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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全

国范围来看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大致呈现U形关系,并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影响服务业结构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拓展讨论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

对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此外现代服务业相比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潜力

还在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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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国家提出了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

要抓手,以往都是让工厂拉动就业,但是现在制造

业极度内卷,所以中央提出把服务业作为促进就业

的抓手,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不到

50%。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升级,它不仅在科

技领域引领创新,显著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还孕育

出众多新的业态,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然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妥善解决。根据高盛

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取得重大突破,预计未来人工智能有望取代全球约

3亿个全职职位。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在美国和欧

洲地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人工

智能自动化的影响。在智能浪潮下的服务行业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与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服务行业的

雇佣模式,并由此引起人们对未来就业发展趋势的

关注。在就业系统方面,中国的就业结构仍然以中

低技能劳动力为主[1],这与发达国家高技能、高附加

值的就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长

期依赖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对中低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

较小。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科技进步,市场对高

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目前中低技能

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普及率以

及更为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它们的劳动力市场

更加注重技能和知识的运用,就业系统更为多元

化,高技能产业和服务业占据重要地位。在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服

务行业岗位可能会被智能化技术替代[2],这将对服

务业就业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因此,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

行分析,以人工智能、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

水平等变量为研究对象,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

考察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

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大致呈现U形关系,即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服务业就业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且在考虑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在

剖析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微观机制发现,人工智能通

过对服务结构的调整来促进服务行业的就业。在此

基础上,还对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深

入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运用对服务业中高

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考虑

到人工智能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和应用范围也

有所不同,通过异质性分析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国不

同区域内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东

部地区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并不存在U形关

系、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表现单一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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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在西部地区其U形关系更为明显。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理论上来看,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其负面的替代

效应与正面的补偿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
替代效应体现在“机器换人”,这通常会导致企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减少[3]。相反,补偿效应是指人工智

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新业务的产生、新模式的

发展以及新工作岗位的设立,创造了劳动力具有竞

争优势的新职位,或是扩大了现有职位的职责范

围,进而增加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首先,人工智能表现出的就业替代效应是指人

工智能将导致服务业就业的减少。其机理在于:一
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决策支持以及模式识别等

方面的能力,使得许多知识型工作也面临被机器替

代的风险[4]。例如,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处理大量的

法律文件、医疗影像或金融交易数据,这可能会减

少对这些领域专业人工分析的需求。二是在“智能

制造”的大背景下,高端智能技术正在转变生产过

程,催生了以小批量、定制化为特点的柔性生产模

式。这种模式使得生产单个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数

量减少,尤其对传统制造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造成

了系统性的冲击。三是智能客服在服务行业已经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生成式 AI如ChatGPT、

GPT-4等的快速发展,它们已经能够完成以认知和

创意技能为主的高难度复杂任务[5-6]。利用ChatG-
PT,可以轻松地完成代码编写、广告文案创作、插画

设计以及短视频制作等工作。
其次,人工智能表现出的补偿替代效应是指人

工智能将导致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主要由于:一是

人工智能在处理大数据和复杂计算方面的能力,可
以帮助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创造新的产品和服

务[7-8],从而可能产生全新的职业领域。二是人工智

能的应用可以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服务

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并且这种盈利的增加可能

会被再投资于创造新的职位或提升员工技能。例

如,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资助员工培训项目,
使他们适应更高技能的工作要求[9]。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双向效

应,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替代效应与补偿效应的相对强

度[10],而这一整体效果目前尚不明确。此外,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体系还将会重塑劳动过

程[11-12]:①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利用,人类不仅大幅提

升了劳动能力,还不断超越自身生理极限以提高劳动

生产率。这一过程实现了劳动资料的机械化,以及人

类劳动的“离体化”,并朝着人类劳动的“离人化”方向

发展,因此人工智能的应用更易发挥负向的替代效

应。②在传统的劳动分工中,主要追求规模经济的垂

直化分工。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常常面临信息缺失和

时滞的问题[13-14]。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新
兴企业得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有效地进行生产与销售

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及处理。这些数据能够在各

个部门之间共享和组合,生成了全面、透明且价值高

的信息流,显著提升了部门间的协作效率。③人工智

能技术紧密结合大数据与零售业务,可以优化零售行

业的资源配置。例如,在零售供应链的构建过程中,
可以运用智能供应链的数据进行优化并提供设计方

案;在供应产品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无人仓库能够

预测商品销量和仓库存量等。
鉴于上述理论,并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

平,中国在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方面的净效应需要通

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基于这些考虑,在智能

浪潮下的服务行业变革中,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人工智能对就业具有替代效应与补偿效

应,综合效应不确定,但大致呈现U形关系。
此外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由常规任务主导的

低技能岗位面临被机器取代的趋势,同时,这一技

术变革也在催生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高技能职位

的需求[14]。这样的转变预示着适应新知识经济、具
备较高教育水平和技术适应能力的年轻劳动者可

能会从AI的发展中获益,而那些技能和学历较低、
年龄较大的工作群体则可能最先感受到负面影响,
成为潜在的福利损失者。观察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就业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及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仍

显不足,加之中国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

40岁以上的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共同

增加了中国劳动者在职业更迭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在被替代风险和平稳实现再就业方面的压

力[15]。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人工智能通过影响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对

服务业就业可能存在促进作用。
通过对以上研究假设的实证分析,可以更好地

理解智能浪潮下服务行业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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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基准模型,模型(1)旨在检验人工智能与服

务业就业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型(2)则进一步考虑

了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

关系,模型构建如下:

EMPit =β0+β1TECit+A×controlit+
mi+nt+εit (1)

EMPit =β0+β1TECit+A×controlit+β2TEC2it+
mi+nt+εit (2)

式中:i、t分别为企业及年份;mi、nt分别为省份固定

效应及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EMPit为就业水

平;TEC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

产投资衡量其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并选用专利申请

数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集合controlit为控制变量,考虑到服务业

就 业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本 文 控 制 了 教 育 水 平

(EDL)、经济发展水平(GDP)、服务业结构调整

(SAS)、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水平(URL)。
为了减少由于单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引起的异方

差问题,对差异较大的变量采取对数处理方式对变

量进行统一。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缩小数据的尺

度差异,同时保持数据的内在关联结构,从而有助

于提高后续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模型(2)的基础上为验证 H2,加入人工智能

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交互项 TEC×THR,以
评估服务业中人工智能应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

作用对就业总量影响并反映其内在机制。此外引

入交互项有利于消除变量间的内生性。

EMPit =β0+β1TECit+A×controlit+β2TEC2it+

β3(TEC×THR)it+mi+nt+εit (3)

2.2 数据说明

选取2013—2022年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
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人

工智能、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水平等变量为

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

响。其中,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其他数据来源均来自《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

业数据库以及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等。变量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述统计结果可知,各
个变量的平均值与其中位数相近,这表明样本数据

接近正态分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取完对数后其

最大值6.8881,最小值1.2658,二者之间相差较

大,这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表现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EMP 300 0.3754 0.0117 0.0934 0.10950.0711
lnTEC 300 6.8881 1.2658 5.2576 5.16470.8914
lnEDL 300 8.8596 5.0559 7.0206 7.00750.6847

lnGDP 300 11.7685 7.4462 10.0511 9.94740.8811
SAS 300 0.8386 0.3466 0.4989 0.50900.0848
lnFDI 300 7.6304 -1.57465.8955 5.43781.8248
URL 300 0.8960 0.3789 0.5987 0.61390.1138

lnTEC×SAS 300 6.2173 0.5382 4.6047 4.47750.9254

出不平衡的特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技术

投资的需求更为强烈,其次人工智能与服务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交互项在各省份之间也表现出较大差

异。此外其余各个变量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也
为探讨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就业之间的关系提供重

要的研究契机。

3 实证检验分析

3.1 基准结果

在基于模型(1)和模型(2)的设定下,通过了

Hausman检验,决定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深入

探究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具体影响。基准回

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效应

变量 (1) (2) (3) (4)

lnTEC
-0.0039* -0.0702**-0.0751***-0.0824***

(1.0954) (-3.0239)(-5.0536)(-3.5522)

lnTEC2
0.0125*** 0.0075*** 0.0074***

(5.3318) (4.9238) (4.8011)

lnEDL
0.0781*** 0.0709*** 0.0706***

(6.3576) (5.9445) (5.9059)

lnGDP
0.0049 0.0085 0.0085
(0.4388) (0.7749) (0.7804)

SAS
-0.0914*** -0.0939*** -0.1825*

(-3.9293) (-4.1943)(-0.8361)

lnFDI
0.0062** 0.0061** 0.0060
(3.0614) (3.1257) (3.0986)

URL
0.0422* 0.0269 0.0254
(2.4139) (1.5775) (1.4516)

lnTEC×SAS
0.0166**

(0.4079)

常数项
-0.4803*** 0.1276* -0.3476*** -0.2464*

(-13.1588)(2.2455)(-6.7055)(-2.0770)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7856 0.4796 0.8021 0.8022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U-检验 2.11* 2.35* 2.67*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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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列(1)为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线性影响

系数。这一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值,这
表明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业

的就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对增加服务业

就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没有将“回弹效应”引入的非

线性条件考虑在内。列(2)和列(3)展示了人工智能

对服务业就业的非线性影响系数。结果表明,在引入

二次项后,人工智能的一次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下为负,但是二次项系数则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了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U
形关系,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服务业就业水平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为了确保模型对非线性分

析结果的稳健性,对列(2)和列(3)的结果进行了U-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U形关系成立,说明H1得到验

证,可能是由于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简单、重
复性高的服务行业工作,如数据录入、基础客户服务

等,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这一过程在短期内导

致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问题,体现在U形曲线的

下降部分。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

用范围的扩大,它开始在更复杂的任务中发挥作用,
如数据分析、高级客户服务、个性化服务设计等。这

些新任务往往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技能和更强的

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对

应于U形曲线的上升部分。
此外,列(4)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工智能

变量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交互变量,从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在引入这一变量后,解释变量与交互

项变量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并且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表

现为U形关系。并且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了人工智能通过调整服务业结构,对服务业就业

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效果,从而验证了H2成立。

3.2 内生性问题处理

通过工具变量(IV)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以期

估计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服务业就业水平所产生的

因果效应。参考韩青江和韩民春[16]的做法,采用滞

后一期的人工智能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滞后一期

的人工智能水平与当前的技术水平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但它属于已经确定的历史状态,不会直接对

当前的就业产生直接影响,因而能够削弱回归结果

中反向因果可能造成的偏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2SLS)对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知

在使用滞后一期人工智能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时,尽
管个别系数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从符号和整体显

著性来说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

持一致,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3 异质性检验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分配和

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18]。因此,把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对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进

行了区域差异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知人工智

能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在东部地区均不显

著,且并未通过U-Test检验,说明在东部地区人工

智能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并不存在U形关系,具体表

现为人工智能的补偿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即人工智

能的发展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可能会对服务业就业

产生负向影响,反观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变量一次

项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二次

项系数反而并不显著,说明在中部地区,正处于人

工智能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和应用在服务业领域显著地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

长,表现出对就业的强烈吸纳和推动效应,而在西

部地区其结果与全国整体结果相似,人工智能变量

的一次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而
二次项系数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人
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 U形关

系,并且都通过U-检验。

表3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lnTEC lnTEC2 lnEDL lnGDP SAS lnFDI

lnTEC×SAS
-0.0045* 0.0005*** 0.0312* -0.0028 0.0858* 0.0018
(-0.79) (-0.82) (-2.76) (-0.26) (-2.92) (-1.35)

常数项
0.0045 -0.0009** -0.1237*

(-0.56) (-0.48) (-2.48)
观测值 30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R2 0.9705
P 0.000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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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拓展性讨论

此外还将探讨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

响。目前,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已经成为解决劳动就

业、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19]。随着现代服

务业如金融业和IT业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结

构也在不断优化。对服务业分行业就业趋势分析可

知,人工智能不仅会对就业总量产生影响,还会给就

业结构带来冲击。如表5所示为整理的新兴服务业

占比前五的行业的增加值构成和就业构成。
在传统服务业部门中,所占比例最高部门为批

发和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两类部

门份额虽高,但是相对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而与之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TEC
-0.0699 0.1051* -0.1608***

(-1.4575) (1.9557) (-3.8167)

lnTEC2
0.0053 -0.0025 0.0053**

(1.4630) (-0.5387) (3.0720)

lnEDL
0.1937*** 0.0388 0.0289
(11.4921) (1.3348) (1.9030)

lnGDP
-0.0739*** 0.0461* 0.0087
(-5.3390) (2.2444) (0.5452)

SAS
-0.1332 0.9676* -1.0674*

(-0.4974) (1.7665) (-2.4130)

lnFDI
0.0117** 0.0244** 0.0056*

(2.9493) (2.9913) (2.3320)

URL
0.0559** 0.0173 0.0471*

(2.7516) (0.4701) (2.0049)

lnTEC×SAS
-0.0018* -0.2065 0.2508**

(-0.0374) (-1.9128) (2.7528)

常数项
-0.3087 -1.2061*** 0.3233*

(-1.6522) (-4.8632) (1.4964)

观测值 130 60 11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9021 0.7535 0.8027

P 0.0000 0.0000 0.0000

U-检验 1.92* 4.27**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金融、房地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等

行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并且现代服业中

的其他行业比重也有小幅度提升。故随着新型服

务业的不断发展,劳动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素

质来适应这一变化。鉴于此,参考张展培等[19]的做

法,使用不同教育水平的就业人员比例来衡量服务

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将专科及以下学历、大学

本科、以及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分别归类为低技

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构建人工智能对就

业结构的影响模型如下:

EMP_structureit =a0+a1TECit+B×controlit+

ηi+ωt+ξit (4)
式中:EMP_structureit为就业结构。结合既有研究

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从学历维度来刻画就业结

构。如表6所示可知中等技能、高技能劳动力列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服务

业中、高级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

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就业

人员的学历结构。相反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人员占比,人工智能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

平的水平为-0.0508,说明人工智能具有技能偏向

性的特征,随着服务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
过程逐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这种变革可能导

致一些传统的、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岗位被取代,
从而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机器替代

人”的现象。

表6 人工智能对企业就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就业结构

低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 高技能劳动力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0.0508*** 0.0416*** 0.0092*

(-8.483) (8.2441) (3.0461)

观测值 300 300 300
拟合优度 0.005 0.003 0.00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5 增加值构成与就业构成

行业
增加值构成 就业构成

2013年 2018年 2022年 2013年 2018年 2022年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51 6.24 6.88 2.98 4.55 5.23
金融业 14.47 14.28 14.01 6.88 7.94 7.21

房地产业 12.84 13.24 12.14 3.53 5.12 4.65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44 4.18 4.58 4.26 4.34 4.4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5 1.24 1.19 3.26 3.1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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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稳健性检验

(1)用专利指标(PAA)替换解释变量。参考尹

志锋等[2]的最新研究,采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衡

量其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之所以以专利数量替换

解释变量,具有以下优势:①客观性,专利数量是一

个相对客观的指标,因为它是基于官方注册和记录

的数据。与主观评价相比,它更不容易受到个人偏

见或商业利益的影响。②创新指标,专利是衡量技

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领域内的专利

数量增加通常意味着该领域的研发活动增加,新技

术和产品正在被开发。③政策制定支持,政府机构

可以利用专利数据来制定科技政策,比如确定哪些

领域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或者哪里可能需要知识

产权保护的加强。如表7所示,其检验结果与前文

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2)其他稳健性检验。为排除其他因素对基准

回归结果的干扰,考虑到各直辖市的特殊性质,所
以在科研投入、企业数量和区位上都表现出明显的

聚集效应,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远超其他地

区。因此,通过排除直辖市的方法来进行子样本回

归分析。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的变量,故又增

加人力资本水平、消费结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三

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设定的完整性。上述回归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lnPAA
-0.0009 -0.0064* -0.0602***-0.0369***

(0.3070) (-0.6179)(-9.1737)(-4.8272)

lnPAA2
0.0028*** 0.0052*** 0.0060***

(3.5144) (10.1956) (11.7536)

lnEDL
0.0761*** 0.0758*** 0.0671***

(6.2574) (7.2401) (6.6100)

lnGDP
0.0021 -0.0065 0.0042
(0.1635) (-0.5972) (0.3992)

SAS
-0.1002** -0.2246*** 0.3466**

(-3.1712) (-7.5371) (3.1155)

lnFDI
0.0061** 0.0068*** 0.0067***

(3.0179) (3.8820) (4.0326)

URL
0.0445* 0.0022 0.0121
(2.5599) (0.1406) (0.8096)

lnPAA×SAS
-0.0704***

(-5.3121)

常数项
-0.4605*** 0.0197 -0.1246* -0.4168***

(-8.5190) (0.5941) (-2.1857)(-5.3820)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2 0.7848 0.5033 0.8413 0.8553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结果显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前文实证分析结果

基本保持一致,再次表明本文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

健的。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智能浪潮的到来,服务行业在人工智能的

冲击下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对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
(1)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服务业就业水平的影

响,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致呈现 U形关系,这一结论

在使用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

滞后项等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仍然成立。此外人工

智能通过影响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服务业就业

存在促进作用。
(2)对就业结构的拓展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

的应用对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

面促进作用。
(3)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具有区域差

异性,对东部地区的替代效应大于补偿效应,对中

部地区的补偿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西部地区的影

响呈现U形关系。
(4)传统服务业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不断下降,

而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由

于传统行业的实际收益不断降低,企业增加值所占

比例不断降低,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同时,在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中,人工智能的补

偿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即就业吸纳能力越来越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逐步改变服

务业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的技能需求。企业越

来越倾向于招聘具备高技能、知识型的就业者,以
适应这一变化。随着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其吸

纳就业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为劳动力市场创造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制定以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为目标的政策,促进其

吸纳就业。加快服务业信息化建设设立,发展具有

创新性的网络业务。
其次,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既包括潜在的挑战也包括新的机遇。增加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扶持,加大这方面人力、物力

的投入,使服务业从业者的人工智能技能得到进一

步的提高,从而推动人才结构的升级与转变,持续

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最后,应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经济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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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引导技术资源和其他就业要素向中部和

西部地区流动。通过区域间的智能生产资源配置

的优化与协调,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度,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服务

业中的补偿效应。这将有助于推动全国服务业就

业总量的均衡增长,并优化服务业的就业结构,实
现更加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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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oftheImpac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Employmentinthe
ServiceSector

HUANGYiche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EastChinaJiaotongUniversity,Nanchang330000,China)

Abstract:Basedon30provincial-levelpaneldatainChinafrom2013to2022,Focusingonthemechanismsresearch,AIaffectsemploymentin
theservicesectorwasexamined.TheresultsshowthattheimpactofAIonserviceindustryemploymentfromanationalperspectiveroughly
showsaU-shapedrelationshipandstillholdsafterconsideringindigeneityissuesandrobustnesstests.Intermsofmicro-mechanisms,AI
positivelypromotesserviceindustryemploymentbyaffectingthestructureoftheserviceindustry.Theextendeddiscussionsuggeststhatthe
applicationofAIhasasignificantpositiveemploymentpromotioneffectonmiddle-skilledandhigh-skilledlaborforceemploymentintheservice
industry.Inaddition,thepotentialofmodernserviceindustrytoabsorblaborforceemploymentcontinuestorisecomparedwithtraditional
serviceindustry.TheextendeddiscussionshowsthattheapplicationofAIhasa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ontheemploymentofmiddle-skilled
andhigh-skilledlaborintheserviceindustry.Inaddition,theabsorptionpotentialofthemodernserviceindustry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
serviceindustryfortheemploymentofthelaborforcecontinuesto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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