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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中国就业问题在于弹性过低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6月17日  方烨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6月8日再次召开。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作了题为“促进就业---近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主题演讲。宋晓梧

在演讲中表示，长期看中国就业问题在于就业弹性过低，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要素报酬

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行业分配不均造成的。  

当前就业形势严峻  

宋晓梧说，本来就业问题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就是一个长期困扰整个社会的问题，这

次金融危机使这个难题再次突出出来。现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在持续增加，劳动力需求相比而言下

降。供给和需求两者相比较，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严峻的。  

比如，去年全年需要就业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700多万人，但是截止到去年

7月底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到40%,如果今年经济继续下行，城镇就业人员失业率还会继续增加。同

时，农村劳动力供给方面，从近期看，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字，大概还有1800万农民工返乡没

有工作。从长期来看，还有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逐步转移就业。  

在劳动力持续供给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现在看起来是减少的。去年第四季度和第三

季度相比，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例（求人倍率）由0.977降到0.85,创了8年以来的单季最大降幅。

今年返乡农民工7000多万人，截止3月底有80%又返城找工作，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两会”中间

的统计调查，现在认为大概有1100万人没有落实岗位工作，这也是社会上发生一些不稳定状况的重

要原因。另外我们看到，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建筑业、电子电器等供需差都是负数，供大于求。

其中，建筑业是-24.81,机械制造是-17.71,大大下降。  

根据对514家企业的重点监测，企业岗位流失幅度从去年底开始加大，城镇登记失业率最近几年

连续保持在4%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攀升到4.2%,为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现在的一些预测，

今年调查失业率估计会上升到7%,中国社科院包括农民工抽样调查在内城镇失业率现在已经达到

9.4%,逼近10%的大关。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中央和国务院在短期促进就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补贴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进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紧密结合内需，更多的拉动就业；落实“五缓四减

三补两协商”,帮扶企业克服困难，努力稳定就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自主创业；加强公共就

业服务，改善就业环境等等。另外，从财政看也大大加大了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今年达到420亿，比

2008年增加了160多亿元，增幅达到66.7%,这从中央财政来说是历年增幅最高的。  



目前来看这些政策应该说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中央政策带动了地方的各种政策，像吉

林、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等分别响应中央号召提出了比较实际的政策。根据最近的一个数

字，到四月底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65万人，农民外出打工人数也有较大恢复，扭转了去年第四季度以

来下滑的趋势。  

三原因导致就业弹性低  

宋晓梧说，在出台了一系列的短期政策以后，目前情况来看，对于促进就业确实起到了一些效

果，但是就中国就业问题的长期战略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也更难。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加大投资，中央也在加大投资，目标是为了“保八”.但是和过去不一样的

是，过去“保八”是因为没有落实科学发展观，搞GDP挂帅，现在则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有观点

认为，如果没有百分之八的增长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可是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国的就业弹性过低。举例来说，全国2000多个县将近700个

市投入了许多的资金来修主题公园、广场，这些投资进去以后最终能拉动多少就业？也就拉动几个

清洁工人。如果我们把这笔钱放在我们需要加强的社会保障上、社区卫生服务上，这样又能拉动多

少就业。  

从整体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

拉动200多万人就业，这一比例到上世纪90年代下降到了100多万，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

右，有时候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拉动80多万人就业。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自己和自己比就业弹

性下降了，由过去大概0.3左右下降到0.1.  

再和国际上进行比较，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对OECD数据库和各国GDP就业

量的计算，一般发展中国家就业弹性平均在0.3-0.4,发达国家2007年欧盟地区总就业弹性是

0.78,OECD国家是0.48.这说明我们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带动就业的促进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太

多了，中国基本上是全世界就业弹性最低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的就业弹性这么低？需要分三个层次来分析。首先谈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可以

说，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多年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非常缓慢，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停滞在40%左右，就业比重停滞在30%左右。然而从国际上看，1996年的时候，全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是4.3比32.7比60.7,美、日、欧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70%

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65%.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产值在2006年的时候还是41.2%,到了现在反而

下降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很多都在追求重化工业，因为产值高。尽管“十五”、“十一

五”规划都讲了要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其次，看分配格局与就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在财富一定的情况下，用来雇佣工人的投入越多

可以雇佣的人越多。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总体财富上用于工资的比重是在降低的，而且降低幅度

很大，从1980年的17%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10.76%;2007年有所上升，到11.32%.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

员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本身就严重影响了就业总量。  



在1998年以后的十年中，我国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严重失衡，劳动报酬少了，资本收益

多了。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在1996年的时候达到最高，之后持续下降。2007年劳动

报酬占GDP比例是39.74%,十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余份额不断增加，从1998年-

2007年企业盈余份额增长了31.29%.和国际相比较，美国劳动报酬占净收入比重达到75%左右，占国

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  

假设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不下降，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保持在1990年53.4%的水平，可

以多容纳1100万人就业。假设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达到美国1920年55%的水平（1920年美国产

业结构和收入水平和我国现在大体相当），可以再增加1500万人就业。假设2007年工资总额占GDP比

重维持在1990年的15.77%,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多容纳4600万人就业。即使考虑到工资占GDP比重增加

的数不光用来扩大新增就业，还要扩大原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假设新增就业扩大一倍，平均工资

提高一倍，也还可以多容纳2300万人就业。  

第三，行业分配不合理，进一步降低了就业弹性。宋晓梧说，中国现在的行业收入差距却在持

续扩大，1978年全国城镇职工在岗平均工资615元，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商，

当时平均工资850元，是收入最低的社会服务业的2.17倍。到了2006年的时候，收入最高行业平均工

资是最低行业的4.75倍。  

国家发改委分配司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年），列举了18个行政性垄断行

业，指出他们职工总数占岗位职工人数的10.8%,工资总额占了全部行业的17.2%,年均工资最高的金

融业比最低的农林牧副业相差4.46倍。如果把垄断行业的住房等各种福利待遇统计进来，中国改革

基金会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认为，这中间差距在7倍左右。同时，《国民收

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认为8%的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包括福利和住房加在一起，占了整个

工资福利奖金的55%.  

与国际相比，日本最高比值是1.69倍，英国是1.91倍，法国1.96倍，德国2.23倍，加拿大2.71

倍，巴西比较高是5.62倍。我们总是担心中国陷入拉美式的经济陷阱，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今年第一季度最新行业平均工资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5.9倍，金融业是平均工资的3倍。而较低的木材加工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6%,纺织业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55.5%,农副产品是60.1%,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11比1,远远超过巴西。  

我国垄断性行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独自拥有或者是政府赋予的排他性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既享

受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又垄断生产要素、经营范围和产品价格，垄断利润通过各

种途径转化为该行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导致了垄断性行业平均工资过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政府早

已认识到了，但是始终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如果扣除垄断因素，以国家发改委分配司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中列举的18个

新增性垄断性行业工资总额来推算，报告中说，这中间有三分之一收入是垄断性因素造成的，那么

我们把三分之一垄断性因素砍下来（假设我们能砍下来的话），这部分钱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

多容纳700万人就业。  

再进一步算，如果能够把行业差距缩小到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合理的差距，达到最高与最低1比2

左右，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多容纳将近1000万人就业。  



五点建议  

针对我国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宋晓梧提出了五点建议：  

“首先我提出的建议是在‘十二五’时期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他说。然后

根据如何促进就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分配关系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  

宋晓梧说：“就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也不是一个劳动部门的事。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劳动

部门调整得了吗？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劳动收益占GDP的比重，总工资占GDP的比重，一个部门解

决得了吗？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大家都围绕就业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

问题的角度会变，思路会变。”  

他补充说，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绝不意味着把失业率作为政府的考核目标。比如

说，如果国家提出了今年登记失业率不得超过4%,地方政府就会控制在3%左右，你再来就不登记了。 

第二，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要因为短期的目标影响长期决策。

“现在确实我们有一些短期的政策（影响长期决策），比如说号召企业不解雇职工。但是现在有一

些企业就反映了，说规定了不是不让解雇，也可以解雇，但是规定解雇多少人以上的必须要到哪哪

去登记，然后想方设法就让你登记不了。这些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宋晓梧说。  

第三，要转变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投资对GDP的弹性本来就在下降，

GDP对就业的弹性又在下降，所以这种增长方式要转变。  

第四，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这个确实是

拉动就业和提升消费潜力非常大的一点。  

另外，把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拉动就业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小企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作用。数据

显示，中小企业到2008年底为止对GDP贡献超过60%,对税收贡献超过了50%,提供了70%左右的进出口

贸易额，提供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想一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大规模的国

有企业工人下岗，国有企业大概是4000多万人，集体企业2000多万人，两个加起来7000多万人，但

当时总体就业形势还是稳定的，靠什么？就靠中小企业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

上新增就业人员和70%的农村劳动力。  

但是现在，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就业问题突出了，更应该看到中小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渠

道。国际上也是这样，90%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到2007年底中小企业贷款总额比

重只占10%,今年上半年贷款大量增加，一下子贷出五个亿，但是据统计，第一季度私营企业银行贷

款仅占总体贷款额的13%.一大部分票据停滞在大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体，但是真

正得到国家金融财政支持的很少，我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就应该把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放在重要

的位置，因为它对于扩大就业其者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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