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丨中国应重点转向技
术创新，并对劳动者加大
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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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央行课题组在题为《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变革》文章中认

为，过度自动化造成失业增加，但生产率却未得到提高，疫情正在加剧这

一趋势。 

文章认为，在历史上的自动化技术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呈 U

型走势，自动化技术与劳动力市场存在自我平衡，即企业通过自动化提高

生产效率，替代传统劳动，但之后随着非自动化任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

求也再次增加，出现劳动力回流。技术进步最终提高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也提高了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但是，美国学者近年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过度自动

化，涌现出一些所谓的“平庸技术”，如自动检查站、自动化客户服务，

或是过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这些自动化没有引发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却

造成了大量的替代人工现象，从生产效率和劳动力两方面给经济带来双重

打击。 

自动化与全球化被认为对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

一项研究显示，每千名工人再增加一个机器人，全美国就业人口比率就降

低了约 0.2％，在同一时期，在工作场所使用机器人的增加也使工资降低了

约 0.4％。因此，机器人对低技能尤其是中级技能的工人起到了一定的取代

作用，被认为在过去 30年中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去年麦肯锡发布的《美国

工作的未来》报告显示，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将有 1470 万年龄在 18 岁到

34岁之间的年轻工人因自动化而失业，比例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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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并不一定等于创新，自动化主要是在生产和服务流程上以机器

取代人工，“创造性破坏”是以新的技术和产业取代旧的体系，而自动化

并不会创造更多足以覆盖因其形成的失业的岗位，甚至也没有引发生产效

率的提高，仅仅是降低了人工成本。 

降低成本可以为企业提升价格竞争力并获得更多利润。因为对利润的

追逐，美国产业资本出现大量外包以满足股东对资本回报更大的期待，因

此，资本不仅在全球寻找劳动力成本洼地，更乐于投资自动化设备。一般

而言，政府为了维护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会给予自动化设备投资更多的

税收优惠。这就会鼓励市场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动化设备。 

这无疑会对中低端岗位造成冲击，大型企业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

备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对中小企业构成压力，抑制了人工工资上涨，长

期下去，会逐步积累更大的贫富差距。过度自动化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央

行课题组的文章认为，疫情期间，因自动化和机器人的普遍采用，仅接受

过基础教育的人相比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更容易失去就业机会，社

会不平等现象加剧。 

事实上，在疫情前中国就加速了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业需要维持全球价格竞争力，但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中国规模化

代工和制造的主要优势是产业集群产生的产业链供应链效率，与美国重视

技术、日本重视质量优势，中国制造业重视生产流程的创新以降低成本，

其中就包括大规模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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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是全球在服务业领域偏好追逐无人化技术的国家，有时无人化

被塑造成进步形象，但与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效率不同，无人化服务门槛很

低，只要投资设备即可，而前者对创新能力要求很高。无人化并不一定是

竞争力增强的表现，但其对中低技能从业者构成了一定打击，随着中国经

济由成长型步入转型经济体，企业很容易以自动化投资减少技术创新压力，

继续在成本优势加大投入。 

市场追求效率与资本回报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必须从长远平衡资

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德国是一个工业与农业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

但并没有引发失业问题，这得益于德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不依靠成本而是

技术，技术优势的获取是靠政府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对劳动力知识结

构再调整和新技能匹配的巨大的持续的投入。自动化只是延续成本优势。

中国应该重点转向技术创新，并制定对劳动者进行大规模培训的计划，同

时避免由资本主导的过度自动化产生失业与贫富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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