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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职业形态和经济运行逻辑，其影响具有复杂性和

多维度特征。本文利用2014~202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失业的非线性影响及异质

性，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主要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

系。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能有效拉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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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supply-demand structure, occupa-
tional patterns, and economic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labor market, with complex and multi-dimen-
sional effect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2014~2023),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on-
linear and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unemployment and explores its under-
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s effect on unemployment primarily 
follows a “U-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dditionally, while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eco-
nomic growth, it fails to effectively drive employmen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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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也对劳动

力市场的结构、就业形态和技能需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的动

态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技术变革与就业市场演变的互动机制，也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包

容性增长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业，如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工程师、电子

商务运营等，同时推动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灵活就业模式的兴起。这些变化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泛

的就业机会，并降低了部分行业的就业门槛。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显著的替代效应，自

动化、智能化设备逐步取代了部分标准化、程序化的劳动岗位，导致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就业

需求下降。这种“创造性破坏”效应使得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就业极化趋势，即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

需求增长，而中等技能岗位逐渐萎缩，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结构性失业风险。从动态视角来看，数字经

济对就业的影响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和政策调整不断演变。短期来看，技术替

代效应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但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往往能

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理论层面，关于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的研究存在三大流派：Acemoglu 和 Restrepo (2018~2020) [1]-[4]提

出的“任务边界”理论强调，数字技术通过双重机制影响就业市场——既扩展自动化任务范围(如 ChatGPT
替代基础文案)，又制造“数字技能鸿沟”，导致程序性岗位(如数据录入)萎缩与复合型岗位(如 AI 训练

师)需求激增的并存局面。与之相对，Autor (2013, 2018) [5] [6]为代表的“效率溢出”学派认为，数字经济

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会通过价格机制刺激新需求，最终扩大总体就业规模。Gregory (2018) [7]则持中性观

点，认为短期内的替代与创造效应可能相互抵消。这种理论分歧反映出，随着技术渗透加深，数字经济

与就业的关系呈现非线性演化特征(Brynjolfsson et al., 2014; Bessen et al., 2015; Manyika et al., 2017) [8]-
[11]。方法论上过度依赖静态分析，未能捕捉技术扩散的生命周期特性(Deschacht et al., 2021) [12]-[15]。 

2. 影响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对失业水平形成了“替代–创造”的双重影响机制。

在初期发展阶段(人均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低于临界值时)，技术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制造业自动化导致传统

岗位快速消失，显著推高结构性失业率；当数字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通过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

新业态，创造效应开始显现并部分抵消失业压力。这种动态影响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产业数字化渗透

率、数字技能匹配度以及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在数字经济初期，当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时，技术替代效应对失业的冲击尤为显著。制造业领域

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的普及直接取代了大量程式化岗位，导致装配、检测等环节就业岗位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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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服务业中数据录入、基础客服等岗位也面临人工智能的替代风险。这种替代不仅造成岗位数量下

降，更通过改变技能需求结构，使得低技能劳动者失业风险显著提升，短期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性矛盾。当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后，其对失业的缓解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实现：平台经济创造了网约车

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灵活就业机会；新兴数字产业催生了数据分析师、AI 训练师等技术岗位；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则培育出智能制造工程师等新型职业。这些新就业形态虽然提供了更多岗位，但能否有效降

低失业率仍取决于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的匹配程度。 
这一转型过程受三大因素制约：产业数字化渗透率决定了新旧岗位更替的节奏和规模；数字技能匹

配度影响着劳动者再就业的成功率；劳动力市场适应性则关系到整体就业结构的平稳过渡。这三个关键

变量共同调节着数字经济对失业率的最终影响效果，决定了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冲击能否被新创造的岗

位充分吸收。基于此可以推断，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U 型”曲线特征。基于此提出

假设： 
H1：数字经济对失业存在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双重作用机制在不同行业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替代效应往

往更为剧烈和快速，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更容易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此外，区域发展水平、制度环境、

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也会调节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例如，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终身学

习制度能够有效缓冲技术替代带来的冲击，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则可能放大负面效应。基于此提出

假设： 
H2：数字经济对失业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并重塑就业格局：一方面，数字产业化直接催生新兴业态，5G、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培育了云计算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新兴职业群体，推动就业结构向知识

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传统行业效率，制造业智能化在短期引发岗位替代的同时，

通过产业链延伸创造高附加值岗位，而服务业数字化则显著拓展就业容量，平台经济等新模式增强劳动

力市场弹性。这一转型过程呈现阶段性特征：初期技术替代效应显著，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成熟，新业态

下就业创造效应逐步显现。其影响机制受产业渗透度、技能匹配度和区域发展水平三重因素调节，最终

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业重构”的传导链条，要求配套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适应性社会保障制

度，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质量提升的协同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 
H3：数字经济通过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 

3.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模型的可解释性，用失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变量，为了考察数字

经济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建如下计量模型： 
2

0 1 2 3Emp ai deit it it it i t itXβ β β β α λ ε= + + + + + +                           (1) 

其中，下标 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Emp 为 i 省 t 年的失业人员数。deit 为每年各省份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Xit 为控制变量，αi 为 i 省的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 t 年的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 i 省 t 年的随机

误差项。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模型： 

0 1 3GDP deit it it i t itXβ β β α λ ε= + + + + +                                (2) 

其中 GDPit 为 i 国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就业的机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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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3 4Emp de shu GDPit it it it it i t itXβ β β β β α λ ε= + + + + + + +                   (3) 

此时 shu 的系数表示为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直接影响。 

3.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由于中国就业数据的不完整和缺失，中国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失业人数(uemp)，用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万人)表征。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e)。参考邵莹莹等研究[16]-[18]，本文依据科学性、层次性及数据的可获

得性等原则，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标体系。具体是依据数字经济内涵和现实背景共设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数字经济发展效益 3 个一级指标，从宏观层面反映一个地区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潜

力、现在发展规模和过去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二级指标共选取了 7 个，分别为体现为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的传统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环境；数字发展规模则体现数字产业化规模和产业数字化的规

模；最后的数字发展效益则体现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治理效益。在充分考虑到指标设计的合理

性以及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之后，最终选取了 20 个三级指标来反映不同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构建出从未来潜力、现在规模和过去效益三方面考察一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如表 1 所

示。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 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数字发展环境 
(0.3863) 

硬件 
(0.0730) 

光缆密度 0.0259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0.0303 

互联网接入端口数密度 0.0168 

软件 
(0.1516) 

IPv4 地址数 0.0779 

互联网网站数 0.0737 

人力资本 
(0.1617) 

互联网上网人数 0.0290 

信息类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 0.057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0.0757 

数字发展规模 
(0.3129) 

数字产业化 
(0.2769) 

数字产品制造业资产规模 0.1102 

数字产品服务业资产规模 0.0633 

数字技术应用业资产规模 0.1034 

产业数字化 
(0.0360) 

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0.0094 

在线政府指数 0.0096 

数字生活指数 0.0170 

数字发展效益 
(0.3008) 

经济效益 
(0.2780) 

网络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554 

淘宝村数量 0.2069 

数字金融指数 0.0157 

治理效益 
(0.0228) 

服务方式完备度指数 0.0057 

服务事项覆盖度指数 0.0099 

办事指南准确度指数 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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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以往研究，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1) 人口规模(Pop)，以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2) 老

年抚养比(Dep)，具体为一个国家 64 岁以上人口占适龄(15~64 岁)人口比例。(3) 总生育率(TFR)，为平均

每名妇女的生育数(指一名妇女如果活到其育龄期结束，并按照特定年份的特定年龄生育率生育子女，那

么她所生的子女数量)。(4) 产业结构(Str)，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5) 固定资产形成(Fcf)，
以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6) 城镇化率(Ur)，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衡量。(7) 经
济体治理质量，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关于全球治理的 6 个指标，即腐败控制(cc)、政府效率(ge)、政治稳

定和不存在暴力(ps)、法治规则(rol)、监管质量(rq)、话语权和问责制(vaa)分别作为经济体治理质量的控制

变量。 

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标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时效性，选取 2014~2023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
研究样本。数字经济数据测算方法见上文。其他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uemp 310 27.754 16.943 0.700 26.150 114.600 
unem 310 3.154 0.635 1.300 3.200 4.600 

de 403 0.134 0.116 0.007 0.101 0.747 
grp 310 30770.711 25723.579 920.830 24480.110 1.36e+05 
pgrp 310 67724.808 32337.899 25200.952 59008.965 2.00e+05 
str 310 1.437 0.749 0.756 1.260 5.690 

rdexp 310 4.59e+06 6.12e+06 2602.000 2.56e+06 3.43e+07 
rdperson 310 1.07e+05 1.56e+05 43.000 50885.000 9.20e+05 
awage 310 85116.906 30501.069 42179.000 79446.500 2.29e+05 

dep 310 40.802 7.087 23.020 40.920 57.790 
dep64 310 16.986 4.895 7.010 16.245 30.600 

fdi 310 3804.994 8327.611 13.000 1200.500 97485.000 
ur 310 61.538 11.961 25.750 60.820 89.600 

pop 310 4.51e+07 2.96e+07 3.25e+06 3.94e+07 1.27e+08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数字经济对失业影响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影

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 型”非线性关系。在仅包含核心变量的模型(1)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719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数字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其技术进步效应可能替代部分劳动力，导致失业人

数增加。然而，随着模型逐步引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减弱(模型 4~6 中不再显著)，并在加入

二次项的模型(7)中呈现清晰的“U 型”关系：数字经济一次项系数转为−0.933 (不显著)，而二次项系数

0.691 在 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存在临界点——初期可能因自动化、产业重组等

替代效应推高失业，但当数字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通过催生新业态、提升生产效率和扩大经济规模，

最终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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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变量的影响也提供了重要启示：地区 GDP 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仍是降低失

业的核心动力；研发投入和老年抚养比的负向系数说明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可能短期内加剧结构性

失业，而老龄化社会则可能因劳动力供给减少反而降低失业统计；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负相关可能反映

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平均工资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说

明劳动力成本因素和总量人口变化并非当前城镇失业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验证了假设 1。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unemployment 
表 3. 数字经济对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uemp 

(1) (2) (3) (4) (5) (6) (7) 

de 
0.719*** 0.554** 0.543** 0.373 0.367 0.296 −0.933 
(4.58) (2.31) (2.18) (1.08) (1.07) (0.88) (−1.36) 

de2 
      0.691** 
      (2.05) 

pgrp 
 0.387** 0.423** 0.463** 0.446** 0.425** 0.525*** 
 (2.17) (2.46) (2.41) (2.36) (2.34) (3.18) 

rdexp 
  −0.181 −0.369* −0.369* −0.428** −0.300 
  (−1.00) (−1.79) (−1.79) (−2.08) (−1.55) 

dep64 
   −0.112* −0.114* −0.124** −0.082* 

   (−2.00) (−2.01) (−2.23) (−1.82) 

dep 
   0.056* 0.058* 0.058** 0.050* 
   (1.97) (2.03) (2.07) (1.90) 

pop 
   1.091 1.074 1.505 1.734 
   (0.52) (0.51) (0.72) (0.84) 

awage 
    0.584 0.716 0.248 
    (0.58) (0.70) (0.22) 

fdi 
     −0.112* −0.103** 
     (−1.93) (−2.09) 

Constant 
0.158* 0.293** 2.853 4.953 −1.497 −1.295 1.413 

(1.76) (2.55) (1.10) (1.61) (−0.14) (−0.12) (0.12) 

Observations        
R-squared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Number of id 0.311 0.340 0.344 0.377 0.378 0.391 0.424 
Country FE 31 31 31 31 31 31 31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中的稳健 t 统计量；***p < 0.001，**p < 0.05，*p < 0.10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后表

同。 

4.2. 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1)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由表 4 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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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就业率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与前文结果一致。将解释变量以及所有连续变量分别在

上下 1%的极端异常值进行缩尾处理。在进行双向缩尾的稳健性检验后各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

原结果相差较小，因此本文结论较为稳健可靠。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尾处理 

(1) (2) (3) (4) 

de 
0.164** −0.402 0.083** −0.618 

(0.58) (−0.75) (−0.28) (−0.94) 

de2 
 0.318**  0.370** 

 (1.20)  (1.18) 

pgrp 
0.114 0.160 0.609*** 0.615*** 

(0.37) (0.53) (3.54) (3.65) 

rdexp 
−0.165 −0.106 −0.530** −0.436** 

(−0.64) (−0.46) (−2.25) (−2.05) 

dep64 
−0.129* −0.110 −0.095** −0.084** 

(−1.80) (−1.55) (−2.70) (−2.37) 

dep 
0.077** 0.074* 0.050** 0.049** 

(2.10) (2.01) (2.35) (2.31) 

pop 
−1.883 −1.777 2.906* 2.624 

(−0.71) (−0.67) (1.74) (1.69) 

awage 
−1.129 −1.344 −0.047 −0.291 

(−0.89) (−1.08) (−0.05) (−0.31) 

fdi 
0.080 0.085 −0.111** −0.105** 

(0.96) (1.03) (−2.21) (−2.23) 

Constant 
16.414 17.661 8.324 9.390 

(1.27) (1.37) (0.79) (0.90) 

Observations 310 310 310 310 

R-squared 0.163 0.175 0.365 0.373 

Number of id 31 31 31 31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2) 异质性分析 
从表 5 分地区回归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中部地

区的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调整，短期内增加了失业人数，

这可能与中部地区正处于产业转型期，传统岗位减少速度快于新岗位创造有关。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系

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影响尚不明显。东部地区系数接近零且不显著，反映其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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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劳动力市场能较好消化数字经济的冲击。东北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暗示其相对滞后的数字经济

发展尚未对就业产生实质性影响。这验证了假设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异质性：东北地区平均工资与失业显著负相关，可能反映其劳动力市场存在

价格刚性；西部地区人口规模与失业负相关，暗示人口流动对就业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表明，数字经

济对失业的影响受区域发展阶段的显著调节，政策制定需要因地制宜：中部地区应注重数字经济转型中

的就业缓冲机制，东部地区需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东北地区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而西部地区则可

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就业创造。 
 

Table 5. Digital economy’s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unemployment by region 
表 5. 数字经济对失业的分区域异质性影响 

变量 
uemp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de 
0.138 2.265* 0.833 −0.032 

(0.31) (2.41) (1.70) (−0.04) 

pgrp 
0.616** −1.391 0.002 0.601 

(2.50) (−1.81) (0.01) (2.21) 

rdexp 
−0.997** −1.662 0.081 −0.760 

(−2.41) (−1.40) (0.54) (−2.33) 

dep64 
−0.276* 0.012 0.026 −0.033 

(−1.90) (0.06) (0.44) (−0.33) 

dep 
0.178* −0.037 −0.021 0.139* 

(1.94) (−0.51) (−0.72) (3.71) 

pop 
1.952 −2.191 −2.205 10.003 

(0.56) (−0.27) (−1.04) (1.53) 

awage 
4.710 4.863 −0.421 −6.165 

(1.57) (1.53) (−0.56) (−1.91) 

fdi 
−0.152 −0.283 −0.016 −0.013 

(−0.80) (−1.78) (−0.31) (−0.05) 

Constant 
−38.724 −23.249 2.991 77.535 

(−1.23) (−0.82) (0.39) (2.62) 

Observations 100 60 120 30 

R-squared 0.588 0.390 0.436 0.899 

Number of id 10 6 12 3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4.3. 影响机制检验 

表 6 汇报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基于回归结果分析，在经济增长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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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数字经济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对 gdp 的促进作用呈

现“倒 U 型”关系，即存在最优发展水平，超过该水平后边际效益递减。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

的正向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则表现出轻微的抑制作用。 
在失业模型中(3~4 列)，数字经济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当引入二次项后，一次项系数转为负而二次

项显著为正，形成“U 型”关系，说明数字经济初期可能减少失业，但超过临界点后会增加失业。值得

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在完整模型中对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矛盾和区域发展

不均衡导致的。平均工资在失业模型中始终显著为正，支持了工资刚性理论，即工资上涨可能加剧失业。

人口抚养比与失业正相关，而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暗示人口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复杂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把握适度原则，既要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要注意防范可能带来的就业风

险。假设 H3 得到验证。 
 

Table 6.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employment 
表 6.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变量 
gdp uemp 

(1) (2) (3) (4) 

de 
0.113 0.500*** 0.195 −1.260* 

(1.27) (4.45) (0.49) (−1.83) 

de2 
 −0.222***  0.793** 

 (−4.98)  (2.31) 

rdexp 
0.563*** 0.562*** −0.095 −0.470 

(9.27) (10.21) (−0.22) (−1.14) 

awage 
0.059 0.068* 0.591** 0.520** 

(1.53) (1.90) (2.69) (2.21) 

dep 
−0.008 −0.006 0.057* 0.053* 

(−1.02) (−0.94) (1.94) (1.86) 

dep64 
0.020 0.009 −0.100 −0.074 

(1.35) (0.76) (−1.64) (−1.40) 

fdi 
−0.013** −0.010* −0.040 −0.042 

(−2.38) (−1.94) (−0.68) (−0.84) 

pop 
1.154** 1.052** 0.927 0.512 

(2.86) (2.55) (0.45) (0.24) 

gdp 
  0.457 1.131** 

  (0.90) (2.55) 

Constant 
−0.018 0.144 −0.071 −0.638 

(−0.11) (0.93) (−0.14) (−1.14) 

Observations 310 310 310 310 

R-squared 0.948 0.958 0.392 0.432 

Number of id 31 31 31 31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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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随着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研究其对经济和就业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通

过构建包含 31 个省份 2014~2023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得出

以下三点结论：(1)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呈现“U 型”关系：初期可能因技术替代效应增加失业，但随

着数字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会通过新业态创造就业机会。然而，这一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中部

地区受影响最大，而东北地区尚未显现明显效果。(2) 经济增长并未有效降低失业，甚至部分区域呈正向

关联：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产业自动化升级及劳动力市场僵化(如东北国企主导经济)导致 GDP 增长对

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弱，甚至出现“增长但不增就业”现象。(3) 研发投入、FDI 和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

存在矛盾：研发投入在东部降低失业，但在全国层面影响不显著；FDI 普遍抑制就业，可能因技术替代

效应；而工资上涨反而与失业正相关，反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减轻其对就业

的负面影响。第一，应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数字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如中部地区)配套建立

就业缓冲机制，包括设立专项职业转型培训基金，为受自动化影响的劳动者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在数字

经济成熟地区(如东部)则应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同时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

体系。第二，要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就业友好型转变，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将“就业弹性系数”

和“高质量就业占比”纳入核心考核指标，特别是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需深化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

建立市场化薪酬体系，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第三，需构建创新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机制，对外商

直接投资实施“就业创造”导向的差别化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流向数字服务业等就业带动强的领域；同

时建立“数字技能认证体系”，打通职业培训与产业需求的衔接通道。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人

社部、工信部等部门建立“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监测评估平台”，定期发布就业风险预警，形成“产业升级

–技能提升–就业保障”的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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