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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 SD 模型，揭示了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机理，仿真分析了不同情境及政策影响下创新创业与就业系统中关键要素变化对

主要宏观指标的影响，量化考察创新、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适当优化创新研发投

入和创业相关财税政策、提高创新成果向创业的转化率、鼓励机会型创业等可以显著带动就业与经济

增长，同时要注意防范社会重大事件对系统平衡的冲击。区别于传统线性回归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无

法动态演绎和量化考察创新、创业、就业各系统间形成的迭代作用、反馈过程及复杂关系，研究强

调了创新、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以期为“十四五”规划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供更明晰的

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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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开放与保护交替演化的复

杂局势，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惠民

生”的宏观目标，中国在经济转型战略的制定和

实施上突出强调了创新创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

增长的带动作用。从 2013 年至今，中央层面至

少出台了 50 份相关文件，凸显出实现该目标的

重要性、紧迫性。如今，“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由此掀起了我国创新创业

实践的热潮。然而，大量数据表明，创新创业

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高，创新成功率不足

三成[1]，而创业失败率更高[2]。在美国，得到广

泛认可的创业成功率仅为 10%；在中国大约 95%

的创业公司会在 7～10 年内倒闭[3]。部分对中国

工业企业微观就业数据的分析显示，由于新旧企

业之间存在就业的替代及再分配效应，新创企业

和年轻企业虽然能创造较高的就业净增长率，但

由于其规模较小，大多生存能力较弱，存活年限

较短，并不能保证整个行业都产生正的就业净增

长率[4]。如果遇到突发重大公共疫情或事件，大

量企业停工待产还会给就业稳定带来不可忽视

的风险[5]。可见，创新不易，创业艰难，创新创

业带动就业并非一蹴而就。然而遗憾的是，与丰

富的创新创业实践相比，相关研究还相对滞后，

对创新创业能否有效地带动就业、如何实现有效

地带动就业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阐释和

系统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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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创业”研究源于法国经济学家 Cantillon在

1755年将“entrepreneur”一词引入学界，“创新”

研究热潮源于 Schumpeter及其成名作《经济发展

理论》，后者首次解释了“创新与创业”如同源

泉和载体般的紧密联系[6]；Drucker在《创新与创

业精神》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创新与创业的本质

和形式上的关系[7]；美国管理学家 Adizes 提出

了基于创新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8]；美国创

业教育领袖人物 Timmons 强调了创新促进创业

要素匹配的关键作用[9]。可见国外对创新与创业

关系的性质有了基本的共识。国内对于创新、

创业的研究相对独立，少量针对二者关系的研

究多从相互作用和依存的简单线性关系入手，

有待对创新与创业间的协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10−11]。 

    “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自英国古典经

济学家李嘉图的“机器替代劳动理论”和熊彼

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被提出之后，国外一些

学者试图利用线性回归等实证方法进行检验，却

发现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通常会带来积极的就

业作用[12]；行业中观层面的整体效应小于微观层

面的整体效应，且工艺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往往更

多是负向的[13]；在宏观上创新可能因降低价格、

增加市场竞争力和更大产出等带来就业补偿效

应[14]。中国的学者基于不同数据和模型进行了探

讨，大体形成了抑制替代论[15]、就业促进论[16]、

动态变化论[17]等不同观点。 

    “创业对就业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包括早

期的“创业与就业无关论”[18]、“失业推动创业

论”[19]以及后续提出的与生存型创业相关的

“难民效应假说”和与机会型创业相关的“企

业家效应假说”[20]等。然而，这些不同类型创业

的就业效应分析，更多考虑的是新进企业的自身

短期就业创造作用，可能忽视了它们与同行其他

在位企业之间的竞争带来的行业中期就业挤出

效应，以及宏观长期影响的评估[21]。有研究发现，

创业对就业长期影响的大小及时滞性在区域间

存在差异[22]。大部分研究肯定了在中国创业对就

业总体的积极作用，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中的国家相比，中国市场新建企业的挤出

效应持续时间更长，供给方效应出现的时间更

晚，这可能与中国市场中新建企业创新水平较低

有关。因此在中国情景下讨论创业对就业的带动

作用更需要将创业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23−24]。 

    另外，“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关键在于

“带动”，因为无论是大众创业，还是万众创新，

都少不了一个“众”字，其宗旨就在于利用少数

“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者的引领、示范和传导

作用带动大众参与，进而发挥“一人创业带动多

人就业”的“倍增效应”。然而，在理论上，有

关创新创业能否真正带动就业的争论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不仅在创新的就业效应上存在着分

歧[25]，对于创业和就业的关系，也仍然存在着不

同的见解：一种观点从直觉的认识出发，认为创

业自然可以带动就业，更多新创企业可以带动更

多就业是顺理成章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拥有新技

术的新建企业大范围替代现存企业，会导致就业

量急剧下降[25]。显然，前者忽视了新创企业对在

位企业的就业挤出效应，后者未能看到其由于刺

激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推动产业升级、

促进经济增长等带来的宏观长期就业溢出效应

或供给方效应。因此，对于创新创业能否带动就

业的研究不仅要考虑短期直接的就业岗位数量

增加和挤出效应，更应重视长期间接的、全方位

的就业带动效应。但这就需要从过去的创新、创

业与就业之间相对封闭的小系统的简单静态线

性关系思维发展到完全开放的由科技(创新)、经

济(创业)、社会(就业)等构成的复杂大系统的协同

耦合思维，需要用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来分析和

诠释创新创业跨系统协同带动就业的演化逻辑

及传导机制。 

    本研究认为，创新、创业与就业之间并非只

是简单的单维静态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复杂性、

多维性和动态演变性的非线性特征，需要更全

面、更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方法检验。现有的相关

实证检验只是分别从创新或创业的单面测算其

对就业的影响，这些研究囿于局部均衡分析，没

有将与创新、创业、就业相关的各经济指标间的

关系放在统一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不能衡量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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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互间的作用影响，忽略了中长期动态分析和

政策模拟仿真。而这对于研究创新创业与就业相

互间的作用机制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① 从“科技−经济−社

会”复杂系统的协同耦合思维出发，借助系统动

力学(SD)方法，刻画创新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动

态、非线性、高阶的迭代反馈关系，揭示创新创

业带动就业的传导渠道和作用机理；② 仿真模

拟社会突发疫情或其他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情景

下关键要素变化对主要宏观指标的影响，了解系

统内外的反馈机制、作用路径及影响效果，从而

在实践上为促进创新创业更有效地带动就业提

供决策参考。 

    下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对创新

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框架以及不同子系统的传

导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并做出多种情景假设；第

三部分建立系统动力学流图，并构建仿真方程；

第四部分对系统动力学模型在不同情景下的模

拟仿真结果进行解释说明，并提出政策启示；

最后给出了全文的总结、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

展望。 

    二、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结构及传导机

制分析 

    由于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涉及经济、创新、创

业、就业多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并非完全独

立，而是存在着复杂的迭代关系。为了便于从系

统动力学角度对创新创业如何有效带动就业问

题展开研究，下面主要从经济子系统、创新创业

子系统、就业子系统三个方面选取关键要素，并

通过系统的因果反馈关系对系统行为和传导机

制进行解释描述。 

    (一) 经济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包含综合技术水平、投入劳动力

总数、投入资本总量和经济社会总产出等主要宏

观指标。假定经济社会的总产出遵循柯布−道格

拉斯的生产函数基本形式[26]： 

( )Y A t L K          (1) 

    如公式(1)所示，其中 Y为社会经济总产出(本

文用 GDP表示)，A为综合技术水平(本文用创新

水平决定，创新水平采用科技成果登记数表示)，

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本文用就业数量表示)，K是

投入的资本(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值表示)，、

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表示随

机干扰的影响。该公式表示：假定其他因素不变，

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的总产值 GDP 取决于各个

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技术等的投入，如图 1

中经济子系统所示。 

    在众多影响经济产出的因素中，对于长期经

济增长起根本作用的是国家的技术水平，因此

以创新水平为代表的技术水平对于社会经济

增长至关重要。与创新水平相关的经济投入因

素包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以及教育投

入。政府支持有助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

升[27]，研发投入是衡量科技活动规模和发展速

度的重要指标。教育投入也会直接影响社会人

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创新创业[28]。故政府可通

过加大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激

励各类主体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其对经济增长的

直接推动力[29]。 

    (二) 创新创业子系统 

    根据熊彼特、门施、范·杜因、弗里曼等的

创新理论，当经济水平衰退引发经济危机的时

候，将迫使社会通过创新寻求出路，由此产生商

业机会。创业者通过捕捉商业机会进行创业，促

使新产业部门涌现。而创业通常又伴随着创新，

即企业为了存活或长久发展不得不进行持续创

新。因此创新和创业是不完全独立的两个要素变

量，且存在多重反馈关系：一方面，新创企业的

诞生促进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有助于创新价值

的实现[30]；另一方面，创业过程中创新水平的提

升使得生存型创业企业和机会型创业企业的成

功率或存活率提高，进而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新创企业的发展将通过示范扩散效应带动新兴

产业的发展。同时创新产生的科技成果对于社

会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有正向的反馈作用。经济

效益的增加会反过来有助于激励政府和各类市

场主体加大对创新研发的投资以及对创业的投

资，形成两个正反馈闭环，如图 1 中创新创业

子系统所示。 



                                                                                           2022年第 13卷第 4期 

 

12

 

 

 

图 1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各子系统 

 

    (三) 社会就业子系统 

    就业市场的均衡受就业需求和社会劳动力

供给的共同影响。一般来说，劳动力供给与适龄

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参与率密切相关，而劳动力

需求主要受创业水平的影响。根据创业动机的不

同，创业可以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31]，

生存型创业是指因贫困且缺乏其他就业选择而

被迫从事的创业活动；机会型创业是为了抓住商

业机会而主动开展的创业活动。两种创业均会产

生岗位创造效应和岗位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就业

需求，但效应大小并不相同[32]。相比之下，机会

型创业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会明显优于生存型

创业。若创业带来的创造就业效应能够提高社会

劳动力供需数量，那么在长时间发展后必会产生

社会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提升促进创业投资增

加，同时正向刺激劳动力的供给。于是形成如图

1中社会就业子系统所示的反馈关系。 

    (四) 因果关系图和研究假设 

    为了详细呈现上述三个子系统中多个因素

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研究结合关键要素构建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演化机理模型和框架结构

(如图 2所示)，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系统

内部回路以探究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动态特

性。在系统动力学理论中：若在某一刻要素变

量 y随要素变量 x的变化而变化，则认为 x与 y

存在因果关系，若 x 与 y 同增同减，则称该因

果关系的极性为“+”，否则极性为“−”。根

据实际研究内容，构建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因

果关系图，如图 3 所示。本文在对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系统的重要反馈回路进行详细阐述的基

础上，根据回路中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研

究假设。 

    在资本投入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四项投入的

影响：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教育投入以及

科技财税投入。其中研发投入及教育投入可归为

创新投资，基础设施投入及科技财税投入可归为

创业投资。则资本投入对创新创业以及就业的影

响在系统中的因果反馈回路有以下两条： 

 

 

图 2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演化机理模型和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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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因果关系图 

 

    (1) GDP 创新投资 创新水平 创业水
平 就业水平 GDP。 

    (2) GDP 创业投资 创业水平 就业水
平 GDP。 

    针对以上回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研发投入的

变化影响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创业和就业水平。

即创新投资越大，就业数量越多。 

    如图 3所示，创新水平与创业水平之间存在

转化过程，技术市场成交额是指当事人就创新成

果进行开发、转让等产生的合同成交额，一定意

义上代表了创新水平转化为创业水平的程度，在

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果反馈回路为：GDP 资本
投入 创新水平 技术市场成交额 创业水平 
就业水平 GDP。针对此回路，本研究做出如下

假设： 

    H2：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市场成

交额的变化影响就业水平，即技术市场成交额越

高，创业水平越高，从而带动就业数量提高。 

    通过前期的理论分析和文献调查研究发现，

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创企

业增加，而新创企业会对就业产生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26]。直接效应是指新创企业对于就业的直

接影响，由岗位创造效应以及岗位挤出效应共同

作用。岗位创造效应是指市场中的新创企业可以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岗位挤出效应是指市场中由

于新创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竞争导致现有企业

因市场份额降低而缩减规模或直接退出市场，使

得就业岗位存量减少。间接效应是指新创企业进

入市场后对整体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就业变

动，这种变动又称供给方效应。本研究重点关注

新创企业为就业带来的直接效应，并将新创企业

划分为机会型创业企业和生存型创业企业。相关

要素在系统中的因果反馈回路为： 

    (1) GDP 资本投入 创新水平 生存型创
业 就业水平 GDP。 

    (2) GDP 资本投入 创新水平 机会型创
业 就业水平 GDP。 

    针对以上回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机会型创业

相较于生存型创业对于就业水平影响更加显著，

即机会型创业越多，越促进就业数量的增长。 

    突发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对当前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系统中的平衡产生影响，例如新型冠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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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爆发使第三产业或中小企业的部分人员面

临失业问题，导致企业倒闭、创业失败数量增加，

就业数量减少，从而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突发事件对

经济、创业、就业等多方面都会产生负面冲击，

即就业数量减少、社会经济水平下降等情况会

发生。 

    三、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一) 系统动力学流图的建立 

    因果关系图展示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因果

关系和反馈过程，但不能反映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的系统整体的动态变化。为了进一步对系统中要

素变量的性质加以区分，更明确表达要素之间的

数学逻辑关系和反馈过程，使反馈性质和控制机

制更清楚直观，本研究利用 Vensim PLE 软件绘

制了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流图，如图

4所示。 

    上述模型结构阐述了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

基本演化路径和整体框架，但具体的作用机制、

要素影响等还需要进一步推理演化。为了更详尽

地研究创新带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反馈机

制，本次研究选取了 20 种重要指标变量以进行

测量和分析。主要变量如表 1所示，其中创新水

平用科技成果登记数表示，基础设施投入为国家

财政交通运输支出，科技财税投入为国家财政科

学技术支出。 

 

 
图 4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流图 

 
表 1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变量 

水平变量 辅助变量 速率变量与常量 投入变量 

资本存量 生存型创业量 新增投资 研发投入 

创新水平 机会型创业量 适龄劳动人口 基础设施投入 

新创企业数量 人力资本水平 劳动力供给量 科技财税投入 

就业数量 技术市场成交额 劳动参与率 教育投入 

折旧额 就业需求增量 折旧率  

GDP    

 

    (二) 仿真方程的构建 

    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仿真方程是依据经济

学和系统动力学基本原理，设定各个子系统的具

体函数关系式，以阐释各个要素之间的数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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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得到的

各项指标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知识生产函数等规范数学函数，并应用 SPSS软

件将相应系数进行回归分析，通过不断测试和

调整数据，得到以下主要系统方程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公式 

子系统 变量名称/单位 运算公式/值 说明 

经济 

子系统 

资本存量/亿元 

资本存量=INTEGER(新增投资−折旧，

224 599) 

折旧额=DELAY1(折旧率×资本存量, 1 ) 

折旧率=0.092 2 

新增投资=70 472.5+0.037×GDP 

资本存量的运算源自永续盘存法，其中折

旧率参考徐生霞等利用均值回返法反复

测算得到的 9.22%[33]；224 599为基期资

本存量；经济投入产出存在时滞效应，故

折旧采用固定初始值的延迟函数的形式

表示，延迟时间为一个系统运行时间；新

增投资取自与 GDP的回归结果 

GDP/亿元 
GDP=DELAY1I(创新水平×(就业数量^ 

0.672)×(资本存量^0.328)×EXP(−9.373), 

1, 348 518) 

源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投入

产出存在时滞效应，故采用固定初始值的

延迟函数的形式表示，延迟时间为一个系

统运行时间 

投入变量/亿元 

研发投入=GDP×α 

基础设施投入=GDP×β 

教育投入=GDP×θ 

科技财税投入=GDP×γ 

α=0.019 6 

β=0.014 7 

θ=0.045 3 

γ=0.008 8 

创新创业 

子系统 

人力资本水平/Dmnl 
人力资本水平=EXP(5.21+LN(教育投入) 

×0.293 ) 
人力资本水平与教育投入的回归结果 

创新水平/Dmnl 
创新水平=5.176×基础设施投入^(0.1)×

研发投入^(0.091)×人力资本水平^0.909 
源自知识生产函数[34] 

技术市场交易额 

/亿元 

技术市场成交额=EXP(−27.052+3.316× 

LN(创新水平)) 

创新成果转化(即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创新

水平回归结果 

新创企业数量/万个 
新创企业数量 =(EXP(−1.337+0.868× 

LN(技术市场成交额 ))+EXP(−7.243+ 

1.597×LN(科技财税投入)))/2 

创业水平(即新创企业数量)与创新成果转

化(即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创业投资(即科

技财税投入)的回归结果 

生存型创业量/万个 

机会型创业量/万个 

生存型创业量=EXP(0.677+0.829×LN(新

创企业数量)) 

机 会 型 创 业 量 =EXP(−3.187+1.327 ×

LN(新创企业数量)) 

两类创业企业数量分别取自与新创企业

数量的回归结果 

就业 

子系统 

就业需求增量/万人 
就业需求增量=642.248+2.842×机会型

创业+2.326×生存型创业 

就业需求增量与机会型/生存型创业量的

回归结果 

劳动参与率/Dmnl 0.795 
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近 10 年劳动

参与率算数平均值 

适龄劳动人口/万人 99 896.6 
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近 10 年适龄

劳动人口算数平均值 

劳动力供给量/万人 
劳动力供给量=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

与率 

劳动力供给与适龄劳动人口及劳动参与

率成正比 

就业数量/万人 
就业数量=IF THEN ELSE(就业需求增量

＜劳动力供给量, EXP(11.105+0.019×LN 

(就业需求增量)), 0 ) 

需限定在就业需求增量小于劳动力供给

量的前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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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模型的仿真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根据表 2各个子系统的具体函数关系式及研

究构建的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取 INITIAL TIME=2009，FINAL TIME= 2018，

利用 Vensim PLE软件对 2009—2018年国家创新

水平、就业数量、资本存量进行模拟仿真，得到

主要变量模拟值。为了确保仿真结果的有效性，

将模拟值与历史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对模型进行

数据的有效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验

证结果显示，上述三个变量的数值模拟值与实

际值误差较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

与实际系统的一致性较高，因此证明仿真模型

有效。 

 
表 3  实际值与仿真值对比结果 

年份 
人力资本水平/万人  就业数量/万人  资本存量/亿元 

实际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实际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实际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2009 3 031.043 3 110.16 0.03  75 828 76 266.5 0.01  224 598.8 224 599 0.00 

2010 3 191.603 3 178.36 0.00  76 105 76 348.6 0.00  251 683.8 287 258 0.14 

2011 3 331.868 3 287.55 −0.01  76 420 76 485.6 0.00  311 485.1 350 908 0.13 

2012 3 457.255 3 404.78 −0.02  76 704 76 639.9 0.00  374 694.7 410 478 0.10 

2013 3 568.316 3 513.69 −0.02  76 977 76 789.1 0.00  446 294.1 466 158 0.04 

2014 3 683.810 3 609.89 −0.02  77 253 76 925.1 0.00  512 020.7 518 339 0.01 

2015 3 798.786 3 693.50 −0.03  77 451 77 046.1 −0.01  561 999.8 567 274 0.01 

2016 3 908.998 3 766.05 −0.04  77 603 77 152.9 −0.01  606 465.7 613 141 0.01 

2017 4 132.921 3 829.24 −0.07  77 640 77 247.2 −0.01  641 238.4 656 088 0.02 

2018 4 251.469 3 884.61 −0.09  77 586 77 330.7 0.00  645 675.0 696 254 0.08 

 

    (二) 仿真模型预测 

    通过 Vensim PLE 软件进行模拟仿真得到

2009—2029年主要指标的趋势图，如图 5所示。

由图 5可见，按照现有经济和就业系统的惯性和

趋势发展，我国的就业数量将可能以较低的速率

缓慢增长，且新创企业的增加将带来一定程度的

企业挤出效应。因此应当适当转换现有的经济发

展模式，实现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引领创业，创

业带动就业，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图 5  仿真模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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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情景模拟分析 

    为了模拟要素变化对创新、创业以及就业的

影响，本研究通过适当调整变量，观察创新水平、

就业数量、GDP的变动曲线。主要讨论以下三方

面因素的影响。 

    1. 研发投入的影响 

    2018 年日本研发投入总额占 GDP 比例为

3.5%、美国、德国均为 2.84%，韩国达到了

4.32%①
，以上四国平均达到了 3.375%，而我国

还不足 2%。与美、德、日、韩等科技强国相比，

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5]，故做

以下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一：在其他相关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将研发投入分别提高至 3.5%、4%，创新水

平、就业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比图如图 6所

示。其中 Current 表示研发经费变动前的变化曲

线，Current 1、Current 2分别表示研发投入提高

至 3.5%和 4%后的变化曲线。 

 

 

图 6  研发投入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2.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影响 

    我国研发投入虽然逐年递增，但科技成果转

化率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19年我国科技成

果转化率约为 6%，而美国已近 50%[36]。可见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

距，有必要寻找有效转化路径使其进一步提升，

故做以下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将

代表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技术市场成交额提高

40%，创新水平、就业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

比图如图 7 所示。其中 Current 表示变动前的变

化曲线，Current 3表示技术市场成交额提高后的

变化曲线。 

 

 

图 7  技术市场成交额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3. 创业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近三年个

体户(代表生存型创业)每年增量约为 640 万户，

私营企业(代表机会型创业)每年新增约412万户。

由于机会型创业更能带动就业岗位增加[32]，为了

激励更多机会型创业，故做以下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将

生存型创业数量增加 650万户，创新水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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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比图如图 8所示。其中

Current表示变动前的变化曲线，Current 4表示生

存型创业数量提高后的变化曲线。 

    情景模拟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将

机会型创业数量增加 650万户，创新水平、就业

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比图如图 9所示。其中

Current表示变动前的变化曲线，Current 5表示机

会型创业数量提高后的变化曲线。 

 

 
图 8  生存型创业数量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图 9  机会型创业数量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4. 突发事件的影响 

    以新冠疫情为例，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使我国 2020年上半年 GDP同比下降了 1.6%②
，

美、日、德等经济体分别同比下降了 4.3%、5.8%、

6.3%③
，平均下降 5.5%。此外，我国约 40%～

50%的劳动力外出受阻，造成劳动力返岗、复工

困难 [37−38]。部分行业企业新增注册数量受到影

响，例如 2020 年上半年鞋类新注册企业数量较

去年同期下降了 2.5%④
，汽车金融相关企业同比

下降了 12.3%⑤
，平均下降了 7.4%。综上所述，

做以下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

突发事件影响，将 GDP依次减少 5%、10%，创

新水平、就业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比图如图

10所示。其中 Current表示变动前的变化曲线，

Current 6、Current 7分别表示 GDP减少 5%、10%

后的变化曲线。 

 

 
图 10   GDP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理论研究              韩明丹，李冉，王文静，等：创新创业如何有效带动就业——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传导机制及情景仿真分析 

 

19 

 

 
    情景模拟六：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

突发事件的影响，将就业数量依次减少 40%、

50%，创新水平、就业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

比图如图 11所示。其中 Current表示变动前的变

化曲线，Current 8、Current 9分别表示就业数量

减少 40%、50%后的变化曲线。 

 

 

图 11  就业数量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情景模拟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

突发事件影响，将新创企业依次减少 8%、10%，

创新水平、就业数量、GDP的变化曲线对比图如

图 12所示。其中 Current表示变动前的变化曲线，

Current 10、Current 11分别表示新创企业数量减

少 8%、10%后的变化曲线。 

 

 
图 12  新创企业数量对三种变量发展曲线的影响 

 

    通过以上七种情景模拟结果，可以发现： 

    (1) 依次增加研发投入至 3.5%、4%，使得创

新水平分别提高 10.49%和 13.07%，就业数量提

高 0.35%和 0.44%，GDP提高 10.84%、13.53%，

由此看来，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可以直接促进就

业，且研发投入越高，促进就业效果越显著。除

此之外，增加研发投入还可以通过创新水平的提

高促进 GDP的增长以及就业数量的上升。 

    (2) 技术市场成交额提高 40%使得创新水平

提高 0.13%，GDP 提高 0.29%，就业数量提高

0.24%，技术市场成交额对以上三项指标的促进

作用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创新成果向创

业的转化率偏低，导致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偏

小，因此，应该寻找能够有效促进创新成果向创

业转化的路径。 

    (3) 生存型创业数量增加 650 万户使得创新

水平提高 0.53%，GDP提高 1.17%，就业数量提

高 0.90%；而机会型创业数量增加同等户数使得

创新水平提高 0.62%，GDP提高 1.05%，就业数

量提高 1.36%。可见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对

于社会创新水平和 GDP 的影响仍不显著，但机

会型创业对于就业数量的带动要明显优于生存

型创业。 

    (4) 受突发事件影响，若国家 GDP依次减少

5%、10%，将使得创新水平分别减少 4.58%、

9.14%，就业数量减少 0.22%、0.43%；若就业数

量依次减少 40%、50%，将使得创新水平分别减

少 25.01%、32.02%，GDP减少 46.18%、56.12%；

若新创企业数量依次减少 8%、10%，将使得创

新水平分别减少 0.07%、0.09%，就业数量减少



                                                                                           2022年第 13卷第 4期 

 

20

 

0.12%、0.16%，GDP减少 0.15%、0.19%。综合

以上多种情况，说明突发事件对社会就业的短

期影响较大。 

    五、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梳理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

业的演化机理和发展路径，在刻画和分析创新、

创业和就业的内在机制和反馈过程的基础上，构

建了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利

用工具软件 Vensim PLE 对七种情景进行了模拟

仿真。研究结论如下。 

    (1) 创新、创业与就业之间不是简单的静态

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相辅相成的迭代作用以及复

杂的动态反馈过程。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有利于提

高创新水平和创业水平，并带动就业增长，同时，

创新水平的增加可以有助于提升 GDP，推动国家

经济发展，使人民收入提高，刺激劳动力供给，

从而间接带动就业。此外，劳动就业的增加也会

与其他要素共同带来经济的增长，创新水平和

创业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创新—创业—经

济增长—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 

    (2) 目前创新成果的商业转化率还维持在低

水平状态，因此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较小，未来

有效提高创新成果向创业的转化水平将成为创

新创业带动就业的路径之一。 

    (3) 以现有的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系统发展

状况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实际就业水平并没

有保持匹配，未能实现对就业的有效带动。生存

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对就业的带动效果并不相

同，机会型创业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优于生存

型创业。为了实现创业有效带动就业，应提倡

和鼓励机会型创业，这样才能长久不断地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4) 从仿真模拟结果上看，创新研发投入和

财税支出的共同作用对经济和就业的带动作用

更为明显。因此，我国在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

动就业的政策实施中应充分考虑创新创业的良

性互动和协同发展及其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综

合带动效应，以创新与创业的耦合协同作用为重

点设计政策方向和作用路径。 

    (5) 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新冠疫情，

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不容小觑。因此，面对突发事

件，一方面国家应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另一方面

政府应积极对受影响较大的企业进行帮扶，使其

尽快摆脱困境，复工复产，减缓突发事件对企业

自身带来的冲击，以疏解就业压力。 

    (二) 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尽可能较全面地考虑影响创新

创业带动就业的各个系统中的相关因素，但研究

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系统中涉

及的变量繁多，在构建仿真模型和相关方程的过

程中并非所有变量都可以得到客观的历史数据

或者参数值，因此文中有些指标仅能使用相似数

据替代，尽管做了模型仿真的有效性检验，但其

中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其次，本研究只探究

了部分投入对创新水平的影响，对于就业的影响

只探究了就业数量的变化趋势，未来应涵盖更多

变量(如就业质量、就业公平、就业结构等)以及

收集更多历史数据，延长仿真周期，以便给出关

于创新创业有效带动就业更完整的演化路径和

更明晰的政策参考。 

 

注释： 

 
①  数据来源: http://aoc.ouc.edu.cn/92/8f/c9824a234127/page. 

psp.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③  数据来源：https://m.k.sohu.com/d/486826170. 

④  数据来源：https://dy.163.com/article/FM67OLT205318KKB. 

html. 

⑤  数据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7-31/doc- 

iivhuipn61330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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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mote employment effectivel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HAN Mingdan, LI Ran, WANG Wenjing, ZHANG Jiaming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heory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ng SD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eveals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to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sing 

simulation, including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system in major public emergency 

elements under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 indicato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mploy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measures such as 

appropriately adjusting th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increasing the conversion rate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ing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reventing the destruction of system balance by major social events. The 

study overcomes the difficulty of traditional linear regression or local equilibrium analysis to dynamically 

deduce and quantify the iterative effect, feedback process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systems, emphasizes the leading rol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employment, so as to provide clearer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employment priority strateg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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