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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扩大就业的根本在于产业发展,产业和就业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石,二者良性互动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

长。为研究芜湖市产业发展与就业协调关系,定量分析其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变趋势,并采用就业

弹性系数和结构偏离度指标量化二者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弱,就业存在

隐性失业;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高于安徽省、苏浙沪乃至全国水平,是接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第三产

业拉动作用明显,但其承接转移劳动力能力仍有欠缺。为更好促进芜湖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应促进第一产业升级、降低第二产业排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更充分就业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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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长三角是

其中发展最快、最活跃区域之一,但各地区由于产业

结构不同,经济发展亦呈现区位差异性。芜湖市作为

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城市之一,在G60科创走廊中

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在促进我国沿江产业升级发展中

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客

观要求,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就业指标是一体两

面。芜湖市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积极谋划布局未来

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与长三角城市、G60科创走

廊城市的对接合作。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化不仅能实

现经济良性发展,还能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合理

分配[2]。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就对经

济增长与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各国国情不同,奥
肯定律也出现失灵现象,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产
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中国,奥肯定律

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现状[3]。配第-克拉克定理

阐述了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一些学者以

此为依据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力关系。

FalguniP.从经验数据角度分析了印度就业增长强

度,结果表明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和

制度对于适应全球化和印度经济转型至关重要[4]。

Brunow和Hirte从年龄维度重新定义异质性劳动

力,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异质性劳动力对德

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影响进行分析,证实了劳动

力水平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5]。CorneliaV.探
讨了欧盟国家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
果表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趋向于导致生产率的低

增长[6]。
而国内学者有关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

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阐述奥肯定律之

中国悖论,验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一

方面,众多学者从国家宏观层面,采用丰富的研究方

法对经济增长与就业、产业结构关系进行了经验事实

论证。陈桢对1979-2004年GDP增长率与就业增

长率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仅为0.1463,二者

间存在非一致性[7]。王永明运用 VAR模型对我国

1953-2017年经济增长与产业产值和就业数据进行

互动分析,发现产业产值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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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明

显[8]。张玥和张长江引入结构偏离度指标进行分析,
发现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与就业人口

总数间呈反向关系,并认为维持就业增长的关键途径

之一是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均

衡[9]。另一方面,考虑地区差异性,经济学界将研究

视角集中于我国各区域层面,如长江经济带、长三角

地区、皖江城市带、中部各省(湖北、河南、江西、安徽

等)等[10-14]。王晓芳和谢贤君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

一体化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有助于经

济增长,并实现就业均衡发展[15]。以东部发达地区

为研究对象,赵清源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GDP水平

增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分布格局均由“二三一”发
展为“三二一”,且产业结构分布格局变为“三二一”的
时间早于就业结构,但其滞后程度远大于美国和日

本[16]。与之类似,张侠等对1996-2015年安徽省经

济增长与就业关系进行了弹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认为

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作用有限[13]86-91。刘兮等梳

理了2009-2018年安徽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

特征,从关联性和协调性视角对产业与就业结构关系

进行 了 预 测 分 析,发 现 二 者 仍 存 在 相 对 不 协 调

现象[2]34-39。
综上,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互联网为核心

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格局与

资源配置方式,科技革新对就业的影响既有“促进效

应”,也有“替代效应”[17-19]。这就要求加快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与更充分就业协同发展[20]。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

与就业结构关系的研究甚多,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

主,但研究层面集中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带等,对于

各省的研究也倾向于整体视角。事实上,各省内部各

城市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均有差异,而有关此类文

献较少。因此,接下来以芜湖市为例,分析其产业与

就业结构变化特点,并测度二者的协调性,以期进一

步促进芜湖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产业与就

业协调有序发展。
二、芜湖市产业与就业结构现状

2013年芜湖市成为长三角正式成员,2016年长三

角城市群规划将安徽省8个城市纳入其中,芜湖市在

安徽省GDP排名第二,但产业布局与就业结构相较于

长三角城市群中其他竞争力强的地区仍有较大差距。

(一)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变化

从动态视角分析,2019年芜湖市地区生产总值

为3618.26亿元,相较于2013年增长了72.22%,全
省 增 长 了80.30%,均 高 于 苏 浙 沪 等 地 区 (约 为

67%)。从结构指标来看,2019年芜湖市第一产业产

值为146.57亿元,2013年后增速一直在5%以下,而
第二产业产值每年均有增加,但增速逐年放缓。第三

产业与第二产业呈现此消彼长态势,“十二五”到“十
三五”期间,第三产业产值增长幅度较大,2015年开

始二者产值与比重逐年靠近,2018年比重已非常接

近,在2020年实现反超,第三产业比重为48.07%,
相较于“十二五”末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依然远低

于全省(50.82%)、苏(51.25%)、浙(54.03%)、沪
(72.74%)的水平。从横向城市比较来看,选取长三

角城市群四个主要城市,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进行

测度(见表1),结果显示,芜湖与周边城市南京、合肥

产业结构高度相似,2015年后均高于0.90,与上海的

产业结构相似度2018年前均低于0.9,与杭州的产

业结构相似度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至0.9以下,依
然有较高的共性。总体而言,芜湖市产业结构变化正

逐步趋向合理化。
表1 芜湖与长三角主要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年份 芜湖—合肥 芜湖—南京 芜湖—上海 芜湖—杭州

2013 0.983 0.895 0.813 0.955

2014 0.985 0.883 0.802 0.958

2015 0.995 0.926 0.848 0.948

2016 0.994 0.929 0.840 0.925
2017 0.992 0.930 0.855 0.906

2018 0.972 0.968 0.918 0.888

2019 0.967 0.963 0.902 0.858

  (二)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变化

根据芜湖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年第一产业

就业人数为113.1万人,占比高达62.11%,而24年

后这一数字下降为21.75%,就业人数下降为48.3
万人。1995-2019年间第二产业占比波动上升,但
幅度并不大,仅增长54.46%,而第三产业则呈现快

速增长趋势,2016年开始基本稳定在50%左右,是

1995 年 的 三 倍 左 右,其 就 业 比 重 低 于 上 海

(72.64%),却高于全省(40.51%)、江苏(42.12%)、
浙江(43.97%)乃至全国(47.40%)。从地区劳动力

集中度区位商指标测度来看,芜湖市第一产业区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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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表明其劳动力集中度低于安徽省,而第二、三
产业均大于1,说明该产业地区劳动力集中度超过全

省水平。芜湖市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20世纪90年

代的“一二三”模式转变为21世纪初的“一三二”模
式,2005年后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开始实现反超,逐
步形成“三二一”的格局,具体如图1所示。劳动力结

构虽与产业结构趋势吻合,但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并不

均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反差较大,存在

较多剩余劳动力,而第二产业则表现出吸纳劳动力不

足的特点。

注:2020年三次产业就业数据不全,下同。

图1 芜湖市就业结构变化

(三)产业与就业内部结构变化

就具 体 产 业 产 值 而 言,2019 年 工 业 产 值 为

1392.53亿元,占比38.49%。服务业中住宿餐饮业

产值占比最低,批发零售业产值比例最高且增长最

快。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其中2019年采

矿业就业人数相较于2013年增长最快,制造业增长

率为9.78%,电力类就业增长36.12%。2019年第

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就业占比高于现代服务业,其中

批发零售业就业人数最多,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就业人数最

少,仅占就业总数的0.29%。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文
化体育娱乐业等就业人数比重均不超过2%。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比重虽然

较低,在第三产业中增长却是最快的。
从产业与就业关联性比较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

重远远低于其就业比重,2013-2019年期间第一产

业产值占比在5%左右,而就业人数占比为22%左

右。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劳动密集型

行业也存在就业比重高于产业比重现象,吸收劳动力

人数较多。而工业、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

服务业等就业占比均小于其产业结构,是具有一定潜

力的行业(见表2)。
表2 2019年分行业就业与产业结构

产业部门分类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农、林、牧、渔业 4.05 21.76

工业 38.49 21.70

建筑业 10.45 7.18

批发和零售业 10.88 14.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7 8.68

住宿和餐饮业 1.69 5.25

金融业 4.86 1.41

房地产业 5.83 1.97

其他服务业 18.57 17.17

  注:其他服务业包括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

三、芜湖市产业发展与就业协同研究

为深入了解芜湖市产业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协调

关系,接下来从就业弹性系数和结构偏离度等指标量

化分析二者的关联程度。
(一)就业弹性系数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

关系的指标,体现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

力。就业弹性系数为正,说明产业增长能够拉动就业

增长,数值越高,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大。
计算公式为:

ei=
ΔLi/Li

ΔYi/Yi

其中,分母表示芜湖市第i产业的产值增长率,分子

为第i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根据芜湖市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资料,近20年

来第一产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负,第二产业由2001
-2005年的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第三产业平均增

长率始终高于其他产业。2001-2019年就业平均增

长率呈现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变化幅度较大,2006-
2010年达到20.4%,2016-2019年增长率下降到

8.9%。通过弹性系数公式核算,第一产业系数始终

为负,但不断缩小,表明其对就业拉动作用逐步有所

改善,依然较弱;第二产业从2001-2005年的负数上

升至2016-2019年的0.258,产值增长对就业拉动

作用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始终为正,但
有下降趋势,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近年来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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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些产业吸纳了较多 劳动力(见表3)。
表3 芜湖市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变化

指标 产业分类 2001-2005年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2016-2019年

产值平均增长率/%

第一产业 -5.4 -6.5 -2.1 -0.2

第二产业 -0.1 5 1.6 2.3

第三产业 4.7 4.6 3.3 2.4

就业平均增长率/%

第一产业 2.2 5 4.4 3.2

第二产业 15.2 20.4 14 8.9

第三产业 12.3 13 10.8 9.2

就业弹性系数e

第一产业 -2.455 -1.300 -0.477 -0.063

第二产业 -0.007 0.245 0.114 0.258

第三产业 0.382 0.354 0.306 0.261

  (二)结构偏离度

结构偏离度描述的是第i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

的比重与第i产业就业在总就业比重中的差异化程

度。具体公式可表述为:

Hi=
Yi/Y
Li/L-1

Y 表示产值,L 为就业人数。对于流动性强的劳动力

市场,产业与就业长期相互作用将促使二者结构趋

同,因而 Hi 值的大小可初步判定该地区产业与就业

结构均衡状态(如表4)。
表4 结构偏离度取值含义

结构偏离度 二者关系

Hi<0 存在隐性失业状态

Hi=0 处于均衡状态

Hi>0 能吸纳劳动力状态

  第一,三次产业总体偏离度差异较大。将原始数

据代入结构偏离度公式,结果见图2,芜湖市总结构

偏离度均大于0,但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其产业增长

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

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且绝对值逐年变大,反映其

对就业产生的排挤作用较大,有劳动力过剩现象。第

二产业偏离度为正,2011年前数值呈上升趋势,在

2012年开始有所下降,2018年下降至0.7以下,该产

业有吸纳能力,但存在趋弱现象。第三产业结构偏离

度小于零,但绝对值逐年变小接近于0,2019年已下

降至0.040,产业与就业结构近乎均衡状态,大量劳

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

主要部门。利用拟合曲线进一步分析各产业与就业

偏离度关系,随着时间推移第一产业 H 值越来越远

离0,第二产业呈现倒U型分布,经过核算16年后将

达到均衡状态,第三产业H值则呈反J型分布,渐趋

于0。

图2 芜湖市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及拟合趋势线(从左至右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偏离度表现不一。表5计算

结果描述了2013-2019年芜湖市各产业 H值变化

情况,将数据归纳整理得到产业内部 H 值分布状态

(见表6)。数据显示,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均存在劳动力隐性失业,其中农林牧渔业结

构偏离度绝对值从2013年的0.704上升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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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814,有扩大趋势,表明此类行业劳动力有过剩;
传统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则在研究期

间表现出劳动力短缺与过剩交替现象,现代服务业如

金融业等则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2018年

H 值 高 达4.587;工 业 结 构 偏 离 度 从2013年 的

2.394下降至2019年的0.774,就业吸纳能力减弱,
而建筑业 H 值由负转正,产业就业渐趋饱和,其他服

务业(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2013年结构偏离度为

-0.081,而2019年则转变为0.082,表明此类产业

隐性失业现象有所改善,目前其产业增长对就业有一

定拉动作用。
第三,省际比较结构偏离度大同小异。2019年

芜湖市生产总值在安徽省排名第二,占比为9.75%,
仅次于省会合肥市。首先,将芜湖市 H 值与安徽省

和全国进行比较(见表7),分析结果如下:第一、二产

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趋势呈现高度一致性,其中第一产

业 H 值均小于0,且有扩大趋势,即该产业处于劳动

力剩余需转移状态,而第二产业 H 值均大于0,且有

下降趋势,即该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逐渐趋向均

衡;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又存在一些差异,如芜湖

市第二产业 H 值普遍高于安徽省和全国水平,2019
年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表现为 H 芜湖市>0.5>H 安徽省

>H 全国>0,而芜湖市第三产业 H 值为负,与全省、
全国有较大差距,2019年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取值

大小为 H 芜湖市<0<H 全国<H 安徽省<1,可见芜湖市

第三产业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有待提升。
其次,将芜湖市 H 值与长三角中的苏浙沪进行比较

(见表8),这些地区第一产业均存在隐性失业,剩余

劳动力较多,尤其是上海市 H 绝对值约为0.9;苏浙

沪第二产业 H 值趋于0,吸纳就业能力有限,相较而

言芜湖市第二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以

上地区;苏浙沪第三产业 H 值大于0小于0.3,近年

变化幅度不大,其中上海市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趋于

0,基本呈现就业饱和状态,2013-2019年浙江省和

江苏省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基本保持在0.25左右,
对劳动力就业有一定拉动作用,芜湖市与这些地区比

较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
表5 芜湖市内部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部门分类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农、林、牧、渔业 -0.704 -0.790 -0.792 -0.794 -0.804 -0.817 -0.814

工业 2.394 1.677 1.379 1.331 1.266 1.142 0.774

建筑业 -0.000 -0.254 -0.117 -0.146 -0.130 -0.140 0.455

批发和零售业 -0.659 -0.502 -0.452 -0.435 -0.604 -0.599 -0.27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346 2.842 2.955 2.747 -0.668 -0.667 -0.416

住宿和餐饮业 -0.504 -0.851 -0.832 -0.857 -0.652 -0.690 -0.677

金融业 1.200 2.063 3.005 3.286 3.200 4.587 2.454

房地产业 1.141 0.780 0.516 0.706 0.791 1.724 1.965

其他服务业 -0.081 -0.373 -0.164 -0.100 0.201 0.187 0.082

表6 芜湖市产业内部结构偏离度分布状态

结构偏离度变化 就业状态 产业类型

H 值始终为负 劳动力隐性失业 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H 值由负变正再变负 劳动力短缺与隐性失业交替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H 值由负变正 产业与就业渐趋均衡 建筑业、其他服务业

H 正值变小 就业吸纳能力减弱 工业

H 正值较大 就业吸纳能力较强 金融业、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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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芜湖市与安徽省、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

年份
第一产业

芜湖市 安徽省 全国

第二产业

芜湖市 安徽省 全国

第三产业

芜湖市 安徽省 全国

2013 -0.789 -0.693 -0.715 1.236 0.818 0.468 -0.341 0.038 0.218

2014 -0.803 -0.690 -0.707 1.251 0.736 0.441 -0.322 0.050 0.189

2015 -0.792 -0.690 -0.704 1.025 0.603 0.394 -0.214 0.129 0.197

2016 -0.794 -0.702 -0.709 0.982 0.533 0.374 -0.194 0.177 0.204

2017 -0.804 -0.721 -0.723 0.927 0.485 0.418 -0.170 0.211 0.173

2018 -0.818 -0.749 -0.730 0.680 0.439 0.440 -0.027 0.260 0.150

2019 -0.814 -0.744 -0.717 0.682 0.437 0.417 -0.040 0.254 0.137

表8 长三角其他省市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

区域 产业分类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上海市

第一产业 -0.847 -0.841 -0.862 -0.885 -0.891 -0.902 -0.908

第二产业 0.020 -0.022 -0.074 -0.127 -0.078 -0.064 0.107

第三产业 0.040 0.057 0.086 0.112 0.079 0.070 0.001

浙江省

第一产业 -0.663 -0.681 -0.691 -0.677 -0.687 -0.702 -0.680

第二产业 -0.027 -0.016 -0.020 -0.037 -0.040 -0.033 -0.064

第三产业 0.286 0.271 0.262 0.252 0.237 0.218 0.229

江苏省

第一产业 -0.711 -0.712 -0.699 -0.705 -0.720 -0.724 -0.721

第二产业 0.145 0.114 0.089 0.054 0.062 0.056 0.048

第三产业 0.218 0.235 0.234 0.259 0.234 0.225 0.217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综上,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各具特色,产业布局

与就业分布均存在差异性,芜湖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

中的重要城市之一,其第二产业依然占主导地位,近
两年才开始呈“三二一”模式,劳动力分配与产业发展

之间存在背离,第一产业就业占比远高于第一产业总

值比重。传统行业如住宿和餐饮业就业比重下降幅

度较大,具有一定潜力的行业主要是一些现代服务

业。首先利用就业弹性系数分析芜湖市产业与就业

协调关系,发现第二、三产业拉动作用显著高于第一

产业。其次采用结构偏离度指标测度二者的协调性,
结果显示三次产业总体偏离度差异较大,传统产业存

在隐性失业,而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符
合产业发展规律。另外,芜湖市产业与就业结构发展

与长三角其他省市有共性亦有差异性。

(二)对策建议

为更好促进芜湖市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就业结构

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
第一,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延长产业就

业链。第一产业就业占比远高于其产值占比,二者不

均衡现象较为严重,存在隐性失业现象。一方面,适
当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最

大化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如今科技水平发展迅速,
利用当前信息技术,推动农业技术革命,实现传统农

业现代化,吸收消化部分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利用互

联网技术,积极寻找不同产业间的融合点,如将第一

产业与服务业进行组合营销,形成“农文旅结合”、农
产品与电商相结合、第一产业与乡村物流业结合等产

业模式,延长农业上下游链,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促

进农民实效增收。具体而言,调整生产方式,打造“一
村一品”产业,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农业发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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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动力,形成产业与就业协同发展格局,如陶辛镇

荷产业、花桥镇油桃产业、白茆镇现代农业园区、孙村

镇生态白茶观光园等。
第二,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产业互动,强化就业吸

纳力。传统产业在吸收就业方面有限,需利用“科创

+产业”方式让高新技术在产业链条中加入“润滑

剂”,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促使制造业

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为进一步强化芜湖市第二产业的吸纳效应,应大

力发展包括汽车、材料等支柱产业,融入新技术,加强

产业间协同互动,如生产性服务业与支柱产业深度融

合,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双优化。目前来看,芜
湖支柱产业技术水平较低、产业集聚度不高,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就业结构并不均

衡,与支柱产业的互动关系也较弱[1]7-13,需进一步加

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另外,芜湖市“十
四五”规划中设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是产值

在2035年达规模工业总产值的45%。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如智能装备制造、机器人、智能网联汽

车、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等,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新兴产业发展从无到有,不仅能引领制造业高质

量转型升级,还将进一步创造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强
化就业吸纳能力。

第三,优化传统服务,发展现代服务,合理配置劳

动力。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普遍高于第一、二
产业。首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传统服务项目,
打造“互联网+服务”新业态模式,缓解隐性失业现

象。其次,着力发挥交通运输行业长处,芜湖是一座

水陆空联合发展的城市,芜湖港是安徽重要水路交通

枢纽,芜湖是安徽第二个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芜湖

宣州机场于2021年正式通航,水陆空交通的快速发

展尤其是航空产业园建设将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形成

产业与就业结构优化调整合力。最后,进一步放大现

代服务优势,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

明显优势作用,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创新服务方式,引
进高素质人才,综合利用高新技术,推动现代金融与

现代物流、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融合发展,增强现代服

务业市场竞争力。
第四,融入区域合作,加强产业分工,拓展就业新

空间。近年来芜湖市不断扩大“好友圈”,先后融入长

三角城市群、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G60科创走廊

等。2021年上半年芜湖市经济发展在这些区域中表

现不俗,GDP同比增长超过15%,位居前列,其产业

结构与众多核心城市高度相似,这也有助于打破区域

壁垒,发展“飞地经济”,加强区域间分工协作。当前

长三角地区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高依赖

性[21]。“十四五”时期长三角各大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将进一步活跃,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方面的合作

将有所加强。目前区内各城市均形成自身优势产业

集群,如上海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金融服务;杭州

的网络电商平台与信息技术服务;南京的科技创新人

才与软件信息服务;合肥的新型显示器件与集成电路

等。芜湖市本身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如机器人产

业基地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20多家,整体发展态势良

好,全方位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亦将

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区域分工联动发

展,将促进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在整个区

域内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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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ordinationofIndustrialDevelopmentandEmploymentinWuhuCity
ZHOU Wenjun

(SchoolofManagementEngineering,AnhuiInstituteofInformationTechnology,WuhuAnhui241000,China)

Abstract:Thefoundationofexpandingemploymentliesinindustrialdevelopment.Industryand
employmentarethetwocornerstonesofeconomicdevelopment,whosepositiveinteractioncaneffectively
promotetheeconomicgrowth.Inordertostudythecoordinated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ialdevelopment
andemploymentinWuhuCity,thepaperquantitativelyanalyzestheevolutiontrendofitsthreeindustrial
structureandemploymentstructure,andusestheemploymentelasticitycoefficientandstructuraldeviation
indextoquantifythedegreeofcorrelationbetweenthetwo.Theresultsshowthatthegrowthoftheprimary
industryhasaweakroleinstimulatingemployment,andthereishiddenunemploymentinemployment.The
degreeofdeviationofthesecondaryindustrystructureishigherthanthatofAnhuiProvince,Jiangsu,

ZhejiangandShanghai,andeventhewholecountry,anditisthemainsectorthatacceptslaboremployment.
Thetertiaryindustryhasanobviousroleindrivingemployment.However,itsabilitytoundertakethe
transferoflaborforceisstilllacking.InordertobetterpromotetheintegrationofWuhuCityintothe
integrate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YangtzeRiverDelta,itisnecessarytopromotetheupgradingof
theprimaryindustry,reducetheexclusionofthesecondaryindustry,vigorouslydeveloptheabsorptionof
thetertiaryindustry,and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and
fulleremployment.

Keywords:WuhuCity;industrialstructure;employmentstructure;coordinate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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