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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对策研究①

———基于结构偏离度分析视角

陈玉兰
（南通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通２２６０１９）

摘　要：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背后凸显出的人才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协调、稳定、快速发展。本研
究运用“结构偏离度”分析工具，证实了近年来我国人才结构在产业、地区、企业类型以及学历四个维度上的失衡现象。必

须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地区人才市场化流动、增强私营企业对人才的吸纳作用以及合理转变人才培育模式，才能有

效解决我国人才结构失衡问题，扭转“就业难”的困难局面。

关键词：人才结构；就业结构；失衡；结构偏离度

中图分类号：Ｃ９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０９－０４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指出我国人才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国家“十二五”规划

提出，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等

问题突出，人才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将是

“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Ｃｌａｒｋ［１］３９５－３９６认为：随着
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的水平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

动力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

逐渐上升；如果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上升，第三产业国民

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开始上升。针对人才结构和就业

问题，ＦｅｓｅｒａｎｄＫｏｏｃ认为，从国家的产业组合中可以分析
得到大城市的职业需求［２］７８－８２；ＥｌｉｓａＢａｒｂｏｕｒ则从理论上分
析了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３］。国内学者关于

人才结构理论的研究一般包括人才结构的划分、评价与优

化调整三个方面内容。吴中伦［４］、赵光辉［５］等按照各自的

研究需要对人才结构进行了分类；潘晨光［６］９６－９７、毛瑞

福［７］２８４－２８６等人就人才竞争力评价构建了相应的测评体系

与指标；此外，吴江［８］１５２－１５９等人还就人才资源效能的差异

化问题，从学历层次、宏观产业、新兴产业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研究。国内其他学者运用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等分析

工具，从就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互动角度，分析得出基

本一致的结论：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有密切的关联，

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呈现失衡状态［９］。

２０１３年初，大学生就业“最难季”、“史上最难就业年”

等问题引发热议，《２０１３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披露，

２０１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６９９万，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１９

万；毕业生总体签约进程与上届相比明显下滑，本科毕业

生签约率仅为３５％，低于２０１２年同期１２个百分点，硕士毕

业生签约率２６％，高职高专毕业生３２％；学历与就业“倒

挂”、“求职者找不到单位、而用人单位又招不到合适人才”

的现象不断加剧。“就业难”凸显出目前我国存在的人才

结构失衡问题。

一　人才结构失衡的测算与实证分析
根据“赛尔奎因———钱纳里结构变动模式”的基本思

想，借鉴张宇洁［１０］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将结构偏离度模型

做了一般意义上的推广，即：

结构偏离度：Ｓｉ＝
Ｘｉ／Ｘｔ
Ｙｉ／Ｙｔ

－１

总偏离度：Ｔ＝∑｜Ｓｉ｜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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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ｉ表示第ｉ个分类的结构偏离度，其中的 Ｘｉ／Ｘｔ表示
第ｉ个分类下因素Ｘ占总因素Ｘ的比重，Ｙｉ／Ｙｔ表示第ｉ个分
类下因素Ｙ占总因素Ｙ的比重；本研究中的因素Ｙ表示的是
人才数量因素，通过人才的就业结构数据反映；因素Ｘ是可
能存在人才结构失衡的四个方面；Ｔ表示总偏离度系数，是
Ｓｉ的绝对值求和。

根据上述公式，若Ｓｉ＝０，则人才结构在相应分析因素

Ｘ下是均衡的，不存在偏离问题；若 Ｓｉ＜０，则人才供给过
多、绝对数量过大，存在“供大于求”的人才结构失衡现象，

反之则存在人才“供不应求”的失衡状态。

（一）产业人才结构失衡现状分析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我国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

数据进行整理，选择产业为因素 Ｘ进行人才结构偏离度分
析，统计与计算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动情况汇总表

年份
ＧＤＰ产业构成比（Ｘｉ／Ｘｔ） 专业人才产业构成比（Ｙｉ／Ｙｔ） 三大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偏离度

２００５ １２．２ ４７．７ ４０．１ ４４．８ ２３．８ ３１．４ －０．７２７７ １．００４２ ０．２７７１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０６ １１．３ ４８．７ ４０．０ ４２．６ ２５．２ ３２．２ －０．７３４７ ０．９３２５ ０．２４２２ １．９０９５

２００７ １１．１ ４８．５ ４０．４ ４０．８ ２６．８ ３２．４ －０．７２７９ ０．８０９７ ０．２４６９ １．７８４６

２００８ １１．３ ４８．６ ４０．１ ３９．６ ２７．２ ３３．２ －０．７１４６ ０．７８６８ ０．２０７８ １．７０９２

２００９ １０．３ ４６．３ ４３．４ ３８．１ ２７．８ ３４．１ －０．７２９７ ０．６６５５ ０．２７２７ １．６６７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１ ４６．８ ４３．１ ３６．７ ２８．７ ３４．６ －０．７２４８ ０．６３０７ ０．２４５７ １．６０１１

２０１１ １０．０ ４６．６ ４３．４ ３４．８ ２９．５ ３５．７ －０．７１１４ ０．５８００ ０．２１５７ １．５０７１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整理计算。

　　表１的数据显示，第一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为负值，存
在人才“供过于求”现象，即第一产业人才数量过剩，亟待转

移；第二、三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总体上呈现出

递减趋势，说明第二、三产业均存在人才短缺现象，但供求矛

盾正逐步改善，人才“供不应求”的失衡程度逐渐减小。对比

分析发现，同时期第二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均大于第三产

业，说明第二产业的人才最为紧缺，供需矛盾突出。总体上，我

国产业－人才结构总偏离度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地区人才结构失衡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地区人才结构状况，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为因

素Ｘ，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地区生产总值与人才就业状
况统计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地区－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动情况汇总表

年份
生产总值地区构成比（Ｘｉ／Ｘｔ） 专业人才地区构成比（Ｙｉ／Ｙｔ） 地区人才结构偏离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总偏离度

２００５ ５５．６ １８．８ １６．９ ８．７ ３６．５ ２８．０ ２８．６ ６．９ ０．５２３９ －０．３２８４－０．４０７７ ０．２５３３ １．５１３２
２００６ ５５．７ １８．７ １７．１ ８．５ ４３．９ ２２．６ ２２．７ １０．７ ０．２６７８ －０．１７４０－０．２４７９－０．２０３２ ０．８９２８
２００７ ５５．３ １８．９ １７．４ ８．５ ４４．６ ２２．０ ２３．０ １０．４ ０．２３８７ －０．１４３１－０．２４３４－０．１８３９ ０．８０９１
２００８ ５４．３ １９．３ １７．８ ８．６ ４５．１ ２１．９ ２２．９ １０．１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１７５－０．２２１９－０．１４８３ ０．６９０４
２００９ ５３．８ １９．３ １８．３ ８．５ ４９．０ １９．９ ２１．３ ９．７ ０．０９８２ －０．０３１１－０．１３８７－０．１２７４ ０．３９５４
２０１０ ５３．１ １９．７ １８．６ ８．６ ４８．５ ２０．５ ２１．２ ９．７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４１２－０．１２１３－０．１１９５ ０．３７６５
２０１１ ５２．０ ２０．０ １９．２ ８．７ ４７．１ ２１．８ ２１．９ ９．２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８１０－０．１２４２－０．０５２４ ０．３６３２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整理计算。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人才结构偏离度为正
值，即相较于东部地区较快的经济发展程度与较大的产值

贡献率，人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支撑东部经济发展

所需的人才相对紧缺；而中、西以及东北部地区的人才结

构偏离度大体为负值，存在人才的相对过剩：即相对于这

些地区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三个地区现有人才供

给总量高于其经济和产业发展实际所需的人才总量，实证

结果与当前盛行的“中西部人才紧缺”观点似乎相背离，深

层次的原因笔者将另行著文剖析。

同时，各地区－人才结构偏离度与总偏离度都具有递
减趋势，如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地区 －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化
比较图

０１１



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地区人才结构仍然存在偏离现象，

但偏离幅度逐步减小。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亟需

大量人才支撑，但近两年人才结构矛盾有所缓和；西部地区

人才结构负偏离度最大。解决这一偏离，一方面有待于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专业人才就业机会，缓和人才供需

矛盾；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开发和转移出中、西部地区第

一产业相对过多的人才资源，从而达到各地区人才结构的互

补优化，使得人才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三）不同企业类型中的人才结构失衡现状分析

赵光辉［１１］等提出：人才结构应当在所有制之间进行调

整，本研究借鉴他们对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划分，选取企

业所有制类型为因素Ｘ，因《中国统计年鉴》中２００５年企业
所有制类型数据缺失，本研究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相关数据
整理汇总，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国企业类型－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动情况汇总表

年份

企业数量所有制类型

构成比（Ｘｉ／Ｘｔ）
专业人才企业类型

构成比（Ｙｉ／Ｙｔ）
企业所有制人才

结构偏离度

国有

企业

集体

企业

私营

企业

外商投

资企业

国有

企业

集体

企业

私营

企业

外商投

资企业

国有

企业

集体

企业

私营

企业

外商投

资企业
总偏离度

２００６ ４．１ ６．９ ６３．９ ０．８ ８．４ １．０ ８．６ １．０ －０．５１０１ ５．８９１０ ６．４０９４ －０．２１２６１３．０２３０

２００７ ３．６ ５．９ ６６．０ ０．７ ８．３ ０．９ ９．４ １．２ －０．５６７２ ５．３３８２ ６．００３７ －０．３６４２１２．２７３４

２００８ ２．８ ３．３ ７３．０ ０．６ ８．３ ０．９ １０．２ １．２ －０．６５９１ ２．８１５９ ６．１５４５ －０．４８１３１０．１１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６ ２．８ ６８．９ ０．６ ８．２ ０．８ １１．０ １．３ －０．６８３６ ２．４８７３ ５．２４２０ －０．５３９３ ８．９５２３

２０１０ ２．４ ３．０ ７１．９ １．８ ８．６ ０．８ １２．４ １．４ －０．７２４４ ２．７６１２ ４．８０７２ ０．３１０７ ８．６０３５

２０１１ ２．１ ２．６ ７１．７ １．７ ８．８ ０．８ １３．５ １．６ －０．７５６９ ２．２３３８ ４．２９０５ ０．０６３０ ７．３４４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从表３可知，国有企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
且绝对值呈递增趋势，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较大，人才供给大于实际需求，且失衡不断扩大。这也验

证了近几年来无论是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具

有丰富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中高层管理人才的就业选择均

倾向于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现实；而集体、私营企业人

才结构偏离度均为正值，且数值较大，可以判断我国集体

与私营企业存在人才“供不应求”现象，且人才缺口较大，

其中私营企业的人才失衡状况最为严重；外商投资企业从

２０１０年之前的“负向偏离”转变为近两年的“正向偏离”，
且偏离程度绝对值不断缩小，在四种类型企业中为最小，

人才结构趋于合理化。

（四）不同学历程度的人才结构失衡现状分析

选取学历／受教育程度作为研究因子 Ｘ，本研究对《中
国统计年鉴》中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不同学历人才的就业数据
（２００５年相关数据缺失）进行统计分析，整理汇总如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国学历－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动
情况汇总表

年份

学历人才结构偏离度

未上

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总偏

离度

２００６ ０．３０４７ ０．１０４４ －０．１３０６ ０．０９１１ －０．０６０１ ０．６９１０

２００７ ０．３４０４ ０．１２２８ －０．１４１６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７１７９

２００８ ０．４０２０ ０．１２６３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６１ ０．７７４７

２００９ ０．４９１３ ０．１４５３ －０．１４３８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２４６ ０．８８４３

２０１０ ０．８３０３ ０．２０７８ －０．１４９６ ０．０６１０ －０．１３３１ １．３８１６

２０１１ １．７８７４ ０．４０４６ －０．１５００－０．０７５４ －０．２２４１ ２．６４１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由表４可以看出，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员

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结构偏离度呈现正值，表示低学历者

就业难度加大，人才需求倾向于中高学历者；同时，中高学

历（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且初中

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高中学历

人才结构偏离度也在２０１１年首次出现负值，表明我国对于
中高学历人才的就业需求仍然很大，缓解这一结构偏离的

途径将不再是转移中高学历人才，而是加大教育投入，提

高中高学历人才比重，这与当前的高校扩招政策基本相符。

进一步分析相关数据可知，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才结构

偏离度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说明其偏离程度相对较小，人

才供需矛盾基本缓解，即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高校扩招

政策的实施，人才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整体提升，高学历人

才不再紧缺，且用人单位的用人理念也由以往的片面追求

学历向注重实践操作能力转化。当前，我国各项就业统计

数据中，中等学历且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就业前景更好的

现象，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二　对策建议
我国人才结构在产业、地区、企业以及学历四个方面

的偏离度测算与分析，证实了我国人才结构的确存在上述

四个维度上的偏离现象。因此，本文提出产业结构调整、

区域人才流动、企业主体地位发挥以及高校人才培养四个

方面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人才结构优化

鉴于三大产业人才结构失衡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首先，我国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速一产升级步伐，以科

技支撑农业发展，不断提升一产的劳动生产率，引导一产

剩余人才向二产、三产的合理转移；其次，针对支柱性产

业———第二产业人才结构的“正偏离”，应下大力气调整和

优化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效吸引“双高”人才向第二产业内的重点行业和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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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尤其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使之更好地与第二产业衔接，提升第二产业的质量、规模

和效率，更能为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人才的引进、培养

提供有效而宽广的途径［１２］。

（二）人才跨区域流动配置，实现地区人才结构优化

区域人才结构优化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

是客观规律要求，各地区应当充分利用差异化的人才引

进、培养开发、使用、激励政策等，合理利用本地区的优势

资源，促进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东部地区传统优势产业领

域的相对富余人才，可以向中、西部地区有效输出［１３］；中、

西及东北部地区，在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应当注重

人才结构优化配置，在进一步开发本地区原有人才基础

上，积极吸引外来高端人才，同时鼓励本地区部分产业的

过剩人才跨地区合理流动，以缓解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

“民工荒”及服务产业中低端人才紧缺现象，实现地区间人

才结构的合理化配置［１４］。

（三）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人才吸纳作用，优化各所有制

类型企业的人才结构

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充分调动私企人才开发和培养主

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帮助其解决因规模小、知名度

低、经营风险大等原因而导致的人才吸引力不高的问题；

另一方面，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切实有效地支持、服务和

保障大学毕业生、高校、科研院所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

才资源的创新创业活动，放宽人才流动体制方面的行政干

预和限制，推动各级各类人才的市场化流动，不断协调优

化各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的人才结构。

（四）调整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多

层次、专业化人才

我国低学历人员就业比重逐年下降，就业难度加大，人

才需求逐步倾向于中高学历者。高校扩招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我国高学历人才紧缺的问题，但差异化的人才需求

与几乎“同质化”的人才供给间的矛盾却依旧存在。因此，

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调整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注

重相同学历人才专业技能的差异化培养就显得尤为必要。

唯此才能真正解决不同学历人才的“就业难”问题，实现各

地区、多层次、专业化人才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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