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宗光：ChatGPT来了，
我们该担心“失业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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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李宗光 

ChaptGPT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和以往出现的新技术/生产力跃升并无

实质区别，短期会有一定结构性冲击，但中长期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ChaptGPT 来了，其聊天和问答的“智能性”令世人震惊，它能够通

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

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

译、代码等任务。 

人们为人工智能（AI）达到新的高度而欢呼的同时，也开始担忧，一

些重复性强、智能程度不高的工作岗位，会被替代。自媒体也纷纷梳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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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岗位最有可能被ChatGPT“干掉”： 

 

考虑到 ChatGPT 应用场景的广泛性，这一次技术创新对重复性强的岗

位冲击，似乎比过去的科技创新更大。 

那么，这一次： 

我们先讲结论，然后再用经济学常识告诉大家为什么：ChaptGPT 对

人类就业的冲击，和以往出现的新技术/生产力跃升并无实质区别，短期会

有一定结构性冲击，但中长期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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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微观经济学的朋友们都知道，经济行为个体都面临一个消费者选

择问题：即在一定收入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表达式的意思是，个人的欲望（需求）是无限的，但收入预算是有限

的。因此，要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收入预算主要

来源于劳动收入，即 m=w*l，工作时长与单位工资之积。 

整个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如果不考虑分配问题，其宏观含义就

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欲望），与资源（预算）稀缺之间的矛

盾。 

是不是似曾相识？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吗？ 

资源稀缺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稀缺。而缓解资源稀缺的主要途径，是

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本质上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

生产效率，以更少的人力生产原有的商品组合。节约下来的一批人，可以

进入新的行业，增加新的商品、服务供给，从而缓解“无限欲望”和“资

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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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知识技能是有局限的，特别是 50 岁以上的劳

动力，被技术进步节约出来后，无法再通过学习新技能，进入新的行业，

出现“结构性失业”，即一方面因为技能局限，一部分人无法进入新行业

而失业；另一方面，新行业出现较大劳动力缺口。 

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同时

引导新增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进入新的行业，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实现

“生产力的跃升”。 

1800 年以来的科技革命，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生产力是如何“解放”

和“发展”的： 

蒸汽机革命：技术进步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解放出来，进入工业

部门，满足人们除了“吃”之外的其他需求。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

家，农业部门就业占比从工业革命前的 70%左右，降至当前的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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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更是降至 1.2%左右。但同期相关国家及全世界农业产量不降反升，而

且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就业人口平滑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人们担忧的“羊吃人”并未出现。 

 

电气革命：电气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第二次飞跃，电力、电子、化学、

汽车、航空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兴起，满足了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

求，比如电灯、电视、电冰箱等。这一阶段，人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流

水线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汽车”代替“马车”

也曾引起社会恐慌，但整个社会并未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特别是 1900

年之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在享受物质财富大跃升的同时，劳动时间

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人们不再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生活变得体面而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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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2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