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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
非农就业影响研究
――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

夏  炎1,3    王会娟2    张  凤1,3    郭剑锋1,3*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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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经济必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不仅将促进国内生产总

值（GDP）更快速的增长，还将提升生产率、消费结构转型、优化投资结构、提升企业出口规模、提高人力资本

质量，并引领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文章构建了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产出模型，采用支出法 GDP（即最终支出

的 3 个方面：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总额）核算了我国数字经济的经济规模，最终估计 3 类支出所形成的经济

规模分别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能够带动经济规模

的扩张，特别是网络消费的增长，以此产生的消费导向型就业效应正在逐步扩大（使得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人数

比例从 2014 年的 15.2% 增长到 2016 年的 20.2%），其中未来应特别关注的发展领域应聚焦在医疗健康、文化娱乐

和交通通讯。（2）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影响强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同时在生产型服务业

中也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就业影响效应，并促使我国产业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3）中国的数字

化转型将带来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的提速，并促进职业技能的培养，促使人力资本从低成本优势向职业技能优势

转型，从而培养更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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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决策研究
Strategy & Policy Decision Research

依托于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数字经济

的扩张和影响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作为全球商

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在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

电子商务等诸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都在引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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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1]；英国将发展大数据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规

划，以数字政府、电子商务、智慧城市、云计算为重点

发展方向，并以此确保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成为世界领导

者[2]；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生产、提高国际

竞争地位、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然选择[3]；巴西、俄罗斯、

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均将发展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

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4]；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网络强国”

战略，意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5]。据第四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显示，

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 22.58 万亿元人民币，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 30.3%。对于中国来说，数

字经济既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经济转型增长

的新蓝海。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根据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调查，定期公布网民数、域名数、IP 地

址、网站数等统计指标及相应调查报告，为测度我国互

联网发展水平提供了数据基础[6-1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发布了 iGDP 指数，包括了个人消费、公共支出、互联

网技术的商业投资以及在互联网上相关商品和服务的

贸易余额[11]。2010 年，Katz 等[12]测算了德国 2014 年以

前与 2015—2020 年这两个阶段的宽带投资对经济与就

业的影响效应，前一阶段将带来 30.4 万新就业机会，后

一阶段则新增 23.7 万就业岗位；2011 年，Rausas 等[13]研

究认为截至 2009 年互联网经济使得法国减少了 50 万个

工作岗位，但同时增加了 240 万新就业机会；2012 年，

Behanm 等[14]研究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在

欧洲创造了1 300 万就业人口，是欧洲总体就业人数

的 13%；2012 年，Elsby 和 Shapiro[15]指出美国移动通

信技术从 2G 到 3G 的技术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为

美国创造了158.5 万个新工作岗位，现如今 4G 普及率

每增加 10%，一年内将会增加 23.1 万个新就业机会。

国内方面，于晓龙[16]计量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对我国就业总量的正向效应以及与发达国家间的

就业效应对比；王君等[17]阐述了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

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牛禄青[18]、张影强和张瑾[19]以及纪

雯雯 [20]从数字经济维度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就业关联的研

究脉络，给出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但并未进

行实证分析。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性、高效性和正外部性等

带来的综合影响分析来看，龙海泉等[21]通过网络经济理

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虚拟交易的四维价值

空间理论，论证了网络资源对企业价值与竞争优势的

影响；林宏伟和邵培基[22]对企业如何投放合适的网络广

告进行了研究；罗珉和李亮宇[23]认为在当前数字经济时

代，传统的价值链中以供给为导向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

走向消亡，以需求为导向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

正在出现；冯华和陈亚琦[24]指出在互联网环境下经济时

空的内涵与外延突破物理时空约束向外无限拓展，网络

时间溢出的正外部性促使经济时空效率提高；施炳展[25]

认为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

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水平；李兵和李柔[26]通过分析来自

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微观数据发现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

业出口，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与贸易自由化的作

用相似；刘征驰等[27]利用网络经济显著的互联网众筹模

式，研究了众筹产品的差别化定价问题；孙浦阳等[28]通

过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差异性的搜寻与匹配效率理论

框架，发现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通过有效提高消费者搜寻

次数、降低市场搜寻成本，对零售市场的价格产生了显

著影响。何菊香等[29]利用对于 2003—2011 年时序省级面

板数据计算得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

地区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互联网产业带来的经济拉动

效应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但上述研究中均未对数字经济的内核 ICT 产业进行

特别区分，也未对数字经济的价值规模进行量化评估并

提出量化评估方法。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技术、产

业及贸易结构均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在

规模和结构上也明显不同。本文将建立反映数字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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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区分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

占用产出模型，实证编制 2012 年区分数字经济和传统经

济、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产出

表，由直接增加值系数、直接就业系数与完全系数差异

入手，测算 2014—2016 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非

农就业的影响。

1 反映数字经济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产
出模型

1.1 模型介绍

本文建立了考虑数字经济特征的混合型就业投入占

用产出模型，在传统的非竞争型（区分进口）投入产出

模型的基础上作了 3 点改进：① 将所有的工业部门分

为 ICT 产业和传统产业；② 将最终需求分为数字经济

和传统经济两部分；③ 增加了分行业分结构的就业人

数矩阵，其中就业人数按照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

周工作时间等进行分组。改进后的模型能够较好地体

现 ICT 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单位产值的就业系数不同、

部门间相互消耗关系不同、中间投入的进口品比重不

同、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同”

等因素对传统产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具体表式

见表 1 所示。

其中，表 1 中上标 I 表示 ICT 产业（i = 1, 2, …, k），

T 表示非 ICT 产业 ( t = k+1, k+2, …, n )，上标 M 表示进

口，各变量的释义如下：XII、XIT、XTI、XTT、MII、MIT、

MTI、MTT均为 n×n 的矩阵（n 为行业分类总数）；XII 表

示 ICT 产业对 ICT 产业的中间投入量；X IT 表示 ICT 产

业对非  ICT 产业的中间投入量；X TI 表示非  ICT 产业

对  I C T 产业的中间投入量；X T T 表示非  I C T 产业对

非 ICT 产业的中间投入量；X II 、X IT 则分别表示了进口

的 ICT 产业产品分别对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中间投

入量；XTI、XTT 则分别表示了进口的非 ICT 产业产品分

别对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中间投入量。Y II、Y TI、

Y IIM、Y TIM 均为 n×s 的矩阵（s 为最终需求的具体分类

数，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

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及误差），分别表示了国内、进

口的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被用于数字经济最终需求的

量；Y IT、Y TT、Y ITM、Y TTM 同为 n×k 的矩阵，分别表示了

国内、进口的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被用于非数字经济

最终需求的量；E II、E IT为 k×1 的列向量，表示了 ICT 产

业产品作为数字经济、非数字经济的出口量；E II、E IT 为

( n−k ) ×1 的列向量，表示了非 ICT 产业产品作为数字经

济、非数字经济的出口量。X I、X T、M I、M T 均为 n×1 的

列向量；其中 X 表示总产出；M 表示进口的各行业产

品总量；V T、V D 为  1×n  的行向量，表示  ICT 产业、

非 ICT 产业的增加值。L I、LT均为 r×n 的矩阵（r 为就业

表 1   反映数字经济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产出模型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总产出/总进口ICT产业 非ICT产业 国内最终需求 出口

1, 2, …, k k+1, k+2, …, n 数字经济 非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 非数字经济

中间投入
ICT产业 1, 2, …, k X II X IT Y II Y IT E II E IT X I

非ICT产业 k+1, k+2, …, n X TI X TT Y TI Y TT E TI E TT X T

进口
ICT产业 1, 2, …, k M  II M IT Y IIM Y ITM M I

非ICT产业 k+1, k+2, …, n M TI M TT Y TIM Y TTM M T

增加值 V I V T

总投入 X I X  T

占用模块 就业人数 L I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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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数，如按性别分类 r=2，如按年龄分类 r=13，如按受

教育程度分类 r=7），分别表示了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

不同类型的就业人数。

1.2 数字经济对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测算

如表 1 所示反映数字经济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

产出局部闭模型，定义 AII、AIT、ATI、ATT分别代表 ICT 产

业对 ICT 产业、ICT 产业对非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

对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对非 ICT 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系

数矩阵。可得到以下的平衡关系：

[ AII       AIT ] = [X I ] = [ Y I ] = [ X I  ]。                   （1）
  ATI           ATT        X T        Y T         X I

相应的列昂惕夫逆矩阵即为：

B=
 

[ BII       BIT ] = [I −AII     −AIT ]
 −1

。                     （2）
       BTI           BTT           −ATI    I−ATI         

其中，BII、BIT、BTI、BTT分别代表  ICT 产业对  ICT 产

业、ICT 产业对非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对 ICT 产业、

非 ICT 产业对非 ICT 产业产品的完全需要系数矩阵。

相应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即为：

                  （3）

其中，δ j 代表影响力系数，反映第 j 部门增加一个单位

最终需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求波及程度；θ i 代表感

应度系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

品，第 i 部门所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影响力系数越大，

说明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也就是说增加

对该部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会引起各部门产品需求

量的增加，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感应度系数

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或者瓶颈作用

越大，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感应度系数大的部门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定义 ICT 产业的直接增加值系数为 

非 ICT 产业的直接增加值系数为 

表示第 j 部门单位产值所获得的增加值，I 和 T 分别代

表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则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在满

足最终需求时的完全增加值可以计算为：

TV ID = ( AV I · B II +AV T · B TI ) ·  ( Y ID+B TD )；           （4）

TV TD = ( AV I · B IT +AV T · B TT ) ·  ( Y TD+B TD )。         （5）

最终需求对增加值的影响可以分为数字经济的影响

和传统经济的影响两部分，其中数字经济对增加值的影

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数字经济对 ICT 产业增加值的影

响（TV ID）与对传统产业增加值的影响（TV TD）之和。

Y ID 和 Y TD 表示数字经济在 ICT 产业的最终需求和数字经

济在传统产业的最终需求。同理，传统经济对增加值的

影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传统经济对 ICT 产业增加值的影

响（TV IN）和对非 ICT 产业增加值的影响（TV TN），可以

计算为：

TV IN = ( AV I · B II +AV T · B TI ) ·  ( Y IN+E IN )；            （6）

TV TN = ( AV I · B IT +AV T · B TT ) ·  ( Y TN+E TN )。         （7）

定义  ICT 产业的直接就业系数为

非 ICT 产业的直接就业系数为 

表示第 j 部门单位产值所占用的就业人数。则 ICT 产业和

非 ICT 产业在满足最终需求时的完全就业人数可以计算

为：

TG ID = ( G I · B II +G T · B TI ) ·  ( Y ID+E ID )；            （8）

TG TD = ( G I · B IT +G T · B TT ) ·  ( Y TD+E TD )。         （9）

最终需求对就业的影响同样可以分为数字经济的影响

和传统经济的影响两部分，其中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又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数字经济对 ICT 产业就业的影响（TG ID）

与对传统产业就业的影响（TG TD）之和。可以看出由于企

业间各部门产品的相互依存关系，ICT 产业与非 ICT 产业在

满足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最终需求时，其完全增加值和

完全就业的差异与两类企业的生产技术、产业结构、直接

增加值系数、直接就业系数、需求结构都高度相关。也就

是说，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对增加值和就业影响的差异是

由 ICT 产业、非 ICT 产业的生产技术、直接就业系数、直接

增加值系数、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引起的。

δj = j = 1,2, … , n; i= 1,2, … , n。θi=
bij bij 

bij b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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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经济对增加值和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
分析结果

2.1 数字经济的概念与数字经济规模测算

本文定义数字经济包括所有与互联网设备生产、服务

提供和网络应用相关联的活动。本文的基础表为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中国 2012 年投入产出表》，对国民经济部门进

行了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划分；根据《中国经济普查

年鉴—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2017》得到 2012 年的分

行业就业总数及就业结构；最后根据测算将投入产出表的

最终需求部分区分为数字经济规模和传统经济规模，由此

得到反映数字经济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本文计算得到 2014—2016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

（表 2），其中消费分为三大类：软硬件等基础设备类、

网上购物类和其他 APP 等移动终端引发的消费。从结构

来看，网上购物类的消费是主体，占消费总额的 59% 左

右；其他 APP 移动终端引发的消费占 20% 左右，其中

在线旅游占比较大；以消费为主导的数字经济规模迅

速扩张。而数字经济中投资包括两部分：各行业投资

在 ICT 产业所形成的固定资本，以及 ICT 产业投资在各

行业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分软硬件来看，各行业投资在

硬件部门形成的固定资本是数字经济中的投资主体，

并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年度增速 15% 以上，由此可

见 ICT 产业与各行业融合逐渐深入。

表 2    2014—2016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单位：亿元人民币）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消费

软硬件消费 13 140 15 778 18 991

网络 27 898 38 773 51 106

APP 9 867 13 202 17 030

投资

硬件 7 957 9 035 10 471

软件 4 110 5 522 6 325

形成硬件 16 798 19 392 21 167

形成软件 6 962 7 964 8 804

出口 49 746 49 510 45 976

合计 136 478 159 176 179 870

2.2 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测算

2.2.1  ICT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产业关联分析

表 3 中对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直接就业系数、

完全就业系数、直接增加值系数、完全增加值系数、影

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主要指标进行了对比。从中可

见，ICT 产业是我国产业中的重要部门，其满足的最终

需求占最终需求总额的 15.7%，而 ICT 产业总产出占我国

总产出的 14.2%，这说明相比于非 ICT 产业，ICT 产业的

产出更多的是作为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而相比于

增加值率来说，ICT 产业的直接和完全增加值率均高于

非 ICT 产业，这说明从最终需求角度考虑了上下游的隐

含价值流动，ICT 产业能够以更少的中间投入创造更高的

产出。ICT 产业的直接就业系数与非 ICT 产业差不多，但

是带动的非 ICT 产业的完全就业需求却远高于本部门的

需求，这说明 ICT 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其他行业的

就业增长。

表 3    ICT 产业和非 ICT 产业的主要指标对比

ICT产业平均值 非ICT产业平均值

直接就业系数（千人/亿元人民币） 0.478 0.479

完全就业需求系数（千人/亿元人民币） 1.064 1.834

直接增加值率 0.392 0.326

完全增加值率 1.336 0.962

影响力系数 1.105 0.988

感应度系数 1.255 0.971

表 4 中对 ICT 产业的产业关联性进行分析，显示了投

入产出表中涉及 ICT 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及

其在 139 个部门中的排名。根据公式（1），进一步计算

了投入产出模型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机、

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影响力系数大于 1，说明 ICT 产

业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较大，增加对 ICT 产业部门的

消费、投资和出口将引起各部门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从

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外

围设备软件批发零售、计算机相关活动等部门感应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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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大于 1，说明这些部门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瓶颈作用

较强，需要扶持这些部门更快的发展。

表 4    ICT 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

ICT产业对应IO部门名称* 影响力系数 排名 感应度系数 排名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1.2672 9 1.0952 31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 1.2631 10 1.0961 30 

计算机 1.3332 1 0.8290 43 

通信设备 1.2985 4 0.5045 89 

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配套设备 1.2327 16 0.3441 133 

视听设备 1.3008 3 0.4177 117 

电子元器件 1.2747 8 3.6494 7 

其他电子设备 1.1824 30 0.5174 87 

仪器仪表 1.1935 27 0.9015 38 

计算机外围设备软件批发零售 0.5811 133 3.8692 5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0.7470 120 0.8559 4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0.9556 87 0.4705 98 

办公机械和设备（含计算机）租赁 0.8535 107 0.4559 104 

计算机相关活动 0.9900 81 2.5653 12 

* IO为投入产出（Input-output）的缩写形式，IO表中部门总数为139

2.2.2 数字经济对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当年  GDP 的比重从  2014 年

的 21.2% 增加到 2016 年的 24.1%，增长了 3 个百分点；而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增加值占当年 GDP 的比重则从 2014 年

的 14.3% 增加到 2016 年的 17.3%（图 1）。这表明数字

经济对 ICT 企业和差异化产品有明显的提升作用，提升

了这些产品的贸易规模，进而可影响贸易利益和贸易

模式。考虑中间使用进口品而产生的增加值不计入我

国 GDP 中，因此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增加值的影响要小于

数字经济规模本身，这说明中间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使用了进口品，也说明数字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过程中也越来越依赖进口品。

2.2.3 数字经济产生的非农就业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我国GDP的快速增

长，对我国的非农就业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效应。根

据模型测算结果，数字经济影响的非农就业的年均增长

为 1 532 万人，数字经济是促进我国非农就业增长的主

体；并且，数字经济产生的非农就业效应正在逐步扩

大，2014 年带来非农就业岗位 8 285 万人，2016 年带来非

农就业岗位 11 350 万人，数字经济影响的非农就业占全

部非农就业的比重已经从 2014 年的 15.2% 增长到 2016 年

的 20.2%（图 2）。进一步从产业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对

第二产业就业影响效应逐年提升，从 2014 年的 18.7% 提

高到 2016 年的 24.9%，其中 2016 年数字经济带来的制造

业就业所占比重高达 87.5%，主要集中在 ICT 产业（占比 

35.9%）。2016 年数字经济带来的第三产业就业占非农就

业总数的 50.9%，占当年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17.1%，

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和商务服务业。

图 3 展示了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

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大幅影响了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规模，2016 年数字经济带图 1    数字经济规模及其拉动的增加值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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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制造业就业的 51.1%，所影

响的生产型服务业就业占服务业就业的 75.3%。同时，数

字经济带来的制造业就业年均增速为 12.8%，但影响的服

务业就业的增速已经高达 20.9%。由于生产型服务业与制

造业之间存在紧密地关系，这也解释了发展数字经济能够

更大限度地发挥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就业的双重吸纳作用。 

从年龄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影响的就业呈现年轻化特

征，主要拉动“90后”就业群体。如图 4 所示，16—34 岁

的非农就业群体是数字经济拉动的主体，占数字经济拉

动非农就业总人数的 53.5%，同年龄段全国非农就业占比

仅有 43.4%；特别是 25—29 岁年龄段，数字经济影响的非

农就业中占比高达 17.3%，高于全国非农就业在该年龄段

占比 3 个百分点。同时，2014 年 16—34 岁的非农就业在

数字经济带动中占比为 55.1%，2015 年为 54.3%，2016 年

为 53.4%。由此可以看出，34 岁以上非农就业人群在数字

经济的就业效应中占比逐渐提升，尤其是 40—49 岁人群。

这体现了中年人群对数字经济的接纳能力在提高，也体现

了数字经济的多方面渗透和融合作用逐步加深。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数字经济影响的主体是初中和

高中就业人群。如图 5所示，以 2016 年为例，数字经济

带来的初中文化的非农就业为 41.2%，高中文化的非农

就业为 23.5%，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仅为 12.4%。从时间

序列变化来看，初中、高中文化的占比在减小，大学专

科、本科及以上的非农就业占比在迅速提升：2016 年大

学专科占比较 2014 年提高 0.48 个百分点，大学本科及以

上占比较 2014 年提高 0.36 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数字经

济影响了更多的非 ICT 产业的就业，比如餐饮、批发零

售、交通运输等以吸纳初中和高中就业人群为主体的行

业。同时，对软件等高新技术行业的高等教育群体的影

响效应也呈现了逐年上升的态势。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创新性地构

建了区分 ICT 产业、数字经济的非竞争型就业投入占用

产出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对增加值、就业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加值

和就业都将产生较大影响，所带来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分别达到 14.3%、16.0% 和 17.3%，

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且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非农就业

占全部非农就业的比重已经从  2014 年的  15.2% 增长

到 2016 年的 20.2%。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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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国经济和非农就业增长的新动能。

（1）从产业结构来看，发展 ICT 产业应该成为当前

产业发展和稳定就业的关键着力点。比如建议将通信设

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作为

“优先”行业，利用互联网技术驱动的特点，加速新技

术、新模式和新产业在“优先”行业中的创新发展。研

究表明，ICT 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很高，说

明 ICT 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ICT 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推动其他部门

产品的需求增加，也有利于其他部门生产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在与非 ICT 产业的关键指标比较中发现，ICT 产业

的完全增加值系数远高于非 ICT 产业，而完全就业系数

则低于非 ICT 产业，这说明 ICT 产业与传统产业在中间

使用结构等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加速国民经济水平

提高的同时也能带动其他传统产业的就业。

（2）从消费结构来看，教育、娱乐、医疗等行业

将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挥互联网教育、移动医

疗、大数据等服务产业（“互联网+”批发零售贸易、

软件及其服务等）对就业的吸纳作用。研究表明，数

字经济中网络消费集中在网络购物等，其他类中则主

要是在线旅游占据较大比重；在线旅游、本地生活服

务 O2O （线上到线下）、餐饮、在线教育、网络广告等

成为刺激内需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因此无论从

数字经济还是传统经济的未来发展来看，上述行业都将

引领新一轮的消费增长。

（3）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将带来生

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的提速，更加需要职业技能的培养，

应加速人力资本从低成本优势向职业技能优势转型，培

养更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产生了

显著的年轻化效应和制造业密集型效应。一方面，数字

经济所带来的就业人群集中在 20—29 岁，显著高于传统

非农就业对该年龄段就业人群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就业岗位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

和生产型服务业中，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良性的促进作

用，促使我国产业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

型。建议从研发和技术入手，建立跨领域立体人才培养

体系，搭建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平台和专业人才

数据库，强调数字经济对其他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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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hina’s Economic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ased on Input-occupancy-output Model

XIA Yan1,3    WANG Huijuan2    ZHANG Feng1,3    GUO Jianfeng1,3*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have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economy, which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faster growth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ut also increase productivity, transform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ptimize investment structure, enhance the scale of enterprise expor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ities.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scale of Chinese digital economy by using a non-competitive input-occupancy-output model,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expenditure (consumption, capital formation, and exports) on employ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can drive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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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of network consumption, so that the consumption-oriented employment is expanding gradually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total employment from 15.2% in 2014 increases to 20.2% in 2016). Among them, the health industry,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ake a leading development. Seco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echnology-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mployment is the strong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economy also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y from a labor-intensive to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 Thir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ings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s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skills.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igher-skilled 

employ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apital from low cost-oriented to vocational skill-oriented.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put-occupancy-outp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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