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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拉动企业劳动力需求吗？

冯喜良，　 邱　 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标志性技术正深度融入各经济社会领域，在加速传统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的

同时引致了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新变化。 基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３８５ 家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
（２）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高了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份额，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份额，同时对技术

类、财务类、行政管理类岗位的劳动力需求提升起到正向影响，对生产类岗位的劳动力需求起到负向影响；（３）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负向影响会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增强。 因此，为实现企业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力配

置的相对平衡，一方面需要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应当评估知识技能需求变化，实
现劳动力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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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深度融入各经济领域，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

技术革命的标志性技术，在加速传统产业转型过

程中，引致了就业需求以及劳动力配置的变化。
２０２１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应当引导企业进行

技术研发，通过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力作用，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驱动能力。 当前我国鼓

励技术创新的同时，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能否通过

促进技术创新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是目前社会各

界持续关切的重要议题。 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

与就业问题存在紧密联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

断创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

和影响范围。 不同于以往三次技术革命，从企业

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更为广泛的工作领域

凸显其比较优势，不仅包括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机

械化工作，而且在包括零售、医疗、安保、金融等服

务业领域的较多工作岗位也呈现替代效应，从而

对企业生产、员工就业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人

工智能为企业生产规模和运营效率的持续性增长

带来了巨大潜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对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的投入水平，同时改变了企业对劳动力

的需求水平。
根据已有关于人工智能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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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产

生的影响较为复杂，即兼具替代效应和促进效

应［１ － ２］，因而暂未形成一致结论。 由于新技术变

革的技能偏向性［３］，人工智能技术首先会对一线

生产性工作岗位产生替代作用，这类工作岗位大

多数具备低技术需要、高重复性、可编码性等工作

特征。 同时也有研究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会

催生新的工作岗位，并增强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何种

效应？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不同技能水平、不同

岗位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企业增加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如

何？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通过研究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分析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

企业劳动力需求现状以及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发展

趋势，为人才培养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探

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下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
能够更好地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为实现企业高

质量用人和员工高质量就业奠定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 Ａ 股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３８５ 家上

市企业年报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不同技

能劳动力需求份额和不同岗位类型劳动力需求份

额的影响，并从生产率效应角度探讨内在作用机

制。 同时，基于不同时期、企业类型以及地区的差

异，具体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

需求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对相关

理论进行了验证，为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提供相应

的政策建议。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

包括：第一，从需求侧以及微观企业视角，探寻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进一

步细化研究目标，这一定程度上对该领域的研究

观点进行了补充。 第二，从生产率效应角度揭示

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机

制。 在借鉴基于任务的模型思想的基础上，从理

论层面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

需求的传导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三，基于

技能水平和岗位类型的划分，探究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对企业劳动力的差异化需求。 本文考虑了劳

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岗位所属类型，分析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对不同技能水平、不同岗位类型劳动

力需求份额的异质性影响，这一定程度上为制定

差异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企业劳动力需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引发劳

动力规模的调整、劳动力价值的重塑以及劳动结

构的重新分配。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活动在企业中

也涉及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多个环节，这会使

企业重新规划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并呈现出对劳

动力需求的改变。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

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是技能偏

向型假说。 根据劳动力极化理论，与其他技能水

平的劳动力群体相比，中、高技能劳动力更能够在

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获益［２ － ３］，并且其在企业的劳

动力需求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攀升，而低技能劳

动力需求不断降低，该类群体不得不向其他技能

结构转移［４ － ５］。 然而，根据 ２０２０ 年《中国统计年

鉴》发布的数据，我国专科人员占比为 １３. ５０％ ，
本科人员占比仅为 ３. ９８％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不足 １％ ，说明我国当前专科以下学历劳动力规

模占比较大，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虽然企业

存在吸纳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由于中、高
技能劳动力存在稀缺性，从总体上来看，企业提高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程度会对劳动力需求规模产生

消极作用。 二是程序偏向型假说。 根据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６］所提出的任务模型，新技术运用会增加对非

程序性工作任务的劳动力需求，而降低对程序性

工作任务的劳动力需求［７ － ８］。 然而，孙文凯等［９］

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常规性就

业岗位以及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要高出许多。 因

此，从总体上来看，企业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程

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在短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

需求的影响表现为递减效应，即增加对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的投入会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生产率效应与企业

劳动力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程度提高，工艺创新、
产品创新等方面得到完善［１０］，企业可在需求预

·６１·



第 ３８ 卷　 第 ２ 期 冯喜良， 邱　 玥：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拉动企业劳动力需求吗？

测、产品设计、运营和管理等环节进行精准把控，
在现有的生产要素范围内生产更多数量的可交易

产品［１１］。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工作岗位迭代和转

型，突出生产率效应［１２］。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通过

自动化方式，以价格较低的资本替代价格较高的

劳动执行生产任务［１３］，能够对生产率产生促进作

用。 一方面，智能化技术突破人类体力、精力等，
尤其在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中，在单位时

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生产任务［１４］。 另一方面，在相

对复杂的工作环境下，智能化技术具有学习和迭

代能力，能在较短时间内模仿熟练技工的工作形

式，并基于历史行为数据迅速掌握工作技巧，形成

人机协同效应，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１５］。 而由于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自动化技术在部分领域

呈现出相对人的比较优势，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

时，与劳动力之间呈现竞争关系［１３］，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员工的技

能等级越低，越容易被企业淘汰。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２：生产率效应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影响劳

动力需求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主要基于以

下两点对样本企业数据进行选取。 一是对目标企

业的选取。 由于目前学术和社会各界暂未对人工

智能形成统一、明确的界定，根据人工智能相关发

展报告和白皮书，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检索关

键词进行筛选，并与同花顺数据库中的概念板块

标签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含有“人工智能、机器

人、机器学习、人机交互、云计算、大数据、芯片”
等七项概念板块标签的上市公司 ７０９ 家。 二是对

时间维度的选择。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白皮书》以及《２０２１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我
国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２０１６ 年是对

人工智能投资形成增速提高的转折点。 因此，本
文选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人工智能上市公

司年报作为数据分析的来源。 为确保获得信息的

全面性和平衡性，本文剔除了 ＳＴ、∗ ＳＴ 以及数据

收集期间退市的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根据变量

设置，进一步剔除了存在数据缺失或数据异常情

况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样本企业 ３８５ 家，共

１ ９２５ 个观测值。
样本企业所属的地区分布涵盖了我国 ２９ 个

省份，涉及的行业类型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建筑

业等。 其 中， 从 地 区 属 性 来 看， 东 部 地 区

（７７. ８２％ ）人工智能企业占比相对较多，这一定

程度上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 依托

地理位置优势，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企业在人才、资
本等较多方面更能够获得充足且优质的资源，企
业集群带来显著的效益提升，有利于公司和行业

规模的持续扩大。 从行业属性来看，工业企业占

据 主 导 地 位 （ ７４. ９０％ ）， 服 务 型 企 业 占 比

２３. ０１％ ，传统市场规模较大的工业、制造业领域

将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领跑位置。
（二）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劳动力需求 （ ｌｎｌａｂｏｒ）。 借鉴余明桂

等［１６］的做法，采用企业员工总数来进行衡量。 根

据刘涛雄等［１７］ 对机器人技术的职业替代率的测

算方法，为分析企业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需

求，本文以学历为划分依据，将高中及以下、本科

和大专、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分别归类为低技能劳

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利用不同

学历水平员工人数占比作为衡量指标，进一步将

企业劳动力需求细分为低技能劳动力需求（ ｌａｂ＿
ｌｓ）、中等技能劳动力需求（ ｌａｂ＿ｍｓ）和高技能劳动

力需求（ ｌａｂ＿ｈｓ）。 此外，本文分别选取生产岗位

（ ｌａｂ＿ｍｐ）、技术岗位（ ｌａｂ＿ｔｐ）、销售岗位（ ｌａｂ＿ｓｐ）、
财务岗位（ ｌａｂ＿ｆｐ）、行政管理岗位（ ｌａｂ＿ａｍｐ）五类

岗位员工占比，分析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２. 解释变量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ｌｎｔｅｃｈ）。 借鉴黄继

炜、周宝玉［１８］ 的研究，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

员工数量的比值，形成企业人均研发投入指标，通
过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投入程度来表征企业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水平。 从现实层面来看，对于中国企

业来说，研发投入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技术发展的

关键指标，尤其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其技术研发

和创新的支持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研发投入。 ２０２０
年我国科技部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在国际组

织认定的全球研发投入 ２ ５００ 强中，中国企业入

围数量达到 ５０７ 家，并且这部分企业集中在无人

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现代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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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领域，与此同时，２０１９ 年我国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了 ２２. ５ 万家，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１. ８ 倍。
因此，本文指标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

的技术创新阶段和水平，对于表现企业技术创新

程度具有一定代表性。 此外，本文在筛选企业的

过程中，重点选取了人工智能相关的核心技术名

词作为概念板块标签的检索关键词，因而这部分

企业的人均研发投入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存在较

强的关联度。
３. 中介变量

企业生产效率 （ ＴＦＰ）。 借鉴綦建红、张志

彤［１９］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来衡量生产效率。 企业通过重视基础性技术的

研发和设计，并增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提高

创新进程，降低创新成本以及资源错配率，促进生

产效率大幅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促使企业不断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结构，
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４.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文献［２０ － ２１］，本文企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具体包括：企业年龄 （ ｌｎａｇｅ）、企业规模 （ ｌｎｓ⁃
ｉｚｅ）、运营能力（ ｓｐ）、盈利能力（ｅｐ）、营业成本（ ｌｎ⁃
ｃｏｓｔ）、资本结构（ｃｓ）。

各变量的说明与测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劳动力需求 ｌｎｌａｂｏｒ 企业员工总规模取对数

解释变量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ｌｎｔｅｃｈ 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员工数量的比值

中介变量 企业生产效率 ＴＦＰ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值

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 企业年报年份与注册年份差值取对数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控制变量
运营能力 ｓｐ 总资产周转率

盈利能力 ｅｐ 总资产报酬率

营业成本 ｌｎｃｏｓｔ 企业年度营业成本取对数

资本结构 ｃｓ 资产负债率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

求的影响，本文在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设定如

下计量模型。
ｌｎｌａｂｏｒ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 ＋ βＺ ｉｔ ＋ μｉｔ （１）

模型（１）中，ｉ 表示企业，ｔ 代表年份。 Ｚ ｉｔ是包

含一系列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集

合。 同时，本文还加入了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以
及企业性质（民企、国企、外资企业）、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等虚拟变量，μｉｔ是随机

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企业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从企业性

质来看，民营企业占据多数，占比为 ６９. ０３％ 。 根

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的报告，民营企业作为

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近年内数量增长显著，在
新经济企业前 ５００ 强中占比超过 ８５％ 。 民营企

业以其灵活的商业模式，对环境变化和社会需求

响应迅速，更重视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 第二，从
企业 类 型 来 看， 以 大 型 企 业 为 主， 占 比 为

８１. １７％ ，中小型企业占比为 １８. ８３％ 。 自 ２０１５
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报告以来，在中小型

企业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较多大型企业重视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不断增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研
发和投入，逐渐实现企业智能化转型。 根据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ｌｎｔｅｃｈ 的值为 ６. ３７４ ～ １２. ９２２，均值为 １０. ８０８，标
准差为 ０. ７４７，跨度相对较大。 ｌｎｌａｂｏｒ 的均值为

７. ７６４，最小值为 ４. ３５７，最大值为 １２. ３４２，说明不

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明显异质性。 描述性

统计的观测值为 １ ９２５ 个。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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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ｔｅｃｈ １０. ８０８ ０. ７４７ ６. ３７４ １２. ９２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７. ７６４ １. １７６ ４. ３５７ １２. ３４２

ｌａｂ＿ｈ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１ ０. ５１０

ｌａｂ＿ｍｓ ０. ５０４ ０. ２００ ０. ０２３ ０. ９６２

ｌａｂ＿ｌｓ ０. ４３５ ０. ２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９６９

ｌａｂ＿ｍｐ ０. ４１５ ０. ２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９３９

ｌａｂ＿ｔｐ ０. ２９５ ０. １７６ ０. ０１０ ０. ８７５

ｌａｂ＿ｓｐ ０. １１９ ０. ０９９ ０. ００２ ０. ７５４

ｌａｂ＿ｆ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２３１

ｌａｂ＿ａｍｐ ０. １１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３ ０. ５１９

ｌｎｓｉｚｅ ３. ８２７ １. １７８ １. ００６ ９. １２６

ｌｎｃｏｓｔ ７. ３４２ １. ５１７ ３. ９１３ １３. ５５４

ｌｎａｇｅ ２. ９４０ ０. ２７５ １. ６０９ ３. ６８９

ｓ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６

ｅ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５ － ０. ４０２ ０. ４１８

ｃｓ ０. ４０７ ０. ４０７ ０. ０３６ ０. ９３６

　 　 （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

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３ 中列（１） ～ 列（３）汇报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需求规模影响的

基准回归结果。 列（１）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列

（１）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水平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企业劳动力总

需求规模占比平均下降 ０. ２９５ 个百分点，智能化

进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替代效应。 表 ３ 列（２）和
列（３）中采用多维固定效应估计方法［２２］，在堆叠

常规控制变量以及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

础上，依次逐层增加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

应，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
证实了企业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冲击作

用。 即随着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需求规模。 因此，从企业层面

来看，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对工

作岗位的冲击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人

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既定程序和逻辑的工作任务中

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高的工作能力取代人类

劳动力，从而降低了价值增值中的劳动力份

额［２３ － ２４］；另一方面现阶段较多企业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研发和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短期内无法

创造出大量的新工作岗位，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对

工作岗位的替代效应却随着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在劳动力总需求层面

上人工智能的补偿效应暂未凸显，这就呈现出目

前企业劳动力总需求规模减小的态势。
（三）基于劳动力需求结构差异分析

１. 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需求的分析

在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

考察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

力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４ 估计结果显示，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对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占比的影响系

数均显著为正，而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占比的影

响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拥有本科 ／专科及以上学

历的中、高技能人群在企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受

到的影响较小，而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

劳动力将面临较大的被替代风险。 其中，具有本

科或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劳动力群体在企业的劳

动力需求占比中增加幅度更大，企业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水平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企业对中等技能

劳动力群体的需求占比平均会上升 ０. ０３３ 个百分

点，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群体的需求占比平均会

增加 ０. ００６ 个百分点，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

需求则会平均下降 ０. ０３９ 个百分点。 在劳动力需

求结构方面，就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随着企

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对中等及以上

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份额会显著提高，而对低技能

劳动力的需求份额会显著下降。
上述结论显示，企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具

有本科或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人员的需求规模更

大。 相比较而言，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对高技能劳

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程度相对较低，并且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呈现负向增长。 研究结果可以看

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中等技能劳

动力之间体现出相对较强的互补性［２１］，说明在企

业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的过程中，会相应

地增加智能系统的检测、管理、维修等工作岗位的

需求，这类岗位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要求，但并不

强调过于专业化和理论化的研发、设计等能力，更
多地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和操作能力，主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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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基准回归及机制检验结果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ＴＦＰ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２９５∗∗∗

（０. ０４１）
－ ０. ２９８∗∗∗

（０. ０４７）
－ ０. ３０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２８７∗∗∗

（０. ０３９）

ＴＦＰ
－ １. ２８５∗∗∗

（０. ２８８）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４３３∗∗∗

（０. ０４９）
０. ４３２∗∗∗

（０. ０５４）
０. ４２６∗∗∗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４１０∗∗∗

（０. ０４６）

ｌｎｃｏｓｔ
０. ２８６∗∗∗

（０. ０４２）
０. ２８４∗∗∗

（０. ０４７）
０. ２９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３１０∗∗∗

（０. ０４２）

ｌｎａｇｅ
０. ４０１∗

（０. ２４０）
０. ４１３

（０. ２６７）
０. ３７９

（０. ２６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３９８∗∗

（０. ２３０）

ｓｐ
４. ０３１

（６. ３１５）
４. ３９４

（６. ９７６）
２. ９２２

（６. ８７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０）

ｅｐ
－ ０. ２６６∗∗∗

（０. ０９７）
－ ０. ２７５∗∗

（０. １０７）
－ ０. ２６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２ Ｅ１

（０. ００１ Ｅ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ｃｓ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９）

－ ０. ０５８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５３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０４ Ｅ － ２
（０. ００１ Ｅ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６. １０１∗∗∗

（０. ７８３）
５. ７２３∗∗∗

（０. ９３９）
５. ８２１∗∗∗

（０. ９１５）
０. ８１５∗∗∗

（０. ０７５）
７. ２４４∗∗∗

（０. ７８８）

样本量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Ｒ２ ０. ５９７ ０. ６０２ ０. ６１４ ０. ０８２ ０. ６２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４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

需求影响的回归结果

ｌａｂ＿ｈｓ ｌａｂ＿ｍｓ ｌａｂ＿ｌｓ

ｌ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０）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２）
０. ２６０

（０. ２１０）
０. ６８７∗∗∗

（０. ２４６）

样本量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Ｒ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９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要适合中等技能劳动力来完成［２５］。 此外，从以往

技术进步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事程序化工作、低学

历的劳动力是新技术的首要替代对象，低技能劳

动力群体的转型培训成本和时间成本相对于中等

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大。 就我国而言，从总体上看，
同一时期技能劳动结构分布的变化不大，低技能

劳动力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中等技能劳动力，高
技能劳动力占比较小，由于中等技能劳动力在相

对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而更

多地被企业需要。
２. 不同岗位类别劳动力需求的分析

根据任务模型的理论分析，人工智能会基于

不同类型的工作任务对企业不同岗位的劳动力需

求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从岗位结构来看，那些具

有重复性、程序性、技术含量低并且需要消耗较高

培训成本的工作岗位，最先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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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２６］。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

企业不同岗位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本文分别将生

产岗位、技术岗位、销售岗位、财务岗位和行政管

理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占比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 表 ５ 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显著提高了企业对技术岗位、财务岗位和行政管理

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占比，对生产岗位劳动力需求占

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并且对销售岗位劳动力需求占

比的影响不大，说明人工智能在企业发展中依然需

要一定比例的员工完成技术岗位、财务岗位和行政

管理岗位的工作任务，而对于生产类岗位中的大部

分工作任务则能够实现智能化转型。
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类岗位中的运用范围较

广且执行率较高，随着技术创新进程推进，生产岗

位中的一线工作任务逐步实现无人化操作。 尤其

是在生产环节，与劳动力的工作能力相比，人工智

能技术更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可在相同的时间内

实现更高产出。 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处于

初步发展阶段，对于需要复杂创新知识、创造能

力、研发设计能力的技术类岗位和具有复杂的沟

通、管理能力的行政管理岗位中的工作任务难以

实现自动化处理［２７］。 此外，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对销售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占比影响不显著，然
而其系数为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随着企业

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线上媒体业务的传播，企业

对销售岗位劳动力的需求比例开始逐年下降。

表 ５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不同岗位类别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回归结果

ｌａｂ＿ｍｐ ｌａｂ＿ｔｐ ｌａｂ＿ｓｐ ｌａｂ＿ｆｐ ｌａｂ＿ａｍｐ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８８１∗∗∗

（０. ２８０）
－ ０. １５６
（０. ２４４）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６９
（０. １３２）

样本量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Ｒ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作用机制检验

基准分析结果显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规模，本文将进一

步从生产率效应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影响企业

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渠道。 借鉴 Ｂａｒｏｎ ＆ Ｋｅｎｎｙ［２８］

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ＴＦＰ ＝ β０ ＋ β１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 ＋∑ ρｉＺ ｉｔ ＋ δｉｔ （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 ＋ γ２ＴＦＰ ＋∑ηｉＺ ｉｔ ＋ εｉｔ

（３）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表示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中介变量，其他变

量的解释同模型（１）。 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具体

如表 ３ 中列（４）、列（５）所示，其中列（４）报告了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即
模型（２）中 β１ 的估计结果；列（５）报告了加入中

介变量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

规模的影响。 即模型（３）的估计结果，其中需要

关注的是模型（３）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

动力需求规模的影响系数 γ１ 和中介变量对劳动

力需求的影响系数 γ２ 的显著性。 若 β１、γ１、γ２ 的

系数均为显著状态，则说明中介变量在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与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之间起到了传递

机制，中介效应的比重通过 （ β１ × γ２ ） ／ γ１ 进行

测算。
表 ３ 中列（４）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水平的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原
因如下。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替代低级别、
可重复性强的简单任务，企业通过增加人工智能创

新投入，推动智能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力的整

体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在以人工智能为表征的新

一轮技术进步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与新技术形成

有效匹配，并更能够融入人机协作的工作模式，从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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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高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升。 列（５）的
估计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企业对劳

动力的需求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其可能原因为，增
加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使得新技术逐步融入企业生

产和运营过程，带动了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而由于

新技术与劳动力相比具备相对成本优势，为了节约

劳动力成本，企业会相应减少低技能以及生产性岗

位的劳动力的需求。 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加深了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负向作用，生
产率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４６. ９６％，表明在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关系中，生产率

效应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处理

上述回归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内生性

问题的干扰，本文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利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以获得更为稳健的

结果。 已有较多研究显示，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现有研究中解决内生性问

题的常用方法。 由于企业当期人工智能创新投入

是根据上一期的投入产出情况和企业经营情况进

行决策，所以滞后一期的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只能

通过当期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影响劳动力需求，因
此，运用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并不会影响当期企业劳动力需求。 鉴于此，本
文借鉴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９］关于工具变量的处理思

路，选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

变量。 一方面，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具有

一定的动态性和延续性特征，前期的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水平会为当期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奠定基

础［３０ － ３１］。 另一方面，企业前期的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水平会通过影响当期技术创新进程进而影响企

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本文借鉴陈经伟、姜能鹏［３２］对工具变量的选

择采用集聚数据处理法，对样本企业根据行业和

地区两个维度进行分组，以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每个分组均作为一个集合

以计算相应的工具变量，计算公式如下。

Ｔｅｃｈｉｊ ＝
１

ｍ － １ ∑ｎ∈Ｎ
ｎ≠ｉ

ｌｎｔｅｃｈｎｊ （４）

其中，Ｔｅｃｈｉｊ为企业 ｉ 的内生变量 ｊ 所对应工

具变量，ｌｎｔｅｃｈｎｊ为企业 ｎ 的内生变量 ｊ，ｍ 为分组

Ｎ 元素的个数。 根据该方法的思想和原理，虽然

由于分组相同的企业所属行业和地区存在相同或

相近的情况，从而导致集聚数据的均值与单个样

本企业内生变量的数值相关联，然而企业对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的投入是相对独立的，通过对工具

变量的处理，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具体如

表 ６ 所示。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值分别为 ７９. ００７ 和 ２０. ３４５，均
大于 １０％水平下最大临界值 １６. ３８，且大于临界

值 １０，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同时，
两种工具变量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均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的问

题。 此外，由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个数与解释

变量数量相同，因此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根据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水平依然对其劳动力需求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说明在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前文研究结

论具有稳健性。

表 ６　 基于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ｌｎｔｅｃｈ
（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３）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４）

Ｌ． ｌｎｔｅｃｈ
０. ４１１∗∗∗

（０. ０４６）

Ｔｅｃｈ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６）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３０５∗∗∗

（０. ０５９）
－ ０. ２２３∗∗

（０. １０９）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 ＼ 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５４０ １ ９２５ １ ５４０ １ ９２５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值

７９. ００７ ２０. ３４５

Ｒ２ ０. ５５５ ０. ５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排除异常值

为了排除部分企业和年份所带来的少量异常

值对计量模型的干扰，需要对核心变量进行双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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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尾和双边截尾来处理异常值。 因此，本文借鉴

李成友等［３３］的做法，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

１％分位上进行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具体估

计结果如表 ７ 中列（１）和列（２）所示。 可以看出，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系数的符号未发生改变且依旧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进行 １％分位的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

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效应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３. 考虑时间趋势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会减

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行业内企业自身发

展趋势是否会在其中发挥作用仍然难以明确。 为

了避免本文所识别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是源于

企业 自 身 的 发 展， 本 文 进 一 步 借 鉴 Ｃｈｅｎ ＆
Ｋｕｎｇ［３４］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与企业年龄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进行估计，回归

结果如表 ７ 中的列（３）所示。 实证结果显示，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考

虑时间趋势问题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依然会降

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表 ７　 基于排除异常值和增加时间趋势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双边截尾 双边缩尾 加入时间趋势

（１） （２） （３）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３１３∗∗∗

（０. ０４４）
－ ０. ３１７∗∗∗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５１∗

（０. ０８６）

ｌｎｔｅｃｈ × ａｇｅ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Ｅ１）

ｌｎｔｅｃｈ × ａｇｅ２
０. ００１Ｅ１

（０. ００１Ｅ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 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７. ８２５∗∗∗

（０. ３６３）
７. ９１１∗∗∗

（０. ３７８）
４. ６６２∗∗∗

（１. ５０９）
样本量 １ ８４８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Ｒ２ ０. ６１７ ０. ６００ ０. ５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

（一）人工智能替代效应检验

人工智能替代效应是影响企业进行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与劳动力需求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由

于数据限制，本文借鉴李磊等［２１］ 的做法，在基准

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企业人均薪酬的

交乘项，间接识别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需

求的替代效应。 交乘项系数若显著为正，表明伴

随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

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显著下降，反之则增强。
根据表 ８ 的回归结果，列（２）中交乘项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的替代效应减弱，抑制了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消极影响。 究其原

因，从事技术类岗位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从事

生产性、程序性工作岗位的低技能劳动力拥有更

高的工资水平，因而从总体上拉高了企业的人均

薪酬水平。 根据主效应回归结果，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技术类岗位劳动力需

求的占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对企业总体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表 ８　 替代效应检验结果

（１） （２）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２８７∗∗∗

（０. ０３９）
－ ０. ２５６∗∗∗

（０. ０４３）

ａｖｅｒ＿ｗａｇｅ
－ ０. ７４５∗∗∗

（０. ２５７）

ｌｎｔｅｃｈ × ａｖｅｒ＿ｗａｇｅ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９２５ １ ９２５
Ｒ２ ０. ６０５ ０. ６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时期的异质性检验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促使企业积极响应人工智能技术

的研发和引用。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过程

中，政策导向作用可能会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

关注程度。 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企业，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

异。 为此，本文借鉴李成友等［３３］ 以及李磊等［２１］

的做法，将样本区分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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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间段，进一步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差异。
根据表 ９ 中列（１）和列（２）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两个时期内均显

著为负，说明本文估计结果在时期跨度上具有稳

健性。 其中，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削减作用显著高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年后期我国规划了未来几

十年内人工智能战略布局，推动企业进行智能化

转型。 与过去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相比，企业顺

应政策引导，大幅提高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

投入，在短期内对劳动力的冲击作用进一步加大，
从而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性能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不仅能够实现对

程序性、重复性等生产类工作岗位的替代，而且逐

渐步入零售、客服、餐饮等服务类工作岗位，因此

与过去相比，在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投入不

变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

益，从而促使企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２.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特征可能会影响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为此

本文依据同花顺数据库对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的划

分，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从
企业规模视角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劳动

力需求的结果进行估计。 表 ９ 中列（３）和列（４）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规模企业中，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大型企业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需求的消极作用更强。
这说明，一方面大型企业相对具有较为完整的组

织结构和更庞大的员工体系，并且与中小型企业

相比，大型企业需要经历更为深入的智能化转型

过程，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受到冲

击的工作岗位更多，因此大型企业劳动力需求的

下降幅度较中小型企业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中小

型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在推进智能化水平提升方

面的动力较为欠缺，因此在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

中，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幅度较小。
３. 基于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６ 年）对我国省区

市的划分标准，将样本企业所属地区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类，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地区差异。 表 ９ 中列

（５）、列（６）和列（７）分别展示了不同地区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其中位于

东部地区的企业，其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劳动力

需求的替代作用相对较弱，而位于中部地区的企

业在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水平的过程中，显示

出对劳动力需求更强的冲击作用。 究其原因，一
方面，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起步

期较早，相较于其他地区，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正

在逐步被其创造效应覆盖。 另一方面，由于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聚集了更多高技能人才，
而东部地区部分中、低技能劳动力转移至中部和

西部地区，而这部分劳动力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

面临更大的被替代风险。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成为产业变

革、企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拉动企

业劳动力需求对缓解就业压力以及促进高质量就

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相关文献梳理和理论机制

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以人工智

能相关关键词为概念股标签的上市企业面板数

据，检验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我国企业劳动力

需求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１）从总

体上看，本文的结论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显著

降低了我国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规模，反映出现阶

段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以替代劳动力为主

导。 （２）作用机制的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对劳动力需求的递减作用主要归因于生产效率

的提升。 （３）从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分析发现，从
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水平来看，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对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

的需求份额，显著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份额，并且相比较而言，在企业智能化转型过程

中，企业对具有本科或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人员

的需求规模更大；从不同岗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

水平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对

技术岗位、财务岗位和行政管理岗位的劳动力需

求份额，而降低了对生产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份额，
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销售岗位的劳动力需求

占比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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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异质性检验结果

时期 企业规模 地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ｎｔｅｃｈ
－ ０. ２６１∗∗∗

（０. ０４９）
－ ０. ３９０∗∗∗

（０. ０６１）
－ ０. ３４５∗∗∗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１１∗∗∗

（０. ０６９）
－ ０. ２９７∗∗∗

（０. ０４６）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８７）
－ ０. ３４２∗∗∗

（０. １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７. ２３４∗∗∗

（０. ４６７）
９. ２５８∗∗∗

（０. ５８８）
７. ８６８∗∗∗

（０. ３８９）
７. ６０６∗∗∗

（０. ８１３）
７. ８３４∗∗∗

（０. ４１９）
８. １１３∗∗∗

（０. ８００）
８. ５８４∗∗∗

（１. ４４９）
样本量 ７７０ １ １５５ １ ５８０ ３４５ １ ４８５ ２９０ １５０
Ｒ２ ０. ５８３ ０. ５６０ ０. ６５６ ０. ４１２ ０. ５８７ ０. ７３１ ０. ５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对智能化技术带来的短期冲击效应。 智能化转型

是企业面临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创新

在短期内首先显现出对部分旧有岗位的替代作

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体系，为面临较

高被替代风险的劳动力提供短期失业保障，以缓

解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作用。 同

时，由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期，仍
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将衍生出来大量新工作岗位，创造出大

量的劳动力需求。 通过为劳动力提供再培训机

会，有助于在推进企业创新的同时降低对劳动力

需求的减速。 （２）评估劳动力知识技能的现实需

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劳动力资源与产业发

展的动态匹配。 随着技术变革深化，企业不仅要

求劳动力拥有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需

要具备对人工智能的基本了解以及智能化技术在

所从事岗位中的运用能力。 一方面，高校需要对

各行业岗位的知识技能需求进行评估，使得培养

制度呈现多元化、体系化、持续性特征，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着力培养拔尖型创新型人才，实
现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契合，从而缓解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冲击作用。 另

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方案，增强各培训方案的有效性和实践性，通过提

高技能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从而实现员工与岗

位同步发展。 此外，企业需要制定人力资源的优

化配置策略，从企业内部开展员工专业和技能素

养与技术创新同步发展计划，避免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对劳动力的大幅替代，以及企业劳动力需求

规模的降低。 （３）营造健康、公平的竞争环境，引
导企业追求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转型成为现阶段

企业竞争的有效手段，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当前

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然而，过度强调企

业效益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消极作用，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需要规

范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标准，缓解企业的

竞争压力，使企业根据内部实际需求合理安排技

术与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在满足企业发展的同时，
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步推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与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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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黄继炜，周宝玉． 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了吗？ ［Ｊ］ ．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９（９）：１５８１ － １５８８．
［１９］綦建红，张志彤． 机器人应用与出口产品范围调

整：效率与质量能否兼得［Ｊ］ ． 世界经济，２０２２ （９）：３ － ３１．
［２０］ＨＡＮＳＥＮ Ｇ Ｓ， Ｈｉｌｌ Ｃ Ｗ． 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 ｍｙｏｐｉｃ？ Ａ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１，１２ （１）：
１ － １６．

［２１］李磊，王小霞，包群． 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

中国经验［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２１（９）：１０４ － １１９．
［２２］罗润东，郭怡笛． 企业创新投入、员工需求规模

及内部构成［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４７ － ６２．
［２３］ＡＴＡＣＫ Ｊ， ＭＡＲＧＯ Ｒ Ａ， ＲＨＯＤＥ Ｐ Ｗ． 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９， ３３（２）：５１ － ７０．

［２４］ＦＲＡＮＫ Ｍ Ｒ， ＡＵＴＯＲ Ｄ， ＢＥＳＳＥＮ Ｊ Ｅ，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ｂｏｒ［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 １１６（１４）：６５３１ － ６５３９．

［２５］ ＬＯＲＤＡＮ Ｇ， ＮＥＵＭＡＲＫ 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ｂｌｅ ｊｏｂｓ
［Ｊ］ ．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５２（３）： ４０ － ５３．

［２６］ＦＥＮＧ Ａ， ＧＲＡＥＴＺ Ｇ．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ｓａｖ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Ｚ］ ．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８８３６， ２０１５．

［２７］ＢＩＮＤＥＲ Ａ Ｊ， ＢＯＵＮＤ Ｊ．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
ｋｅ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ｍｅ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９， ３３（２）：１６３ － １９０．

［２８］ＢＡＲＯＮ Ｒ Ｍ， ＫＥＮＮＹ Ｄ 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
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５１（６）：１１７３ －
１１８２．

［２９］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Ｆ， ＰＯＮＣＥＴ Ｓ， ＺＨＡＮＧ 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ｒ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３５
（１０）：２０ － ４２．

［３０］文丰安，胡洋洋． 区块链技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Ｊ］ ．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５）：９１ － ９８．

［３１］马国旺，李焙尧． 人工智能应用、劳动报酬份额

与失业率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Ｊ］ ．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６１ － ７０．
［３２］陈经伟，姜能鹏．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机制、异质性与持续性［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６ － １２４．

［３３］李成友，孙涛，王硕． 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

向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Ｊ］ ． 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１（１）：１０５ －
１２４．

［３４］ ＣＨＥＮ Ｓ， ＫＵＮＧ Ｊ Ｋ．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ｏｐ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１６， ２１（１）：
７１ － ９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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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ｒｍ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ＥＮＧ Ｘｉｌｉａｎｇ ＆ ＱＩＵ Ｙ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ｌｌ ｗａｌｋ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ｒｍ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３８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６ ｔｏ ２０２０，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ａ ｐａｎｅ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ｒｍ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ＡＩ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ｒｍ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２） Ａ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
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ｓ． （３） Ｔｈｅ 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ｒｍ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ｏｒ⁃
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本文责编　 王　 轶）

（上接第 １４ 页）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ＡＯ Ｚｈａｎｇｌｕ，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ｈｕｉ ＆ ＺＨＡＯ 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６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Ｉ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ｗｅｂ ｃｒａｗ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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