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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分析其就业结构，对于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收集纽约 2000 － 2010 年的就业数据，

研究纽约的就业结构现状、变化走势和结构特征，并与上海就业结构加以对比，找出上海

与纽约在就业结构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就业结

构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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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包括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最为接近的目标，把握纽约就业结构的现状和变动趋势，分析其变动原

因，找出纽约就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与上海就业结构特征的对比，找出它们的不同点和共同点，

从而提出上海就业结构的改进措施，以促进上海“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建设。

一、纽约的就业结构

( 一) 总体就业情况

纽约作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纽约农业的就业人数非常少，在研究

纽约的就业结构时，主要以非农业的就业人数为研究对象。图 1 显示，2000 ～ 2003 年纽约的非农

业就业人数是缓慢下降的，这和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及“9·11”事件有直接关系。从 1991 年开

始的 10 年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从 2000 年开始进入了经济衰退期，2003 年才开始好转。
2003 ～ 2008 年纽约非农业就业人数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上升速度总体上趋于稳定，其中服务

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和非农业的就业总人数变化保持一致，而物品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基本上

处于水平状态，说明总体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是服务生产部门的发展带动起来。2008 年开始的

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巨大，作为爆发点的纽约更是首当其冲。图 1 显示，到 2010 年为止，纽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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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就业总人数和物品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服务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

在 2009 年下降之后，2010 年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

图 1 纽约总体就业情况( 单位: 千人)

( 二) 就业情况和趋势

从行业的角度来分析就业情况和变化更能展示出一个城市的就业状况和变化趋势。图 2 显

示了 2000 ～ 2010 年纽约重要行业就业情况和变化; 批发零售业及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的就业

人数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处于下降的趋势。在图 2 的行业分类中，就业人数一

直呈现上升趋势的有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教育服务，这 3 个行业在 2000 ～
2003 年和 2008 ～ 2010 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强劲的上升势头，仅住宿和餐饮业的上

升势头在 2009 年有轻微下滑。图 2 还显示，金融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在经济危机之前一直

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其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其中以金融业的下降幅度最大;

信息业的就业人数则是在缓慢下降; 而不动产业和商业服务的就业人数处于相对平稳之中，变化

不大。
( 三) 就业结构及变动

图 3 显示了 2000 年和 2010 年纽约重要行业就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图 3 可

知，教育和健康服务业，政府，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商业服务四个部门是纽约提供就业岗位最

多的部门: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占非农业就业人数的 64% 和 67． 6%。就业结构变动显著的部

门有，教育和健康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 2000 年的 16． 1%上升至 2010 年的 20． 0%，新增 30． 95 万

个就业岗位，成为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 而 2000 年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从

2000 年的 17． 8% 减少到 2010 年的 16． 9% ; 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从 2000 年的 8． 8% 降至 2010 的

5． 4%，减少了 29． 45 万个就业岗位，成为就业人数下降最显著的部门。图 3 表示，2000 年到

2010 年除商业服务部门外，其他部门的就业比重都在增加或减少，商业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保

持在 12． 8%，这说明在城市就业结构中商业服务部门的重要性。
2000 年，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教育和健康服务、政府、商业服务、制造业和金融业是纽约就

业人数比重最大的几个行业; 到了 2010 年，教育和健康服务、政府、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商业服

务、娱乐业和金融业成为就业人数比重较大的几个行业。制造业在这 10 年间就业人数减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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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纽约重要行业就业情况( 单位: 千人)

多，教育和健康服务就业人数增加最多，这说明纽约的就业人数由第二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

转移。

金融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主要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减少了 7． 93 万个就业岗位，下降幅度为

10． 7%，其中就业减少最多的是银行和证券公司; 人口因素对教育就业有很大影响; 健康行业的

就业人数增加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也比较大，并且随着纽约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健康行业的就业形

势持续乐观; 其他行业就业人数的减少则是集中在批发零售业; 娱乐业的就业增长集中在住宿和

餐饮业。

图 3 2000 年和 2010 年纽约重要产业就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

( 四) 纽约就业结构的特征

1． 批发零售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行业。纽约商业十分发达，批发零售业的就业人数逐年上

升，2007 年达到 125 万人; 2008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就业人数开始下降; 2010 年约为 119 万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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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就业人数的 14． 01%。
2． 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上升势头强劲，2010 年就业占比为 6． 94%。纽约作为

国际化大都市，旅游业和服务业十分发达，相应的住宿和餐饮业就业形势良好，就业人数不断

增加。
3．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就业人数众多，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这和

纽约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其就业人数 2010 年达到 130 多万，占总就业人数的 15． 27%。
4． 金融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很高。作为纽约的主要产业，金融业就业人数在经济危机之前

缓慢增长，经济危机后稍有下降，但 2010 年就业人数仍为 66 万多，占比为 7． 79%。
5． 教育业就业人数庞大且比例不断攀升。纽约的教育业就业人数 2010 年约为 39 万，所占比

例为 4． 64%。同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相同，教育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主要受人口因素较大。
6． 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虽然纽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 2010 年为 45 万人，但是占比

降为 5． 34%，受经济危机影响，其下降幅度不断增加。
7． 不动产业和商业服务的就业人数平稳。纽约这两个产业的就业人数在 2000 ～ 2010 年之

间处于十分平稳的状态，变动幅度很小。

三、上海就业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就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

第二、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有序向第三产业转移。2000 年，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成为推动上海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可靠保障。
( 一) 金融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上海金融机构的总数已达到 800 多家，其中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 300 多家，

金融保险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 1985 年的 2． 5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底的 24． 1 万人。
( 二) 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住宿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比较多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零售业的发展迅猛，就业人数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至 2010 年，从

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就业人数已达 228 万，占上海总就业人数的 20． 9%。
( 三)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的就业人数呈现上升状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上海市政府为保障居民福利，不断增加财政投入，社会保障制度不

断完善，推动了这一产业的发展，就业人数有所上升，从 2000 年的 18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20． 4

万人。
( 四) 教育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呈下降的趋势

为保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上海的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上海教育业的就业人数

在 2000 ～ 2010 年的 10 年间，就业比重却从 4． 5%降至 2． 6%。

四、上海和纽约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 一) 共同点

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等发展迅猛。上海商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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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一直在增加，从 2000 年

的 13． 1%增加到 2010 年的 20． 9%，而纽约的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数 2010 年所占

比例加起来是 20． 95%。
( 二) 不同点

1．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尽管上海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从 1980 年

的 16． 6%下降到 2010 年的 3． 4%，但与纽约相比，上海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依然过多。
2． 医疗和社会保障发展缓慢。尽管近几年，上海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医保、养老金等的投入，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上海医保和社会保障业的就业人数依然很少，纽约 2010 年这一行业的

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15． 27%，上海只占 1． 87%。
3． 教育业就业较低。尽管上海从事教育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是其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却

呈现下降趋势，自 2000 年的 4． 5%降至 2010 年的 2． 6%，这与纽约教育业就业人数 2010 年占总

就业人数的 4． 64%差距明显。
4． 金融类人才缺乏。上海规划在 2020 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 2010 年上海市从事金融保

险业的就业人数只有 24 万，占总就业人数的 2． 2%，与纽约的 7． 79%相比差距很大。

五、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启示

结合以上对纽约就业结构的研究，本文对上海就业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以下建议:

( 一) 重视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的就业

以往的研究对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的重视不够，纽约这一行业的就业人数是上海的近 10

倍。上海人口已经达到 2300 多万，并且仍有上升的趋势，加之未来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将十分严

重，这就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发展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业，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 二)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上海教育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这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是不合理的，这就需要

上海继续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辅以其他措施，例如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鼓励优秀

的年轻人从事教育行业等，以应对由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多的教育需求。
( 三) 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多的金融人才，目前上海金融人才的就业人数和纽约尚有较

大差距，应该加大对金融就业人才的合理培养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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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Four Centers”in Shanghai:

Based on New York's Employment Structure

Wulijitu Cheng Wen

Abstract: Shanghai to establish the“Four Centers”need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metropolitan cities in the world． New York as a world financial center，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Four Centers”． This article by co －
llecting employment data from 2000 to 2010 in New York，to study the present situation，changing
trends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New York，and compare with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Shanghai，to identify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this basis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Shanghai building“Four Centers”are given．

Keywords: New York; Shanghai; The stracture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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