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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 经济开放、
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促进了区域就业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抑制了区域就业产业结构

优化; 国际贸易、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促进了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大; 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引起的技术

进步抑制了区域就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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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uilt panel data model to research the impact of opening economy，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western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Opening economy，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promot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employ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mproving of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suppresses regional employ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the improving of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dvances in technology caused by open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suppresses regional employment structure op-
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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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 “一带一路”战略背

景下，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西部地区 “十三

五”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就业是最

大的民生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强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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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劳动

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今后

就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思路、新视角、新要求，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推动区域

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

地区应该以就业为抓手，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在调结构、促转型、谋发展的过程中拉动就

业的增长，“乐业”而后 “安居”，更好地分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逐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区域发

展的差距。
在经 济 新 常 态 背 景 下，西 部 地 区 如 何 借 力

“一带一路”战略及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协调好

经济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以及经济增长

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重大

问题。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西部大开

发以来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就业结构

的影响，以期为今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就业问

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2 文献述评
“就业与增长”是经济政策中的重要话题。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外学者对就

业问题研究的重点逐步由依靠扩大投资、增加消

费等促进就业转移到从经济开放或金融发展的视

角研究劳动力就业问题。
对经济开放与劳动力就业的研究，国外学者

主要是从国际贸易和 FDI 两个视角研究，如 Green-
away［1］、Nigel Driffield［2］、Ｒhys Jenkins［3］、Nun-
nenkamp［4］。贸易引致型就业问题是中国对外贸易

发展过程面临的一个阶段性问题［5］，同时贸易自

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 “结构”性矛盾［6］，贸

易顺差的就业效应呈现倒 U 型特征。FDI 对中国经

济的显性的影响表现在增长和就业两个方面［7］，

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特

征，基本呈现出“东、中、西”和 “二、三、一”
的格局［8］。另外，贸易开放是带动中国非正规就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9］。
目前对金融发展已有的研究很少直接涉及一

国 ( 或地区) 的就业结构，较多的是偏重金融发

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或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劳

动力能否在产业间有效配置、就业结构是否逐步

趋向合理，则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

调整。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有“供给主导”型观点［10］、 “需求遵从”型观

点［1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关系［12］

等三种观点。国内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分析金融发

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3 － 15］，金融发展对就业的

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金融干预方面和私人

部门信贷［16］。
经济开放对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国际贸易和 FDI 两个途径，经济开放会引起区域需

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产业结构，

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优化配置，同时国际贸易

和 FDI 引起的技术进步也会通过就业的 “创造效

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对劳动力就业产生

重要影响［17］。金融发展对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主

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金融发展对就业的直接影响;

二是金融发展对就业的间接影响，即通过资金集

聚与导向提供激励，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推动经

济增长［18］，从而促进就业的途径来实现; 三是金

融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19］。
综合来说，现有文献对经济开放、金融发展

与区域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较少，主要侧重于经

济开放或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以及技术进步对区域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

鲜有研究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对区域就业结构就

业变迁的影响。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将经济

开放、金融发展与就业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研

究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变量界定

( 1) 被解释变量。区域就业结构 ( ＲES ) 用

区域就业产业结构和非正规就业比重测度。区域

就业产业结构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 EF) 、第二产

业就业比重 ( ES) 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 ET) 三

个指标衡量，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就业结

构会呈现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

产业就业比重逐步上升的 “配第 － 克拉克现象”。
非正规就业由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部门的非正

式就业构成［9］。西部地区存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

力，其中包括返乡农民工和需要就地转移的务工

人员，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是吸纳富余劳动力就

业的重要载体，对实现地区充分就业发挥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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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20］。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特点和数据可

得性，非正规就业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之

和占就业比重测度。
( 2) 解释变量。
①经济开放。考虑经济开放的范围与结 果，

区域经济开放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

个方面［21］，分别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开放度衡量。
其一，外贸依存度 ( TＲ) : 区域经济开放与否

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国家 ( 地区) 的商品和服务贸

易，因此选 取 “外 贸 依 存 度”即 进 出 口 总 额 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
其二，外资开放度 ( FDI) : 国际投资和国际

金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用 “对资开放

度”作为衡量国际投资开放度的指标，外资开放

度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当期 GDP 的比重。
②金融发展。从 “规模”、 “效率”和 “结

构”三个方面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更加科学

合理地研究金融发展与区域就业结构变迁之间的

关系。
其一，金融发展规模 ( FD) 。由于缺乏各省区

金融资产和 M2 的统计数据，因此不能用国际上通

常采用的戈氏和麦氏指标来衡量各省市的金融发

展水平; 同时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

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因此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

总额占 GDP 的比重 ( FD) 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
其二，金融发展效率 ( FE) 。以非国有经济获

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目

前很多研究中的做法，但是基于国有经济在中国

经济中的地位［22］，采用各省区存贷比衡量金融发

展效率，反映金融系统对配置资本的产业部门的

选择和甄别能力。
其三，金融发展结构 ( FC) 。地区金融市场的

发展结构一般用保险密度、人均证券交易额和人

均消费信贷额来间接衡量。选用地区保费收入代

表非金融结构的规模，并定义金融发展结构为各

省区保费收入占当期 GDP 的比重［23］。
( 3 ) 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 ( PGDP ) :

采用剔除价格指数的人均 GDP 表示各个省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 ②技术进步 ( TEC) : 技术进步是一

个无形的变量，选择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表示

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 ③工资水平 ( W) : 以各省

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表示; ④政府规

制 ( GI) : 为了更好地反应就业情况，将政府制度

作为控制变量，用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重表

示，来衡量 各 省 区 地 方 政 府 对 经 济 活 动 的 参 与

程度。
3. 2 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于 2002—2014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区统计年鉴。选取内蒙

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

西、甘肃、青 海、宁 夏、新 疆 等 12 个 西 部 省 区

2001—2013 年数据研究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

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与区域就业结构变迁的关系，

以期为西部地区如何运用 “开放”和 “金融”两

方面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同时，

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问题，对各变量数据进行

对数处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Maximum Minimum Std. Dev.

EF 3. 9704 4. 4000 3. 5400 0. 1766

ES 2. 7352 3. 3500 1. 5800 0. 3577

ET 3. 3558 3. 7100 2. 4600 0. 2314

INF 2. 6257 3. 6500 1. 3000 0. 4680

TEC 7. 1664 10. 7401 1. 9459 1. 6004

FD 0. 9280 1. 4878 0. 3367 0. 2061

FE － 0. 3332 0. 0763 － 1. 4579 0. 2713

FC 0. 8251 4. 0200 － 0. 6200 0. 4687

PGDP 9. 4884 11. 1199 7. 9707 0. 6914

W 10. 0244 10. 9643 9. 0180 0. 5223

GI － 1. 3065 0. 2558 － 2. 0083 0. 4838

TＲ － 2. 3259 － 1. 0000 － 3. 3300 0. 4755

FDI － 4. 8919 － 2. 6846 － 7. 3660 1. 0107

3. 3 计量研究模型

首先分析经济开放与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就

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EF、ES、
ET，并加入控制变量 ( PGDP、TEC、W、GI) 研

究西部地区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得到模型

1、2 和 3，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为:

ＲESit = cit + TＲit + FDIit + FDit + FEit + FCit +
controlit + εit

controlit = PGDPit + TECit + Wit + G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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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检验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对区域非正规

就业规模的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模型 4。检验

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对区域非正规就业规模影响

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INFit = cit + TD × TECit + FDI × TECit + FD ×
TECit + FE × TECit + FC × TECit + controlit +
εit controlit = PGDPit + GIit + Wit

最后，检验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

效应对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也就是分析经济开

放与技术进步交叉项 ( TＲ × TEC、FDI × TEC) 、金

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交叉项 ( FD × TEC、FE × TEC、
FC × TEC) 对区域就业结构 ( EF、ES、ET) 的影

响，并加入控制变量 ( PGDP、W、GI) 研究经济

开放和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对区域就业结构

( EF、ES、ET) 的影响，得到模型 5、6 和 7。检

验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对区域就

业结构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ＲESit = cit + TD × TECit + FDI × TECit + FD ×
TECit + FE × TECit + FC × TECit + controlit +
εit controlit = PGDPit + GIit + Wit

4 实证分析
4. 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运用 LLC 检验、IPS 检验、Fisher-ADF 检验和

Fisher-PP 检验四种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

性检验。

表 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LLC IPS ADF PP

EF － 7. 22956 ( 0. 0000) － 4. 95266 ( 0. 0000) 64. 9732 ( 0. 0000) 88. 1728 ( 0. 0000)

ES － 4. 84453 ( 0. 0000) － 2. 19728 ( 0. 0140) 37. 3819 ( 0. 0401) 40. 6421 ( 0. 0182)

ET － 10. 0769 ( 0. 0000) － 4. 83236 ( 0. 0000) 64. 2879 ( 0. 0000) 72. 1174 ( 0. 0000)

INF － 11. 7234 ( 0. 0000) － 5. 84854 ( 0. 0000) 73. 6153 ( 0. 0000) 103. 201 ( 0. 0000)

FD － 6. 16332 ( 0. 0000) － 2. 82551 ( 0. 0024) 41. 8727 ( 0. 0133) 33. 8884 ( 0. 0167)

FE － 7. 70191 ( 0. 0000) － 3. 21153 ( 0. 0007) 47. 3805 ( 0. 0030) 55. 6210 ( 0. 0003)

FC － 11. 6570 ( 0. 0000) － 6. 25742 ( 0. 0000) 76. 7977 ( 0. 0000) 129. 701 ( 0. 0000)

TＲ － 10. 2406 ( 0. 0000) － 4. 72698 ( 0. 0000) 62. 8897 ( 0. 0000) 95. 3052 ( 0. 0000)

FDI － 10. 5130 ( 0. 0000) － 5. 97347 ( 0. 0000) 74. 0415 ( 0. 0000) 104. 835 ( 0. 0000)

PGDP － 5. 99829 ( 0. 0000) － 4. 07767 ( 0. 0000) 54. 9459 ( 0. 0003) 54. 9059 ( 0. 0003)

TEC － 7. 01495 ( 0. 0000) － 3. 14832 ( 0. 0008) 45. 8213 ( 0. 0047) 61. 6730 ( 0. 0000)

W －10. 9404 ( 0. 0000) － 6. 83428 ( 0. 0000) 85. 9853 ( 0. 0000) 174. 897 ( 0. 0000)

GI － 8. 98011 ( 0. 0000) － 4. 27555 ( 0. 0000) 57. 2084 ( 0. 0002) 78. 6674 ( 0. 0000)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 EF、
ES、ET、 INF、FD、FE、FC、TＲ、FDI、PGDP、
TEC、W、GI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

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原序列是平

稳的，这样就确保面板数据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

长期的均衡关系。
4. 2 面板模型检验

在检验面板数据平稳性之后，利用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检验结果

表明模型 4 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 1、2、3、

5、6、7 为混合模型。
4. 3 结果分析

在确定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后，采用 Eviews 6. 0
软件，分别对混合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 1) 经济开放。国际贸易促进了第一产业就

业比重的增加，抑制了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

但效果不显著，同时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力向第三

产业流动，增加了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 FDI 可以

有效促进区域就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使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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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比重逐步降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流向

第二、三产业。
( 2) 金融发展。金融规模的扩张有效促进了

区域就业产业结构优化，使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

步降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流向第二、三产

业;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区域就业产业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了第一产业

就业比重的增加，抑制了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的增加; 金融发展结构对区域就业产业结构影响

不显著，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第一、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促进了第

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但不显著。
( 3) 控制变量。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

地区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逐步上升，劳动力逐渐由农村

流向城镇; 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就业创造效应要

远小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冲击效应，技术进步促进

了农业就业比重的增加，抑制了非农产业就业比

重的增加; 政府规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部

地区就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说明西部地区

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

产业就业结构的优化，这为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

转型中如何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抑

制了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劳动力呈

现了“逆向”流动，呈现了农民工 “返乡潮”，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

的流动。

( 4) 非正规就业规模。国际贸易对非正规就

业存在一定的带动效应，为非正规劳动力创造就

业机会，但效果不太显著。FDI 对非正规就业产生

抑制作用，抑制了非正规劳动力在城镇私营和个

体单位的就业，这也说明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吸

纳与城镇私营和个体单位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对非正规就业由一

定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

促进非正规劳动力的就业。随着区域经济规模的

扩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加

大，非正规就业规模会显著地增大，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正

规劳动力的就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就业结构不断优

化，并伴随着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

必然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源泉。值得注意的

是 FDI 规模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劳动力

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使第一产业的

就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就业比重上升，但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正规就业比重的上升，随着

外资规模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区域就业

结构的优化，这种就业结构的优化是建立在非正

规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的基础上的。随着金融发展

结构的优化，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三产业向第二

产业流动，但金融结构发展不合理，非金融机构

势力、非国有金融势力相对较小，金融竞争促进

金融发展的局面没有形成，抑制了劳动力流向城

镇私营和个体单位，使非正规就业比重下降。

表 3 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 5. 428651＊＊＊

( 14. 91704)
－ 0. 598390

( － 0. 649745)
2. 273945＊＊＊

( 4. 622869)
－ 3. 630888

( － 1. 287892)

TＲ 0. 015013
( 0. 851714)

－ 0. 030388
( － 0. 681207)

0. 067746＊＊＊

( 2. 843417)
0. 100907

( 1. 391921)

FDI － 0. 054893＊＊＊

( － 6. 840361)
0. 077226＊＊＊

( 3. 802710)
0. 076375＊＊＊

( 7. 041306)
－ 0. 041276

( － 1. 192213)

FD － 0. 488955＊＊＊

( － 9. 294559)
1. 048942＊＊＊

( 7. 879148)
0. 416096＊＊＊

( 5. 851869)
－ 0. 132058

( － 0. 630983)

FE 0. 199171＊＊＊

( 5. 084492)
－ 0. 222755＊＊

( － 2. 247072)
－ 0. 344118＊＊＊

( － 6. 499351)
0. 471192＊＊＊

( 2. 667160)

FC － 0. 004858
( － 0. 256365)

0. 051812
( 1. 080365)

－ 0. 001239
( － 0. 048370)

－ 0. 022810
( － 0. 2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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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GDP － 0. 363972＊＊＊

( － 10. 26756)
0. 599354＊＊＊

( 6. 681155)
0. 472861＊＊＊

( 9. 869016)
0. 376781＊＊

( 2. 373025)

TEC 0. 054129＊＊＊

( 5. 640822)
－ 0. 100248＊＊＊

( － 4. 128164)
－ 0. 107390＊＊＊

( － 8. 279812)
0. 203027＊＊＊

( 4. 097429)

GI 0. 219644＊＊＊

( 0. 219644)
－ 0. 578770

( － 4. 665120)
－ 0. 254246＊＊＊

( － 3. 836929)
0. 699043＊＊＊

( 3. 019035)

W 0. 217951＊＊＊

( 3. 669965)
－ 0. 316668＊＊

( － 2. 107048)
－ 0. 292889＊＊＊

( － 3. 648777)
0. 246497

( 0. 785031)

F 52. 92542 28. 06563 48. 73460 7. 945890
Ｒ2 0. 765397 0. 633709 0. 750261 0. 540688
D. W 2. 105082 2. 027347 1. 910226 0. 393485
N 156 156 156 156

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对区域就业结构产生影响

的重要途径就是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进而改变

产业结构，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通过

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交叉项检验经济

开放、金融发展对区域就业结构的技术进步效应，

见表6，表6 只列出交叉项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国

际贸易、FDI 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引起的技术进

步可以有效地促进区域就业结构的优化，也就是促

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金融发展效率的

提高引起的技术进步抑制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阻碍了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随着金融

发展结构的不断优化，也就是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

竞争的不断提升，适宜的金融结构不断满足不同产

业和企业的融资需求，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在动员

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从而促进

技术进步，提高了第一、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仍亟待提高。

表 4 经济开放、金融发展对区域就业结构的

技术进步效应检验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TＲ × TEC － 0. 005214＊＊

( － 2. 335868)
0. 009598*

( 1. 655522)
0. 017822＊＊＊

( 5. 910950)

FDI × TEC － 0. 009529＊＊＊

( － 8. 760469)
0. 013360＊＊＊

( 4. 729744)
0. 011639＊＊＊

( 7. 922355)

FD × TEC － 0. 039132＊＊＊

( － 5. 983443)
0. 077400＊＊＊

( 4. 557112)
0. 028376＊＊＊

( 3. 212366)

FE × TEC 0. 015553＊＊＊

( 2. 665421)
－ 0. 000972

( － 0. 064166)
－ 0. 034099＊＊＊

( － 4. 326794)

FC × TEC 0. 004211
( 0. 925709)

0. 000270
( 0. 022857)

－ 0. 009630
( － 1. 567310)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 1) 国际贸易促进了第一、三产业就业比重

的增加，抑制了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 FDI、
金融规模的扩张有效促进了区域就业产业结构优

化;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区域就业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发展结构对区域

就业产业结构影响不显著。
( 2) 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就业结

构逐步优化; 技术进步对就业创造效应要远小于

技术进步对就业冲击效应; 政府规制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西部地区就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工资水

平的上升使劳动力呈现了 “逆向”流动。
( 3) 国际贸易对非正规就业存在一定的带动

效应。FDI、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对非正

规就业由一定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

可以显著地促进非正规劳动力的就业。
( 4) 国际贸易、FDI、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和

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引起的技术进步抑制了区域

就业结构的优化; 金融发展结构的不断优化，提

高了第一、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但第三

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仍亟待提高。
5. 2 政策建议

继续加大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优化投资环

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优

化金融发展结构而非盲目扩大金融发展规模有利

于西部地区就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非正规就业

人数的稳步增加; 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市场化改

革进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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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

资源配置体系; 努力减少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对地

区就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处理好西部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劳动力产业间配置的关系，在

资本广化部门发挥低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立

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科学合理选择劳动密

集型产业，资本深化和技术升级行业的选择必须

兼顾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均衡，在工业化

进程中逐步消除或规避 “去制造业化”的现象，

着力发展技术 － 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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