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扩大劳动就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及作用 

文/刘 勇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构建和
谐社会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条件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现有的设备和人力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增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为满足人们需要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在劳动者货币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使单位产品的价值降低，人们用相同的货币量较以前可以购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还可以为缩短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对此，马
克思作过精辟的论述：“社会工作日必须用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分越小，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
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可见，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各种社会都适用的普遍经济规
律。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巩固和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列宁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
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
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生产率。”这就是说新制度战胜旧制度并巩固和发展新制度的重要原
因，是新制度能够创造出比旧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极大丰富，才能日益
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
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
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亦指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分重要而迫
切现实意义。 
  （三）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使我国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更好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从1993年开始的长波的上升时期至少会持续15—20年，这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这
一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实现经济增长6—8%，到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的目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关键是要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同类的
各国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国际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一国的由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出口商
品的国别价值若低于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际价值，就有较强的竞争力，反之，则缺乏
竞争力。 
  二、扩大劳动就业，保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对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一）扩大劳动就业，保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是政府调控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有四个：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高
水平的经济增长；尽可能充分的就业；保持物价的稳定，或者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国际贸易和
收支平衡。其中扩大劳动就业，尽可能充分的就业，保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是仅次于经济增
长的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目标。我国之所以将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最基本的政策目标，是
因为失业率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失业率过高，就意味着没有充分就业，就没有保持较高的、稳
定的就业水平，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从而使得效率发生的社会环境产生变化，效率势必由此
大打折扣。 
  （二）扩大劳动就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由于特有的人口包袱以及改革以前国有企业所沉淀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加上伴随着科学
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问题变得十分严峻。2004年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11.45%，在宏观经济
运行的三大指标中是表现最差的一项，同时，城镇就业也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1999
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8%，而就业比重高居50%，即全国仍有3.4亿人通过农业就业。现
有耕地仅能容纳2亿劳动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4亿左右。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走过的工
业化历程表明，农业就业比率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还将继续下降。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角度
看，即使只有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也将使城镇失业率增加2—4个百分点，所产生的社
会和经济方面的冲击效应不可低估。如果当失业率达9.7%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当

 



前，一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下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只有实
现了充分就业，才能提取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减少社会保障救济人群；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和水平，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繁荣稳定。因此，
我们必须把扩大劳动就业，保证充分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把它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
艰巨的任务”，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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