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经济高增长与就业难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文/吕 英 刘云涵 

   面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的可喜形势，顺理成章是高的就业率，可我们就业形势严峻到与
经济的高速度不相匹配，这种现象令人困惑不解，问题到底在哪里？下面就从成因与对策两方面，
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经济高增长与就业难的成因 
   1、中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锐减是深刻的动因之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
历一个“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这种无就业增长说明经济增长方式是扭曲的。
90年代以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
最大化的增长模式，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极端低下的增长模式。因为，增长最
快的投资、出口部门基本上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具有强烈的排斥劳动力的倾向。 
   2、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我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是，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劳动力严重过剩，中、高技能的劳动力明
显不足。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二季度对全国81个城市劳动市场调查显示，劳动力市场出现技
术工人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具有种、高级技术职称的技术工人尤其供不应求。这一现象，集中暴
露了我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另一方
面，劳动者素质不能满足需求，不少岗位空缺。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实现就业的同步增长。 
   3、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发展过程，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二者
几乎是同步的。而城市化的发展又极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吸
纳不同层次劳动力能力强。所以，至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程
度，都在72-74%左右。而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增长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而城市化率仅为37.7%，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削弱
了第三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导致严重的就业结构偏差。 
   4、垄断行业制约着吸纳就业能力 
   自由竞争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可以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有人估计，如果
放开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石油等10多个传统垄断行业，可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
增量就业机会。如果允许民营企业公平进入教育、医疗卫生、传媒文化等社会事业服务领域，其创
造的增量就业机会将超过3000万个，其中，仅广播影视、报刊、出版、新闻等传媒业的全面放开就
可以逐步新增2000万个以上的知识型劳动岗位，容纳未来几十年的文科大学生的就业增量。 
   二、解决就业难的对策 
   1、积极寻求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发展模式 
   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基础。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不断提高宏
观调控的操作技巧和水平，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
性。注意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2、实现由“产出增长为中心”向“就业增长为中心”的转变 
   我国传统工业推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结果与一般的工业化
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存在较大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产业产值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的严重不对称。如果
按比重排序，我国的产业产值结构呈“二、三、一”型，表明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就业结构则为
“一、三、二”型，是工业化前期的结构特征。可见，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推
进。但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改变策略，把以“产出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调整为以“就业
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目前，要抓住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一产业
的空间还很大。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带动能力强的关键行业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
及核心产业技术，国家要大力扶持发展；但对多数普遍行业和一般领域则应实行“就业优先”原
则。在工业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因地制宜发展适用性技术，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更要注意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处理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3、积极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协调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首先，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政策，培育劳动力市场，清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一切障碍。积极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进一步疏通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信息障碍，做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
务工作。其次，政府要适度调控，促进就业。应制定经济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把促进就业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和促进就业。给以吸纳就业多的企业政策上和物质上
的奖励。鼓励企业把吸纳就业作为发展的一项指标。 
   总之，只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向，才是我们要的发展（作者单位：河北承德石油高等
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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