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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 对重庆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
 

谢　曼 ,陈仲常 ,刘　彦

(重庆大学 贸易及法律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 , 由此带来各行业劳动就业的变

动 ,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要释放和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中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会吸纳

一些劳动力 ,而一些夕阳产业则要大量财源;第三产业总体上说发展潜力巨大 ,被视为吸纳劳动力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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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劳动就业问题涉及到人民生活水平 、经济增长以及政

治稳定等重大问题 ,加上我国就业改革处于非常时期 , 所

以对我国加入WTO 后对其影响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国

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在 1999 年认为 , 中国加入WTO , 每

年可增加 1 200 万个就业岗位;国内有人认为 , 加入WTO

后 ,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会增加 2.94 个百分点 , 由此带

来 2 400 多亿元的产值和 1 176 万个就业机会增加;但也

有研究机构认为 ,加入 WTO 会减少 1/ 4 的就业机会。笔

者将通过具体产业与行业的状况来分析加入 WTO 对重

庆市劳动就业的影响。

1　重庆劳动就业的现状分析

2000年 , 重庆市总人口 3 091.09 万人 , 从业人员

1 695万人 ,城镇失业登记率为 3.5%, 农村劳动力 1 342

万人 ,按劳平耕地 6 亩计算 ,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 944 万 , 其

中已转移到二 、三产业的有 383 万 , 市内和市外务工经商

转移 320万 ,实际剩余劳动力有 240 万。从近几年的统计

资料来看 ,重庆市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农业(仅例举 2000

年所占比重 ,下同。 53.4%), 社会服务业(14.8%), 制造

业(9.9%),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7.6%), 建筑业

(6.3%)。加入WTO 对这些行业的影响将直接关系到重

庆市的劳动就业。

2　加入WTO对重庆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一国贸易结构和它的成本结构及

要素禀赋条件存在内在联系。从我国农业经济部门看 , 要

素禀赋优势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 , 所以出口以劳动投入

密集型农产品为主;要禀赋劣势是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 所

以进口以土地投入密集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但重庆市不

论是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

生产与全国比较都不具优势。表 1用 8种农产品的“生产

集中度指数”(该产品在该地方播种面积除以全国人均播

种面积的比值)进行了地区比较。图 1 表示了加入 WTO

对我国各省区农业的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 , 加入 WTO 后 , 重庆市将面临大

宗农产品进口的冲击 ,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张效应

却较小。

重庆市是大城市 、大农村 ,但不是大农业 ,主要农产品

在全国的比重一般占 2%左右 , 但人口占全国的 2.5%。

加入WTO后 , 国外有竞争力的粮食等农产品将替代重庆

部分不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同时可能在国际市场的压

力下 , 压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 ,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 特

别是黔江 、万州一些边远地区。粮食进口配额一般为 4%

～ 5%,如果重庆市按 3%的粮食进口计算 , 同比减少的就

业机会为 15 万个 ,与此同时 , 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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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 ,在国外优质产品的竞争下 ,对技术和技能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因此 ,第一产业的就业将面临数量减少和素质

要求提高的双重压力 , 为我市农村开发就业和库区移民提

出了新课题。

表 1　农产品生产集中度的地区比较(1997 ～ 1999 年)

地区
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 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

粮食 油料 棉花 糖料 平均 蔬菜 水果 肉类 水产品 平均

东部

中部

西部

重庆

0.84

1.57

1.08

0.96

0.60

1.52

1.26

0.56

0.43

0.89

2.45

0.01

1.54

1.26

1.18

0.04

0.97

1.65

1.91

0.39

1.45

1.01

0.60

0.85

1.39

0.67

0.90

0.37

1.16

1.20

0.86

0.95

2.00

0.47

0.08

0.17

1.5

0.84

0.61

0.58

图 1　加入 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省区分布图

　　根据以上分析 ,重庆市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经济欠发达

农村地区 ,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将变得异常突出。由于加

入WTO 后增加的就业岗位在二 、三产业 , 相对有利于城

市就业 ,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农村剩余劳

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不可避免 ,如果不及早采取对应措

施 ,有可能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加入WTO对重庆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

加入WTO ,降低关税 , 开放市场对重庆市制造业的压

力 ,必须视各个不同制造业产品是处于出口或进口状况而

定。对于处于出口状况的产品 ,也就是重庆市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 ,降低关税 、开放市场并不会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

真正会带来竞争压力的是目前处于进口地位的制造业。

从近两年重庆市海关进出口商品分类总值的统计资

料来看 ,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车辆 、航空器 、船舶及运输设

备(仅以 2000年占出口总值的比例为例 , 下同。 40.6%),

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产品(13.2%), 贱金属及其制品

(11.6%),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10.4%), 机电 、音像设备

及其零件 、附件(8.4%);进口则主要集中在机电 、音像设

备及其零件 、附件(仅以 2000 年占进口总值的比例为例 ,

下同。48.1%),车辆 、航空器 、船舶及运输设备(14.7%),

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产品(14.2%)。

纺织 、服装 、初级的电子和机械设备产品 、车辆 、航空

器 、船舶及运输设备等是重庆的出口强项 , 而且这些产业

的成就是在面临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比较高的

关税水平的条件下取得的。加入 WTO 之后 , 发达国家以

及其它和我们缔约的发展中国家 ,都将降低针对我们的制

成品的进口关税。这些生产部门将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

当然 , 为了继续保持现有的优势 ,进一步挖掘潜力 ,必须继

续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 , 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 , 更加自

觉地以国际惯例来改进经营水平 。

加入WTO以后 , 重庆真正会面临竞争压力的是目前

处于净进口状态的制造业。比如高科技的通讯 、电子 、生

物制品 , 资本密集的汽车精密仪器等。这类制造业通常资

本 、技术密集 ,是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加入 WTO对重庆工业就业有突出影响的行业是:

(1)煤炭工业。因为重庆不是传统的煤炭出口基地 ,

不具备煤炭出口的条件和设施。而且重庆煤炭已是一个

夕阳产业 , 可以预测加入WTO 以后还会释放出 3 万多的

富余职工。

(2)冶金工业。冶金工业作为重庆市工业的支柱产

业之一 , 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冶金行业也是

重庆的一个薄弱行业 , 无法与国际国内大型钢铁企业抗

衡。发达国家的钢铁企业和国内部分钢铁企业由于采用

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 , 平均每人每年钢铁产量

可达 660 吨。按此劳动率进行推算 , 重庆市现有的钢产量

只需安排 2 700 人即可完成。尽管几年的国企下岗分流

改革已使冶金行业共减少了 3 万多人 , 但加入WTO 后还

会减少 3 万个就业机会。

(3)汽车 、摩托车工业。虽然重庆的汽车 、摩托车产

量和出口量占全国很大比重(1999 年底 , 产量占全国的

11.8%, 出口占 50%), 但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差距很大。

到 2000 年末 , 重庆 15 家汽车支柱企业生产车辆 24.6 万

辆 ,而日本大发公司年产汽车 90 万辆 , 职工人数仅为

6 000名。按此标准进行计算 , 重庆现有汽车产量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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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00人就足以完成生产 ,而仅长安公司一家就有员工 2.5

万名。因此 ,很可能出现汽车工业新一轮的下岗失业高

峰。

(4)船舶 、兵器工业。目前来看“盘子” 太大 , 军品任

务不足 , 只能满足 20%左右的生产量 , 可以预见 , 这些企

业在“十五”期间要加大改革力度 ,仍要走兼并 、破产 、减员

增效的道路 ,加入WTO后将减少 3～ 5 万个就业机会。

(5)机械工业。重庆是全国的机械工业基地之一 , 但

集约化 、专业化水平低 , 生产集中度低 ,是具有高成长性和

较大市场空间而又缺乏技术优势的产业。支持农业现代

化的农业机械 、工程机械 、建筑机械的发展 , 利用外资 、引

进先进设备及工艺 ,扩大生产规模 , 提高产品档次 , 增加出

口 ,使重庆市重新成为全国现代机械制造业的基地。这将

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

(6)纺织工业。 重庆市纺织工业的出口值为 1.4 亿

美元 ,占重庆出口比重的 16%。加入 WTO 从整体上给全

国纺织工业带来了一些福音 ,沿海纺织业经过几年前的压

锭改造 ,竞争力大大提高。重庆纺织业如果在短期内不能

提高竞争力 ,必然会带来纺织工人下岗失业。相反则可能

会带来就业机会。

(7)医药化工工业。 重庆医药工业中低附加值的化

学原料和化学药制剂所占比重较大 ,加入WTO 后将受到

较大的冲击 ,就业人口会有所减少。但是重庆医药工业中

的中医药制剂发展迅速 ,技术含量较大 , 附加值较高 , 且有

一定的优势 ,将会成为重庆市的又一支柱性产业 , 可望在

加入WTO 后增加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8)建筑建材工业。十五计划中 ,重庆市将在建材工

业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 ,开发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及高

档品 , 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生产规模。建筑行业将以集团

化 、专业化 、机械化为方向 ,发展壮大一批集勘察 、设计 、施

工 、装修于一体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因而在加入WTO

后此行业的整体就业水平可望有所增加。

4　加入WTO对重庆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

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在三次产业就

业比重中仅占 26%,如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45%,

就业人口将达到 757 万 , 净增 313 万人就业。加入WTO

后服务业引资有望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从目前重庆市外

商投资企业的产业结构看 , 投向服务业的占 32%。 加入

WTO后金融 、保险 、电信 、商业 、旅游 、外贸 、航运 、建筑 、教

育 、卫生 、出版等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将逐渐加快 , 服务业

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 ,可望拉动吸收外商

投资总额的较大增加。 对此 , 有关专家估计 , 加入 WTO

将会给重庆增加很大的就业机会 ,尤其在服务业领域。在

加入WTO的前 10 年 , 引入国外商业服务 , 增加独资 、合

资商业服务业 , 开放零售批发市场 ,发展传统的商业服务

业 , 将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第三产业的金融保险业

及其他服务贸易将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着假日经济

的发展 , 已逐步成为重庆的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发展 , 将

带动服务 、交通等行业 , 增加大量就业单位。但第三产业

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 ,计算机运用服务业 , 金融保险业的

就业机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比较高 , 第一 、二产业中调

整出来的劳动力很难在这些行业中就业。

5　对策与建议

5.1　在城镇就业中 ,加快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加快下岗向失业机制的过渡 , 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制

度 , 消除劳动力流动体制性障碍 ,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

围 , 加强社区建设 ,最终建立劳动者自主择业 、企业自主用

人 、市场调节就业的市场导向的就业新体制。

5.2　在农村就业中 ,加快城市化进程 , 积极拓展农村劳动

力就业门路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 大力发展优质农业 、特色农业 、定

单农业 , 增加劳动密集农业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

增加农村劳动力在二 、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通过信息引

导和有序组织 , 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和调节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 、发达地区流动就业;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 , 为

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5.3　加快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计划 , 增加用于专门开发人力资本

的项目;加快教育培训体制改革 ,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 ,

实行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终身教育三教统筹;全面推行劳

动预备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

5.4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

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 加快劳动力市场

信息网络建设 , 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等法律法规建设;建

立与市场就业机制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工资分配制

度;加强劳动监察 ,保证劳动力市场两主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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