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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经济

学内涵及其基本属性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内

涵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协调是指各产业之间

具有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与互补关系的和谐运动。

它一般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产业系统内部各部分之

间、部分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耦

合状态和聚合质量。因此，产业之间的关系越是协

调，产业之间的聚合质量就越高，从而产业结构就

是合理的。二是指为促进产业结构系统协调而必须

经历的组织过程和运用的调节手段，调节手段则包

括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等。

逻辑上讲，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属于整体

与局部的协调关系，体现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两

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协调是产业之间生产要素配置的合理程

度，集中体现在产业间资本和劳动两种基本要素的

耦合状态与聚合质量。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

要素中，资本因流动性特征所赋予的要素“粘合”

功能使其成为引领生产要素流动的龙头，劳动力因

其主体的能动性遂成为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因而

资本与劳动是驱动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资本与劳

动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其组合比例变化，构成了经济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
——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增长、产业结构变迁的基础。因而资本与劳动的相

互关系和组合形态是决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

与否的核心因素。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是指

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市场和政府两大力量协

同推动下，实现以资本、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要素

在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动态、渐进过程

或状态。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本属性

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本质属性是

产业之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协调就是合理，合理就

是协调。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追求的理想目标，其

基本内涵是经济资源的均衡配置和有效使用。以资

本和劳动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均衡配置构成

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是

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以及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和表

现。产业之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既是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协调的必要前提，又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协调的必然结果，更是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

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产业之间生产要素合理

配置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本质属性。

2.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源动力是政

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协同性

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

摘  要 ：本文在界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内涵及其基本属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驱动因

素的基础上，从城乡劳动生产率、产出分配率、劳动参与率三个方面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城

乡收入差距收敛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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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流动并不是凭空进行的，它显然是凭借于一定

的经济运行机制得以实现的。在现代经济中，市场

与政府是两种基本的经济体制，二者各有所长各有

所短。市场与政府作为配置资源两种基本方式，在

混合经济体制下，二者通过各自的运行机制交互作

用，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的流动方向和程度，进而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产生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与否，从根本

上受制于市场与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协同程

度。因此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源动力是

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协同性。

二、决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驱动因素识

别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受制

于三组因素的影响 ：劳动—经济产出的转化（劳动

生产率）、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产出分配率）

和劳动力—人口的转化（劳动参与率或就业率）。

一般情况下，一定时期内一个部门居民收入状况如

何，首先要看该部门获得了多少经济产出 , 这样的经

济产出中劳动又分得了多少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又

在多少人口中分摊。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水平主要

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产出分配率和劳动参与率的三

者大小及其相互关系。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这三个

因素在城乡两大部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决定

和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方向以及程度，

即 ：

劳动生产率因子 ：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

农村部门相对于城镇部门若能使其单位劳动力实现

更多的经济产出（GDP），则将有利于城乡收入差异

收敛。

产出分配率因子 ：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

农村部门相对于城镇部门若能使其经济产出更充分

地转化为居民收入，则将有利于城乡收入差异的收敛。

劳动参与率因子 ：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

农村部门相对于城镇部门若能使其劳动力外流带动

更多的人口迁移，则将有利于城乡收入差异的收敛。

上述三个因子的单一或组合作用均会对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而这三种机制能否顺利

运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状况发挥着

关键作用。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城乡

收入差距收敛机制

  

 （一）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收敛机制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城乡两个部门所表露出

来的种种差异均源于二者在产业布局上的不统一，

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

重要成因。具体地讲，由于农村就业往往对应着农

业产业，城市就业往往对应着工业和服务业产业，

这就直接规定了城乡劳动生产率均衡状况从根本上

取决于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均衡状况。而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均衡状况则取决于三次产业的

资本产出与资本有机构成的相对状况。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的本质属性是产业

之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这就意味着随着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是

必然的，而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农村部门劳动生产

率的不断提升。具体地讲，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

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以

及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并进一步促使农村产业衔接更加紧密、分工更为具

体和细致。农业技术进步的加速与分工经济的强化

体现了资本产出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产出

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将推进农村部门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的

收敛。

（二）城乡产出分配率差异收敛机制

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功能性分配（初次分配）和

规模性分配（再分配）两个层次。规模分配是在初

次分配基础上完成的。城乡居民收入中绝大部分是

通过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所以初次分配状况如何必

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二元经济条件

下，城乡居民就业分布的行业差异及其自有生产要

素（居民拥有的劳动力和资本）结构的差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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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产出分配率存在显著差异。产出分配率的差异

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

报酬占 GDP 比重的提高会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因

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如果能够使农村产

出分配率得到相对提高，则城乡收入差距将会因农

村部门经济总量更为充分地转化为农村居民收入而

缩小。

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劳动力与

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日趋合理，尤其

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农

业（农村）中的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配置状况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农村）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

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也随之得到相应的提高。

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农业（农村）

劳动力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显然，在按要

素分配的经济体制下，要素收入等于要素产出，在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农业（农村）劳动力在产出分配中的份

额就会随之增加，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产出分配的

差异。

（三）劳动参与率差异收敛机制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农村部门存在

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隐形失业现象严重。相对于城

镇部门农村部门实际就业率偏低，赡养系数较高，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如果农村部门相对于城镇部门拥有更高

（至少是相同）的劳动参与率，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将会因农村居民的劳动参与程度的提高而持续缩小

（至少是不再恶化）。从本质上说，劳动参与率是指一

定部门劳动力与人口之间的相对关系，即在劳动力

以及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流动带动

人口同方向迁移的程度。只有当农村人口迁移程度

超过其劳动力转移程度时，农村劳动参与率才能得

以提升。在没有制度性障碍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与

人口迁移之间的相对关系决定于人口迁移的成本收

益比较。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表

现是非农产业大发展以及由此催生的城镇化的不断

推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经

济条件，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

务和城市功能的完善，能够降低人口迁移的成本、

提高迁入人口的收入以及生活质量。这样，劳动力

转移能够更大程度地带动人口迁移，从而提高了农

村劳动力参与率。同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

发展，表现在第一产业方面就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

提高，农业产业链条的纵横拓展，增加了农村劳动

力就地转移，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劳动参与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

展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这种作用是随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合理配置和

流动，在投入产出收敛机制、产出分配收敛机制、

劳动参与收敛机制三种机制单一或组合作用下，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得以收敛。

 为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促进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

入分配不平等创造必要条件。首先，应从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服务

业等三个环节谋求二者的协调发展之路。其次，需

要从确立就业优先的产业调整战略、健全科技创新

体系、完善劳动力市场、优化自主创业环境、促进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良性互动等五个方面来构建

内蒙古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保障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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