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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拥有三千万人 口的特大型城市，劳动力 

资源极为丰富，工业企业的劳动力资源构成将直接 

关系到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科学、合理地 

使用劳动力。面对愈益开放的国内外市场和日趋激 

烈的市场经济，重庆的工业企业必须清楚认识 自身 

劳动力资源构成及其影响，以适应发展的新环境。 

本文以重庆市第三次工业普查后的数据为主， 

综合有关数据表格，比如：尽管劳动统计指标的普查 

表格未列人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但为探查劳动 

素质构成效益，需分析它们对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 

的贡献，以便归纳出工业增加值和利润这两个主要 

工业经济指标的劳动素质质量．分析时参照相关表 

格加入了这两项指标 ，以更好认识劳动力资源的重 

要性。此外，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所有金额的 

额度均分摊到各单位(因而又加入了统计的工业企 

业单位数)．所有人员统计均只计算其在该行业从业 

人员总数中的比例。首先，整体分析劳动力因素各 

指标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企业利润和工业增加值 

的关系；其次，从统计影响分析角度探讨各劳动力指 

标对企业利润和工业增加值的影响；第三，建立相依 

总量模型系统并深入探讨各指标的统计分布特征。 

结论表明：重庆市国有企业人员构成对企业利润和 

工业增加值的贡献明显，深刻认识其与企业优化组 

合、提高素质、加快科技进步的关系尤为重要，本文 

为之提供理论参考。 
一

、 相关性分析 

列入劳动普查的指标共 3项，按其性质可分为 

岗位构成、年龄构成、负担构成、学历构成、技术职称 

构成及劳动报酬等六大指标群和一些总量指标。 

工业增加值与职工人数正相关(图1-a)，表明重 

庆市工业主体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实现向集约 

型的转变任务还非常艰巨。工业增加值与工程技术 

人员严格正相关，说明工程技术人员起到了应有作 

用(图1-b)。工业增加值与高级技术人员数呈正比 

(图 1-c)．尤其是国有经济(图 1-c中点 1)、重工业 

(点 9)、大型企业(点 13)尤为突出，显示了科技的力 

量。图 1-d表明管理人员对于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的作用不可忽视。 

为明显起见，下面给出工业增加值与主要劳动 

统计指标的相关系数(考虑全部行业，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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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系数的统计表 

单位教 利润 总人划 1人 技术员 管理 服务 高职 中职 初职 I赍 资金 补贴 退体 

I业 增 加 数 与 主 要 
438 306 ．857 ．826 902 ．8印 ，963 973 ． 72 ．942 ．943 976 967 834 劳动统计指标 

千4润 与所有 劳动统 
一

． 180 ／ 一 021一．053 122 ．008 189 382 ．269 ．148 164 1 180 — 12 
计指标 

利润与行业人数 一．468 ／ 一 548一．5酏 一．450 — 53d一．358 — 126 — 297 一．427]一．404 — 298 — 389 一 

经过双尾T检验，增加值与所有指标都显著(显 

著水平为0．01)。但利润中的劳动素质含量就很不 

规范，利润与所有劳动统计指标的关系都不大，相关 

系数如表 1所示： 

在显著水平 0．01下经过双尾 T检验可发现利 

润仅与高中级技术人员和奖金指标显著相关。 

职工年末^数(万人 

【n) 

高级技术职务(万^) 

r C J 

职工年丰人数(万人) 

(e) 

首先，研究利润与职工人数的关系，由散点图1-e 

发现．人多利润高的行业只有三类 ：重工业(点 9)、大 

型企业(点 13)和加工工业(点 12)，而众多行业的利 

润与人数明显负相关，为证实此一点，去掉这三种成 

分后，重新计算出相关系数(表 1)： 

工程拄术人员(万人) 

(b) 

管理人员(万人 

fd) 

圈 1 各指标相关性分析散点图 

高级科技人员所占比例 

(f) 

t B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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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与从业人员总数的相关系数为一0．548．通 

过显著水平 0．0l下的双尾 T检验发现利润除与高 

级科技人员指标不显著相关外，其余都是显著负相 

关．暴露了人浮于事或大企业人员负担过重等现实 

状况 ! 

其次，由于利润与高级科技人员的相关系数最 

大(0．382)，就是 人 均拥 有 量 也是 唯一 正相 关 

(0．0561)的指标，因而有必要对其详加研究，以分析 

高级科技人员所占比例的影响，散点图 1．f表明，除 

无利润行业外．利润与高级科技人员拥有量呈明显 

线性关系．且斜率很大。 

二、各指标的影响分析 

从统计影响分析角度探讨各劳动力指标对企业 

利润和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具体操作方法：把每个 

劳动力统计指标看作一个影响源．考察其是否具有 

强影响，从而达到考察每个劳动力统计指标对企业 

具有何种影响的目的。 

设 y为目标量(如本处的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 

额)， l，恐，⋯墨 表示各劳动力指标，则有 E(Y)= 

， ．
⋯

，墨)．如果 r与诸 X线性相关，则有_厂( ， 

，

⋯

． )=Xb．这里x为n+l维行向量，X=(1， ， 

，

⋯

， )，b为 n+l维列 向量，6=(bo．bI，62．⋯， 

b )，且 b 为常数。则残差向量 e=Y—Xb．第 i个劳动 

力指标对 Y的影响用下面的影响函数度量： 

其中 MSR =SSR／n，MSE=SSE(m—n—1)，m为 

y的维数。且 SSR=6 Y—rllr／M，SSE= Y 

一 6 X'Y。MSR(i)．MSE(i)分别是去掉第 i个劳动力 

指标后得到的相应量。 

计算出各主要劳动力指标(工人和学徒、工程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高职人员数、中职人员 

数、初职人员数、标准工资总额、奖金总额、离退休人 

员总数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值(表2)： 

表 2 主要劳动力指标对 Y的影响量 

1人 技术 管理 服务 高职 中职 初职 I奇 奖垒 退休 

工业增加值的影响系数 R(i)1 09561 0．粥9Q5 1．11821 0．988撕 1．09649 1 12∞0 1 09553 1．02078 0．96374 1．11442 

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 R(i)0．46989 1．03607 1 07903 1．fl853 1．02257 1 07065 1．0()204 0．63瑚 1 10661 1．12287 

一 般 ，当0．65<R(i)<1．45是弱影响，其它则 

为强影响。从表可见，劳动指标对工业增加值不具 

有强影响，而工人和学徒人数、标准工资额均对利润 

总额具有影响。 

为检验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采用通常回归系数 

的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 ，b ：0，i：l，2，⋯，n 

检验统计量如下： 

一  [(X X)-1X Y] ~／ (m—n—1) 
』 ． ： 一 — —  一  一 一  

．， ssE 

其中 c 为 Cov(Y)的对角元素。实际计算如下 

自变量 参数 显著性 

1人和学徒 一10．640 ．000 

I程技术人员 2．714 ．OIN 

管理人 1 893 ．061 

服务人员 一 590 ．557 

高级技术人员 2 935 ．004 

中级技术人员 一2．073 04l 

级技术人员 一3．252 ．002 

标准I奇 8．076 000 

津贴和补贴 一1．141 ．257 

高退休人 一．072 ．943 

因变量：利润总额(亿元) 

可见，工人和学徒、标准工资与利润总额的线性相关 

关系最为显著，这和前面的结论吻合。 

三、总量模型系统研究 

给出增加值、利润分别受企业综合人员配置、工 

资及人员负担的影响模型，为方便表述，设 是工 

业增加值(万元)，y2为利润总额(万元 )，蜀 为离退 

休人员年末人数(万人)，恐 为工人和学徒(万人)， 

为工程技术人员(万人)，墨 为服务人员(万人)， 

5为职工工资总额(万元)，X6为管理人员(万人)， 

则 ： 

h(H)=8．924+0．205X1+0．058X2 

— 0．32x3一 1．69 a+0．0(~007x5 

— 2．187矗 "4- 1 

经检验，回归是显著的，且回归的共线性问题也不明 

显，条件指数最大才122．7，未发现任何异常点存在， 

可见回归很成功，此外，上述模型还是 Gauss-Markov 

模型，因为其中 el～N(0，3 148)[零均值正态误 

差]，Ln(Y，)正态概率图(图2)： 

工业增加值服从正态分布很明显，当然，经过严 

格的PearsonX2检验，将样本取值范围分成8个组，结 

果(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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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Pearsonz =27 264，而 ；伽5(7)=O 989 

O．995(7)=20．278，故 (Y0服从正态分布 

圈2 III【Y-)正夺概率圈 

对于利润总额，容易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 92．54— 5725．8Xj一 3378．79X2 

— 16501．57Xz一9192．58丑 +0．99墨 

+22536．28矗 +E2 

但 ￡ 的分布较麻烦，这实际是寻求利润总额的分布 

问题，是本项研究最难的一个问题 ，经过大量拟合和 

随机模型，最终找到其分布，可以直接 c一 的三阶 

变差 D0 c。5E2，3)服从正态分布得到。D0 c一2，3) 

的正态概率图(图3)，它正好与正态分布吻合! 

表3 检验表 

圈3 Ⅸ廿(o嘀 ，31,T杰溉事田 

～  

(5．3，7 7) (7．7，8) t8，8 8) t8．8，9．2) (9．2，11) (9．7，11) (11，l1 8) (u．8．13．8 

理 论频数 0．13 0．04 0 15 0 08 0．11 0．26 0．11 0．1 

实际频数 12 13 l3 l0 l6 15 12 14 

以上结论表明了职工、投人人员和管理人员对 

于完成产值有较高贡献率，但对于盈利没有直接关 

系，他们只是执行各项生产任务，而高级技术人员直 

接决定了是否盈利，值得企业界同仁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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