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昉：数字经济时代促就业，

哪些是关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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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要健康发展，

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虑。 

数字经济是应用新技术的一个主要领域，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谈技

术进步对产业影响时就有一个说法，今天仍然存在争议，即新技术在替换

旧岗位的同时，是否创造了更多新岗位？ 

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创造岗位少于被替换岗位，新创造岗位可

能质量更高些，但是数量不一定多；二是新技术替代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

所需要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

题；三是由于技能无法跟上新岗位需求，导致大多数人转岗后工作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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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低待遇差。 

这些问题造成了实际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就业难点，这也是我们要讨

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让数字

经济能够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能够让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

重新找到更好的岗位。 

技术进步能做大蛋糕，但不能解决分配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数字经济和就业岗位是什么关系。一是数字经济和所有

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必然造成“创造性破坏”，首

先要破坏掉一些旧岗位，才能创造出新岗位，破坏掉一些传统生产方式，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数字产业也是这样，用自身替代传统产业，破坏传

统岗位。那么产业数字化，是把数字经济的一些主要理念、技术和组织方

式应用到改造传统产业中，数字化技术作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含量更高

的生产方式，也会替代原来普通的非熟练劳动者。 

假设我们的人力资本是涌流般充足的，这样看，如果创造更多对人力

资本要求高的就业岗位，那么大家都认为劳动者可以从旧岗位中退出来进

入到新岗位，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城市农民工的比重已经占到了相当高的

比例，占 40%左右。农民工的教育构成中初中学历占 55%，超过样本总量

的一半，到高中、大专的只有 20%多，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只占

有 12%。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创造多少新的岗位，必须考虑到这些劳

动者的人力资本如何和新的岗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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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在经济学界大家都比较热衷讨论的“生产率悖

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一个质疑——在这个时代处处可以看到计

算机，但是唯独看不到计算机提高生产率。人们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

展到底能不能提升生产率产生疑问。很多经济学家用发达国家的一些例子

做实验，观察一段时间它生产率的改进情况，发现确实在技术大规模进步

的时候，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整体提高，因此大家觉得“生产率悖论”是一

个迷，纷纷来研究。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提高生产率可以使工资提高，

从而增加收入。如果任何工资的上涨不能建立在生产率的基础上，就不可

能持续，因此没有生产率的改善，工资就不能提高，这是一个道理。 

 

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解释“索罗悖论”，假设在技术进步之前，经济

社会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一个低生产率部门。假

设最初情况下，他们各有 100个劳动力，但是高生产率部门可以生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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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 10000，低生产率部门生产的是 1000，用产值除以劳动力数量，就

得出高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是低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的 10倍。那么全社会

平均化以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 55。 

技术进步之后，假设应用了数字技术等新科技，去改造高生产率部门，

使它的生产率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生产率悖论”，因为任何一

个企业花钱应用新技术，是为了获得生产率的提高，否则是不会投资的。

因此假设高生产率的部门产值没变，劳动力减少了 80%，那么生产率提高

了 4 倍，变成了 500。那么低生产率的部门，它没有应用新技术，还是生

产原来那么多产值，但是它必须接受更多的劳动力。因为我们假设了这个

经济社会只有两个部门，因此从一个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必然要进

入另一个部门。因此它的劳动力增加了 80%，生产率降到了 5.6，那么全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 55，没有提高。但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更大了，部门之间相应的工资差异也就更大了，

我们把它叫做劳动力市场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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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会带来：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群

体减少，这种现象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但是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验证。

美国社会现在收入差距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国科技进步很快，一些部门在

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之后，被排挤掉的劳动力只好退到生产率更低的服

务业中，这部分人收入提高很慢。因此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当经济处于两极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就变成了对立

的，因此社会分化、政治分裂也就是必然的，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如

果没有解决办法，在国内就只好实行民粹主义政策，而民粹主义政策最终

在国际上就反映为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最终促使了逆

全球化进程，以上是以美国为例总结的一些教训。 

技术进步同全球化一样，是可以做大蛋糕的，但是分好蛋糕和技术进

步无关，必须专门做好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同样的道理，技术进步的确



 

 - 7 - 

可以创造更好的岗位，但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经济自发产生的一个效果。 

制造业转岗者和新成长劳动力向何处去？ 

再看中国，我们目前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国这些年产业结构变化

非常快，总体就业形势也很好，但是隐含着一些潜在危机。2010年中国劳

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此后开始负增长，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工

资会上涨，但是工资上涨过快，会带来比较优势的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

比较优势就会弱化，那么相应的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也就下降了，制造

业在相对萎缩。 

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情况下，企业会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从而产

生了就业减少的倾向。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涨的，但是单位就业是呈现

明显下降趋势的。这意味企业可以用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机器、更少的人，

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阻止企业资本报酬

率的下降，因此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竞争力，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这个情况必定会造成就业减少，这些人总要有一些去处，他们去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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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边是我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数量，蓝色的部分是农业劳动力，

这些年长期处于下降的状态，第二产业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的时候，它的

增长速度已经没有那么快了，那么在过去的这 10来年时间里，它是绝对下

降的。 

那么减少的这些人去哪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回到农业中。农业

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了，报酬也低。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到了第三产业，

去了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生活服务业中。那么我们看左右两个图灰色的这条

线，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是增长较快的，但这也产生新的矛盾，劳动力的内

卷化就发生了。更多的人集中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可能造成生产率进一

步下降。虽然岗位还在，但是破坏掉的岗位比新创造的岗位的质量还高，

新创造的岗位比破坏掉的岗位的生产率还低，这个不是我们数字经济发展

的初衷。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