业的直接劳动力占用系数； ( ) 1I A −− 是

Leontief 逆矩阵。 
综合就业系数的含义是某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值所需投入的本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全部就业人数。

综合就业系数能够更清晰的表示因为最终需求变化引起的就业变化，综合就业系数越大，该行业吸纳就

业的能力越大，对于国家的就业市场影响越大。 

3.2.3. 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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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 j列之和，它是第 j行业生产一单位产品时对于各行业的完全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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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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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 = =
∑∑ 是列昂惕夫逆矩阵各列之和的平均值。 

影响力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国民经济中，某一个行业增加了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国民经济各

行业所引起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不同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存在差异，其促进社会生产规模扩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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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存在差异。行业的影响力系数越大，表示它最终需求的增加对扩大社会生产规模的影响越大。当

影响力系数大于 1 时，说明行业的影响力居于社会平均程度以上，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反之

则低。 

3.2.4. 感应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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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列昂惕夫逆矩阵各列之和的平均值。感应度 

系数表示的是，在国民经济中，各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该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量，即该行业

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感应度系数表示该行业受到其他行业生产发展的波及程度，感应度系数越大，说

明该行业受到生产需求的影响越大，因此，当其他行业最终需要增加时，应当关注该行业的生产。当感

应度系数大于 1 时，说明行业的感应程度居于社会平均程度以上，该行业的产出对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十

分重要，反之则促进作用低。 

3.3.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测度 

3.3.1. 直接就业系数 
将计算的制造业直接就业系数数据取对数处理： 

 

 
Figure 1. Direct employment coefficient 
图 1. 直接就业系数 
 

如图 1，直接就业系数值表示行业的产值变化对于本行业就业人数的变化，大部分国家的直接就业

系数偏低，其中奥地利、韩国、卢森堡、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的直接就业系数较小且逐年增加，说明制

造业的产值对于行业就业的影响较小；保加利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直接就业系

数较高且下降幅度较大，说明制造业的产值对于本行业的就业形势影响较大，还存在一定数量上可以释

放的劳动力。其系数的变化，说明了国家应该更加关注的制造业发展，引导劳动力正确流动，促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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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应发展。 

3.3.2. 综合就业系数 
将计算的制造业综合就业系数数据取对数处理： 

 

 
Figure 2. 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coefficient 
图 2. 综合就业系数 
 

 
Figure 3. Influence coefficient 
图 3. 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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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综合就业系数可以比较准确的表明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数值大于直接就业系数，其反映

出本行业对所有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总和，其趋势与直接就业系数相似。制造业的综合就业系数在各国

工业化的进程中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并且各年度的差距逐渐减小，这表明劳动生产率正在不断提高。

保加利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综合就业系数较高且逐年下降明显，其中罗马尼亚

2012 年值为负数，可能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方式，从而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下降，

引发社会矛盾。 

3.3.3. 影响力系数 
如图 3，由系数测算可知，国家制造业各年度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大于 1，说明制造业对于其他行业的

拉动作用较大，增加制造业的消费、投资、出口能够使各行业的需求量增加，促进国民经济循环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都非常重要，制造业转型

升级，行业自动化水平提高，第二产业人数到达高点，吸纳就业有所减少，但这一趋势并非坏事，这是

科技发展、制造业进步的表现。 
纵向分析，各国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整体呈现稳定状态，存在少许波动。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

业，其影响力系数的变化说明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值得关注的是，2012 年马耳他制造业的影响力

系数突降(1.05→0.92)，影响力居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当年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态势较前几年下降幅度较

大。2012 年塞浦路斯的影响力系数剧增(1.3→1.6)，这可能与当年发展第二产业的相关政策有关，制造业

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就业机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峻的就业

形势。 

3.3.4. 感应度系数 
 

 
Figure 4. Inductivity coefficient 
图 4. 感应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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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各国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居于各行业之首，且数值远超其他行业，说明其对经济的发展很

敏感的，其对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瓶颈作用较强，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纵向

分析，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整体呈现动态平衡状态，其中中国、韩国平均值高至 4.8 和 4，远超其他国家，

希腊、克罗地亚、卢森堡平均值低至 1.7、1.9 和 2。值得关注的是，2012 年塞浦路斯感应度系数突增

(2.6→4.4)，2014 年斯洛文尼亚感应度系数突增(2.85→3.99)，2008 年爱沙尼亚感应度系数下降明显

(2.87→1.95)。 
结合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较高，而

从整体趋势来看，制造业的行业指标较为平缓，而第三产业里的行业大多在不同幅度的波动，说明其正

在蓬勃发展，吸能就业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宏观经济的就业角度出发，利用投入产出法中的不同指标分析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我们认识到：

就业形势不能够有效缓和，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需要与产业结构相调整，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改善就业的目标。 

4.1. 发展高科技尖端技术 

各国制造业综合就业系数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数字化转型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主

要特征，发展高科技尖端技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个性化发展，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角度出发，培养

制造业技能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数字化转型，加强对于职业技能的培养，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狠抓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提高，拓展中高端劳动市场，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强国，为建设国内国外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支撑。 

4.2. 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我国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值大于 4，远高于研究的其他国家，即受其他行业的影响程度较高，受

限于劳动力数量。推动智能制造，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和

产业体系，聚集了数据、管理、组织等技术资源，突破了材料、人工、技术的短板效应，打破了制造与

服务、劳动与高效的壁垒，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就业空间，就业稳、人心暖，托底民生。 

4.3. 加强国际就业合作 

中国可以根据各国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水平，整体联动合力共同建设。研究表明各国行业吸纳就

业能力存在差异，中国与制造业吸纳水平高的国家合作，为他国提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缓解我国劳动力

过剩的局面，带动他国和谐发展，展示了中国负责任、有爱的大国担当和形象。而当国家制造业的吸纳

就业能力饱和时，可能会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资源浪费、发展不均衡，抑制国家可持续发展，无法达

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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