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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就业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刘守威

摘   要 ：伴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推进，中国经济面临高质量发展问

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转入质量轨道关乎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本文基于经济质量转型对新疆

就业与产业结构发展质量进行讨论。首先浅析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就业与产业结构研究内涵 ；然后从指

标分析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两个角度对新疆整体就业与产业结构协调程度、结构变动、劳动力吸纳能力

及三次产业内部就业结构具体分布状态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新疆就业与产业结构实际情况给出新疆就

业与产业结构发展质量提升面临的问题 ；最后从不同视角切实给出提升新疆就业与产业结构发展质量的

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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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运行状

态并不是单就质量问题研究而推

进，而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对

于国家经济的要求，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解决途

径。同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是我国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

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无法脱离

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其中最主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协调性问题 ；另一方面，实

现微观层面有活力、宏观层面调

控有度，作为连接微观和宏观的

中观结构问题尤为重要。从产业

与就业的关系上讲，产业发展带

动就业结构转变，就业结构合理

分布又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种协调关系是经济健康平稳发

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处理好产业

部门与就业结构之间协调关系对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具 有重

要现实意义。新疆作为一个少数

民族聚集、开放程度滞后、含有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西北边境，

就业与产业结构质量发展关系到

能否取得最后“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但新疆实行跨越式发展

模式，直接跨越到重工业发展阶

段，导致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

就 业结 构调整。因此，就 业结

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成为新

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动力，伴

随 新疆作为新丝绸之路核心区

建设，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质量问

题的解决 更为迫切，解决 好就

业与产业结构的协调问题，从就

业质量视角带动经济增长的“就

业扶贫”发展方式，将成为新疆

“十三五”时期经济有效转型的

动力之源，同时也为新疆 2020

年实现南疆地区 10 万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任务提供理论指导。

二、新疆就业与产业结构

协调发展质量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为测度就 业与产业结

构协调关系，选取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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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6 年全国与新疆统计年

鉴的就业与产业部分数据，从具

体 测度指标（ 协调系数、Moore

值、劳动生产率）与动态偏离份

额分析两个角度对新疆就业与

产业结构的发展质量出现的问题

进行测度。分析结果如下：指标

分析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具有一

致性，从结构表现上看，新疆就

业与产业结构协调水平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从就业与产业结构

内部分析来看，新疆 整体就 业

水平的良好状况从深层表明新疆

农村就业空间大，劳动力剩余比

例大，就业潜力大，劳动力输出

方面较全国具有竞争力，这是经

济落后的表现。新疆就业的竞争

力优势，并不代表 新疆就业人

员素质技能高、就业渠道广，而

是相对于全国就业水平而言，在

新疆经济低均衡状态下，就业的

饱和度较全国水平较低，剩余空

间劳动力输入可能性大，构成了

经济落后状态下就业的竞争力优

势。第二产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有

待提高，说明第二产业较综合素

质低的第一产业滞留的劳动力无

法实现输入，造成了第二产业越

发展，就业与产业结构偏离度越

大，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远超 就

业调整步伐，差距逐渐扩大，就

业与产业结构协调性无法得到收

敛，进而影响新疆经济高质量转

型发展。第三产业虽然对劳动力

的吸纳能力强，但是产业内部就

业空间处于饱和状态、服务型部

门缺乏创造性，无法扩大 就业

空间，也导致剩余劳动力无法实

现输入，反而具有输出的可能，

产业内剩余劳动力输向第一、二

产业的可能性较大，进而增加第

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导致

劳动力剩余的恶性循环。

三、提升新疆就业与产

业结构协调发展质量的对策

建议

为了更好地处理新疆就业与

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提升新

疆就业与产业结构发展质量，我

们需要从就业制度创新、就业人

员创新、创业视角、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就业与产业结构协调性

的社会关系视角、五大发展理念

角度考虑未来新疆就业与产业结

构发展方向及具体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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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治区实行“就业扶贫”提供

新的发展思路。

（一）就业制度创新视角

无论从何种角度推动就业与

产业结构发展质量，就业制度创

新都是提升就业质量的保障，也

是实施其他政策与措施的基础，

就业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从就业在

产业中分布的宏观角度实施，整

体引导各产业内部就业人数与就

业岗位的有效配置，同时宏观制

度创新对其他部分外部正向效应

明显，不仅以就业带动产业结构

优化，并且统一部门资源有效分

配与利用，带动整体经济健康有

效发展 ；真正发挥制度作用的是

微观就业制度创新，微观层面制

度创新设定主要包括就业人员素

质创新培训、就业通道的高效布

局、就业岗位的协调合理配置。

就业人口素质的提升是促进高质

量就业的基础，是剩余劳动力获

取就业机会的资本 ；就业通道布

局是从就业外部环境而言的，扩

充就业绿色通道，对减少就业压

力，提升各产业内部就业有效输

入具有重要意义 ；就业岗位是关

乎整个产业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

保障，实现就业岗位与就业人员

素质、就业人数的信息的双向透

明，对实现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就业人员创新、创业

视角

随着经济质量的提升和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需求

逐渐减少，特别是新疆粗放型经

济的进一步转型，致使剩余劳动

力进一步增加，面对这样的经济

转型模式，应积极发挥剩余劳动

力的主观能动性，自发地进行创

新创业，就业保障部门应对创新

创业人员提供创业的良性环境，

提供创新创业的意识、技能培

训，进而保障创新创业的质量 ；

对于创新创业个体应不断提升自

身在专业技术技能方面的素质，

以满足创新创业的客观需求。对

于新疆南疆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

动力，综合素质技能较差，不能

满足创新创业的要求，应充分发

挥当地特色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

优势，包括和田棉花种植、特色

杂交毛驴养殖、大枣种植、杏干

附加产品生产、特色毛驴肉食品

的生产等，以低端绿色产业实现

基层农产品创业，促进就业岗位

的基层化 ；同时 , 乡村旅游对于

农村低素质技能的就业人员而言

是一个良好的创业机会，充分利

用国家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利

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开展农

村农家乐服务，实现足不出户的

创业模式，在实现自身就业的同

时，也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进而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困

难的问题。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

就是提升经济质量，重新合理配

置劳动力在产业结构中的分布，

调整各产业部门劳动力剩余或者

劳动力短缺的不合理布局。具体

应对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输

出问题，扩大第二产业内部的劳

动力吸纳能力，重组第三产业内

部空间，扩充就业岗位，为吸收

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动力。

去产能运用到就业问题上，是指

新疆农村综合素质技能较低的就

业人数不断增加，即农村人口自

然生长率较高，对就业产生较大

压力，剩余劳动力基数产能过剩

问题，就是要解决低素质技能人

员的合理安置与劳务对外输出问

题，在控制人口数量在合理区间

变动的同时，要提升人口质量，

进而为劳动力的有效输出奠定基

础。去库存指对于三次产业内部

无闲置就业人员、不合理就业岗

位设定的去除，实现就业与产业

结构高效对接。去杠杆指就业人

员在获取就业资源时摆脱第三方

人员的控制，严厉制止收取大额

中介费用，使就业人员获取平等

就业机会、对于工薪杠杆应充分

发挥优势作用，利用合理薪资设

定、薪资有效发放等要素调动就

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降成本在

就业问题中具体指降低岗位招聘

成本、就业人员培训成本、劳动

力获取就业资源成本，归根结底

是要提升就业人员素质技能，提

供就业良好制度保障。补短板是

指实行就业制度创新，有效处理

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失调问题，实

行剩余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对

存在创新创业想法的就业人员提

供创新创业平台，精准帮扶有效

创业，高质量创业，提升就业人

员之间创新意识带动作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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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创新创业基础，最终提升就

业质量。

（四）就业与产业结构协调

性的社会关系视角

传统研究就业与产业结构的

协调性主要在三次产业如何具体

吸纳劳动力、如何扩大就业空间

等具体问题，但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环境下研究就

业与产业结构的社会关系尤为重

要，处理就业与产业结构的社会

关系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环境，摆

脱研究具体问题而固化的思想，

基于研究就业与产业结构的目的

在于提升经济体系质量，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具体落脚点是

以人为本，劳动力不仅以生产资

料的方式存在，而且应以就业与

产业关系的最终受益人身份存

在。从社会网络关系视角对就业

结构进行分析，不仅扩充了人力

资本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社会

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有效 对

接关系意义重大，对于新疆 少

数民族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网络关系十分密切，奠定了基于

社会网络关系获取多渠道就业

基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

络关系外，就业渠道与就业平台

之间，就 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

间，三次产业之间、涉外行业与

就业之间等一系列社会网络关

系统一可以作为扩充就业平台、

增加就业通道的社会资本，借此

社会网络关系有力扭转就业与产

业结构间严重失调问题，摆脱传

统就业观念，获取新时代就业理

念与就业途径。

（五）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对于新疆就 业与产业结 构

协调性陷入瓶颈区间、变动幅度

不同步、提升竞争力优势问题，

可以构建创新与协调两大就业发

展理念。首先 , 要实行产业内部

创新，创建就业岗位，推动剩余

劳动力产业内输入 ；实行就业制

度创新，不断提升就业效率和质

量，缩小就业结构滞后产业结构

的幅度 ；还要鼓励和帮扶剩余劳

动力创新创业，减少就业压力，

提升就业素质。其次 , 要协调产

业间、产业内部与就业结构的平

衡性，产业间要控制劳动力不合

理的输出或输入，产业内要依据

劳动、资本与资源行业类型，协

调就业人数分配，实现就业与产

业结构合理配置，提升整体就业

产业质量 ；对于不平等就业、贿

赂性就业输入、岗位与人员素质

不匹配问题，可以引用绿色就业

发展理念。从绿色角度对就业输

出通道和就业分配制度上给予规

定，构建绿色就业通道、绿色岗

位配置的新型就业管理理念，解

决就业机会不平等问题 ；对于剩

余劳动无法输出，就业与产业间

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构建开放

与共享发展就业理念。开放劳动

力思想，不断吸纳与共享就业技

术技能，提升劳动力自身综合素

质，解决劳动力素质与新型产业

无法匹配的矛盾，实现剩余劳动

力有效输出。开展劳务境内外输

入与输出，促进技术技能交流，

缓解区域内就业压力。实现产业

间与产业内部就业人数与行业岗

位信息透明，及时实现剩余劳动

力分配，提升就业效率，整体促

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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