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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正

在持续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影响研究的又一热潮。本文就新一代

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从就业规模、劳动收入份额和结构差异三方面对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就充分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红利、保障劳动力就业、

降低劳动力市场波动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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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人工智能公

司 OpenAI 推出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

注热度不断高涨。ChatGPT 是一种旨在使

用自然语言与人交流的计算机程序，其通

过接受大量信息培训，模拟人类语言和思

维方式，与用户进行自然交互，执行用户

的请求。当询问如“今日天气如何”“今天

有什么新闻”等各种历史、科学、技术等

问题时，ChatGPT 会给予答案，并提供相

关信息和建议。

自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被视为开创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历史性事件开始，人

工智能的概念正式被提出，随后人工智能

共经历三次发展浪潮。但由于理论研究不

足、应用情景受限、商业应用硬件落后等

问题的出现，加之政府支持和机构资助的

停止，人工智能发展两次陷入低谷。近年

来，伴随着深度学习的推进，大数据、云

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

进步，以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

群智开放、自主操控为特征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迎来第

三次发展浪潮。

人工智能发展到新的水平，主要源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推出，成为人工智能从专用性向通

用性转变的转折点，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到新的高度和广度。新一代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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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其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

力，通过模仿人类逻辑的方式处理信息，

并利用该信息生成新的原创内容，这打破

了人机之间的沟通障碍，成为科技发展的

新型驱动力，不断推动新时代产业革命和

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

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

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

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相比于传统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

智能经过机器学习算法、计算机算力和互

联网平台快速发展，更易在规模经济、知

识经济和强算法算力环境中应用与发展，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王林辉 等，

2022 ；许雪晨 等，2023）。新一代人工智

能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机协同性、自主创

造性等特征（陈永伟，2023 ；孔德臣和姜

迎春，2023）。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普遍适用

性表现为可以适用于各领域、各行业的整

合与交流，形成跨界融合和发展；人机协

同性表现为可以辅助人类完成各种任务，

包括文本生成、信息检索等，高效、便捷

地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而自主创造性则

表现为，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方法训练和学

习大量文本数据，使之具备强大的自然语

言处理能力、文本生成能力及代码编写能

力，从而实现高质量自主创造。

纵观历史上三次科技革命，无一不与

机器有关，包括以纺织机的改良和蒸汽机、

发电机、内燃机、计算机等传统机器发明

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在生产领域解放大量

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工业实现大

规模生产。就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

技革命，从其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划分为

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

个阶段。弱人工智能使用的机器，其目的

是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执行特定生产、

服务等任务，并不具有人类思考方式，也

没有独立自主意识。上述机器的使用均属

于机械化、重复化执行设定命令的传统机

器。而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为代表的阶

段，正处于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

渡与转换的阶段。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下

的机器，不再单纯在一些单调、繁复和长

时间的工作中替代人类，而是通过自动控

制、编程完成一系列人工任务，具有独立

思考、计划、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

快速学习及交流等能力，是更加自主、灵

活、多功能及不需要人类操作的智能机器，

这被认为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的重

要表现形式。

传统人工智能发展会替代一些传统

的、常规性的工作任务，在破坏原有劳动

力市场的同时，通过带来巨大增长潜力，

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水

平提高带来新的增长引擎和源源不断的新

就业机会。而以生成式 AI 为代表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在持续加快工作任务自动化，

推动实现劳动力成本节约的同时，其强大

的自然语言能力和与其他软件的协作能

力，可能颠覆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抽象

工作任务，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如

司机可能被无人驾驶技术所取代，人工客

服可能被聊天机器人所取代等；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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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协助用户处理各种任务的

能力，亦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工作效率

和创造力，增加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工

作任务需求。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新

形态和新特征，其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波

动，成为本文持续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

将从劳动力就业规模、收入水平和结构差

异三个方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影响展开

研究。

二、人工智能抑制还是促进了就业？

人工智能应用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产

物，另一方面更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做

出的反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资本和劳动在当前任务的生产率，形

成生产率效应，还带来生产要素的任务分

配，生产任务内容转变会对劳动力需求产

生直接影响，形成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

从技术革命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技术进步

必然会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波动。

（一）替代效应

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工智能

技术会通过模拟或实现人类行为，实现对

劳动力替代（陈彦斌 等，2019）。人工智

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表现为改变生产任务

内容，使资本取代以前由劳动力完成的工

作任务（闫雪凌 等，2020 ；王永钦和董雯，

2020 ；孔高文 等，2020）。企业在进行成

本决策时，当资本边际成本足够低，且生

产的产品附加值又不足以弥补劳动力工资

水平时，人工智能应用会促使任务中资本

形成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降低劳动力需

求（Acemoglu & Restrepo，2019 ；李磊和

何艳辉，2019）。当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工

人产出增加没有转化为劳动力需求的扩大

时，人工智能技术会形成对劳动力的直接

替代（Acemoglu & Restrepo，2019）。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强大自然

语言处理能力、文本分析及内容自主生成

能力，可以协助甚至替代人类进行思考、

决策，使人工智能技术在劳动力市场具有

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低的生产成本，简化

工作程序，从而拓展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边界和范围。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劳动力

的影响，从过去仅局限于替代一些常规性、

结构化和重复性的简单工作任务，转而替

代一些数据处理类、文本分析类的非常规

工作任务，包括媒体、法律等工作，这颠

覆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抽象工作任务，

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新一代人工智

能技术在持续不断拓展人类工作范围（王

林辉 等，2022）。但无须担忧，仍有许多

工作任务人工智能无法替代，包括需要劳

动者手工、体能和灵活性的工作任务，需

要复杂的推理、判断、类比学习、抽象问

题解决能力的工作任务，以及情感表达

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工作任务，人工智能技

术均无法替代从事该工作任务的劳动力 

群体。

（二）生产率效应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大数据与超

强计算能力，具备超强数据文本分析和内

容自主生成、预测能力，可以模拟人类思

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实现计算机系统的拟

人化（Aghion et al.，2017），从而简化工

作程序，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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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效完成工作任务。新一代人工智能

更加擅长分析和理解文本数据的训练，能

够以比人类更有效、更快捷的方式制作书

面内容，比人类更准确地处理数字，更快

速地生成代码。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应

用可以显著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增加企业效益，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生产率效应，表

现为可以灵活将生产任务分配给各生产要

素，从而产生成本节约，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对非自动化工作的劳动力需求（Ace-

moglu & Restrepo，2019 ；李磊和徐大策，

2020）。另外，用资本替代劳动，使资本执

行任务比过去劳动力成本更低，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带来企业产出规模扩张，降低

生产过程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增加劳动

者实际收入，从而增加对所有商品和服务

的需求，最终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李磊 

等，2021 ；周世军和陈博文，2023）。另

外，额外的资本积累和人工智能深化应用，

也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

（Acemoglu & Restrepo，2019）。长期来看，

人工智能应用行业生产方式不断实现高效

化和自动化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规模

扩大，未使用人工智能行业就业水平也将

不断提高。

（三）创造效应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表现为，

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创造新的工作任

务，催生新的工作岗位，使劳动力重新进

入更广泛的生产任务当中（Acemoglu & 

Restrepo，2018、2019）。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还可以创造许多新兴领域，新兴领域

开拓可以吸纳广泛的劳动力规模，增加劳

动力需求（Dauth et al.，2017）。创造相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

任务，可以直接抵消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

替代效应，降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 

冲击。

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素质

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需要大批以科学技术为指导、掌握算

法理论和智能技术的现代产业技术人才作

为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于文

轩 等，2023）。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创造

了许多与之适配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具有极强创造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实现

自身创新成果同时，可以创造人工智能技

术直接相关开发、维护和监督领域的知识

密集型专业人才，包括机器学习工程师、

人工智能训练师和人工智能伦理学家等岗

位（尹志锋 等，2023）。同时，人工智能

应用还补充了从事专业化和管理类等非常

规认知任务的劳动力需求，这类职业通常

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扩展劳动力工作

范围中扩充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否降低了劳动

收入？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加快自动化进

程、影响就业规模的同时，是否会降低劳

动力收入水平，还是同之前的技术变革相

似，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对劳动力

收入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进程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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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工业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率水平快

速提高，从而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伴随

着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具备强大语

言逻辑能力和文本生成功能的人工智能，

可以直接越过人类决策输出结果，除了对

常规化和程式化工作任务的替代外，对高

受教育水平和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任务也

产生冲击，从而拓展了对劳动收入水平的

冲击范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不

断深化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一）对劳动收入的负向冲击

已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应用会提高

资本收入份额，降低劳动收入占比（Ace-

moglu & Restrepo，2019）。面对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力替代效应表现

为，改变生产任务内容，使资本取代以前

由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任务，这在

扩大资本执行任务范围的同时，挤占了

劳动的任务内容（Acemoglu & Restrepo，

2019 ；王林辉 等，2022）。工作任务份额

变动直接影响劳动力收入变动，劳动需求

减少，意味着劳动力在增加值中的份额减

少，劳动收入份额及实际工资水平面临下

行压力，尤其是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劳动力

收入份额下降。

除了观察到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对劳动

力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还可能存在以下

其他几个可能。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对劳

动力的替代性会增加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外部选择机会，有助于提高企业在薪酬

谈判中的相对议价能力，使企业在利润分

享中获得更大优势，给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带来负面影响（王永钦和董雯，2023）。其

次，劳动力面对替代效应同时，会促使其

转向与其他人竞争非自动化工作任务，这

会导致非自动化工作任务的劳动力收入水

平下降，使得对收入水平的负向影响持续

扩散。最后，人工智能应用会首先产生替

代效应，而短期生产率效应并不明显，短

期工资水平停滞和下降可能与其生产率的

缓慢增长相关，即使存在生产率的提高，

最初的人工智能应用也不能创造与生产率

相当的工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工智能应

用导致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现象（余玲铮 

等，2019）。
（二）对劳动收入的正向激励

伴随着长期人工智能生产率效应不

断发挥优势作用，劳动力工资水平也随之

同步增长。工资的快速增长和稳定的劳动

份额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新任

务增加具有密切的关系，新任务增加带来

的生产率提高可以抵消替代效应带来的收

入份额减少。人工智能应用可以灵活将生

产任务分配给各生产要素，从而产生成本

节约，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出规模，增

加对非自动化任务的劳动力需求（Acemo-

glu & Restrepo，2019 ；李磊和徐大策，

2020）；同时，人工智能创造新领域、新

任务，可以促使劳动力重新进入更具有比

较优势的生产任务中。生产率提高和新任

务增加，均可以带来劳动力需求增加，从

而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

人工智能带来生产率效应，使得工人产出

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工

人工资和工人产出相脱节，只有当生产率

提高反映到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时，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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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才会表现出显著提高的趋势。

四、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劳动力结构

差异

在社会固有认知中，高受教育水平

的高技能劳动力似乎不受人工智能替代影

响，只有人类能够掌握分析、判断、解决

问题的能力，从事此类相关复杂性的工作

任务。但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本文开始

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结构的差异化

影响。人工智能应用不仅会导致劳动力就

业规模和收入水平变化，其作为非中立的

技术进步，还表现出技能偏向性和任务偏

向性等特征，从而带来劳动力结构差异，

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确定性。

（一）技能结构差异

不同类型劳动力受技术进步影响并不

相同，这种差异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技能

偏向性相关，因此首先关注人工智能应用

带来的极化现象。已有相关研究发现，人

工智能应用带来劳动力技能间结构性差

异，表现为两极化趋势，高技能和低技能

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不断增加，中等技能

劳动力就业需求不断减少（Acemoglu & 

Autor，2011 ；Autor & Dorn，2013 ；孙早

和侯玉琳，2019）。一般认为，中等技能劳

动力从事的工作更加重复化、常规化，因

而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丧失就

业机会；而高等技能劳动力通常从事专业、

技术及管理类等不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

工作岗位，可以获取更优的工作机会和更

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劳动力间的技能

溢价。另外，人工智能应用对中等技能劳

动力的挤压会促使中等技能劳动力转向不

易被替代的服务类、语言互动类工作岗位，

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从而产生两

极化现象，扩大技能劳动力群体间就业差

距和收入差距（屈小博，2019 ；王永钦和

董雯，2020 ；朱琪和刘红英，2020 ；郭凯

明和向风帆，2021）。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由于低技能劳

动力不具备人工智能所需的技能水平，无

法为应对技术进步做出结构调整（Korinek 

& Stiglitz，2018），因此人工智能应用会挤

占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范围，降低低技能

劳动力就业需求，收入水平也随之降低，

而高技能水平劳动力被替代可能性较小，

从而表现出单极化趋势（Frey & Osborne，

2017 ；Graetz & Michaels，2018）。随着

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深化，凭借其强

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内容自主生成能

力，人工智能正在扩展对数据处理、文本

分析等高技能劳动力所从事工作岗位的影

响，此前由高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岗

位正在持续面临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风

险。包括耳熟能详的会计、销售、银行柜

员、律师和医疗设备操作等工作岗位，即

使需要高技能水平，在新一代人工智能

未来发展中将持续面临自动化趋势。但大

多数高技能岗位仍对创造思维和认知思

维具有较高的要求，如技术研发、维护和

监督工作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仍无法替代

此类相关岗位工作内容。因此，全面客观

看待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极化效应，有助于

继续深入分析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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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二）任务结构差异

除此之外，有研究认为，相比于技能

偏向性特征，人工智能更多体现的是工作

任务偏向属性，极化效应是由常规任务替

代性和非常规任务互补性所驱动的（余玲

铮 等，2021 ；何小钢和刘叩明，2023）。

人工智能应用对常规化、程序化的工作任

务具有更强的替代性，而对非常规认知类

和手工类的工作任务具有更强的互补性，

非常规认知类和手工类的工作任务通常由

劳动力完成，且人工智能技术会创造劳动

力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任务（Autor et al.，

2003 ；Arntz et al.，2016 ；Autor，2019 ；

王林辉 等，2022）。任务偏向性技术进步

会使主要从事常规化、程序化的工作任务

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增长放缓；而对

从事非常规复杂认知任务的劳动力和从事

非常规简单手工任务的劳动力需求增加，

使其相对工资水平随之增加，从而形成极

化效应。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与

从事非常规化工作任务劳动力互补的新任

务，进一步提高了此类劳动力需求和工资

水平，使从事不同工作任务的劳动力群体

内部产生明显的结构差异。

随着具备语言逻辑能力和文本生成功

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出，非常规化、

认知类的工作任务开始出现自动化，如编

程、调试、内容创造及统计分析等之前仅

由人类执行和判断的工作任务开始可以由

人工智能所完成。另外存在一种可能是，

许多具有创造力、分析力的非常规任务劳

动力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加之短期人工智

能创造新任务与所需劳动力适配度较低，

长期新任务的复杂程度降低，非常规任务

劳动力就业需求和收入水平可能存在向下

趋势。本文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可能使从事

不同类型工作任务的劳动力群体间结构差

异存在缓和趋势。

（三）性别结构差异

除了上述劳动力异质性外，人工智能

对个体不平等影响还表现为性别异质性。

人工智能具有认知技能偏向性特征，会降

低对生产、操作等重复性体力劳动需求，

增加了对认知任务的需求。对男性需求规

模较大的常规化、重复性任务的替代，会

降低此类男性就业需求和收入水平，而

对于擅长从事非常规化、认知任务的女

性，因其在认知任务的比较优势使人工智

能应用增加了其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其工

资水平，从而缩小了性别间的就业和收入

差异（Graves & Kuehn，2021 ；许健 等，

2022）。另外，以数据为依托的人工智能推

动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快速发展，灵活的

就业方式有利于女性群体获得更弹性的工

作场所和更自由的工作时间，这大大增加

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因此人工

智能应用有助于缩小性别间差异。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新一代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和强大算

力，通过实现自主学习、文本分析和自主

判读，模仿人类逻辑的方式处理信息，利

用该信息生成新的原创内容，从而打破了

人机之间的沟通障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成为科技发展的新型驱动力。新一代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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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应用还可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加

速数字产业化，实现产业数字化，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但不可忽视的是，人工

智能应用也会引发社会和工作领域的一系

列深刻变革，这些变革既包括积极的影响，

也伴随着一些负面冲击。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是必

然发生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替代效应，会

通过资本取代以前由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

的工作任务，改变生产任务内容，提高资

本份额，从而挤占劳动力的任务内容，降

低劳动力就业份额和收入份额。人工智能

应用对劳动力就业份额的挤占，需要劳动

力重新寻找新的工作，当劳动力被重新分

配到新部门或新岗位的过程是缓慢且成本

高昂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劳动力市场调整

成本提高，劳动力需求调整减缓，在短期

出现劳动力失业问题。长期人工智能应用

会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效应，扩大对劳

动力需求，加之额外的资本积累和人工智

能深化，会持续扩展劳动力工作范围。另

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偏向性特征，会带来

劳动力结构差异，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波

动问题。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

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通过

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在积极

推动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培育新产

业与新业态的同时，着重关注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劳动者工作搜

寻和职业转换提供保障，提供就业信息咨询

和推荐、劳动力技能培训等。同时，通过降

低劳动力调整成本，给予失业者失业补助和

住房补助等，帮助失业者实现快速再就业，

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第二，建立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相

适配的就业培训和教育体系，提高劳动力素

质和技能。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强大的人才储

备，我国虽然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相关

专业领域的人才还相对匮乏，因此高校可根

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增设相对应的学科

专业，包括机器学习、智能制造工程等相关

专业，为劳动力市场补充相适配专业的劳动

力储备。面对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不平等问

题，劳动者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主

动学习新技能，掌握多元化技能知识，积极

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并贯彻终身学习的理

念，拓展职业领域，提高情感、责任感和道

德思考等具有人类特质的综合技能，以此适

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避免自身工作岗位

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第三，完善安全和隐私保护专项治理

体系。人工智能建立在庞大繁杂的数据资

源基础之上，无法以与人类类似的方式思

考伦理和道义问题，其所依赖的规则和算

法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从而可

能出现许多虚假不合常规的信息。且在复

杂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中，人工智能无法做

出人性化而符合法律的决策。因此，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应在符合道德和伦理原则的

基础上进行，应强化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监

督和监管，并在特定情境下，充分考虑人

类情感、道德和责任感，保障人类在特定

领域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从而保障人类的

合法权益。

学术编辑： 卢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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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Impact 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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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s a major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tinuing to show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is in turn has triggered a a fresh wave of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work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cale of employment, labor 
income share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t also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for making full use of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 brought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safeguarding employment and 
reducing fluctuations i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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