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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非一致性变动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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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2001-2008年经济增长迅猛。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考察后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

拉动大学生就业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的变动关系。为此，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鼓

励大学生创业，拓宽就业渠道，提高第三产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等措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的同步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大学生就业，非一致性 

    一、引言 

    2001-2008年，中国经济高速运行，同期全国高校待就业率约为25%，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就业率的降低与经济增

长相伴随，尤其是大学生等高知识群体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探讨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之

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研究历来已久。Fagerberg（1997）将人均GDP增长率

与就业增长率等变量纳入模型，研究欧洲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受不利的产业

结构的影响，使得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地降低失业率。Daniel（2007）利用印度1994-2004年就业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印

度的就业问题。他认为印度的失业人口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Ismail Aktar（2009）考察了东京2001-2007年经

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东京的失业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

形势日趋严峻，国内学者针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研究。嵇小怡（2006）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信息不

对称所导致的就业信息不完全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李晓勤（2008）认为大学生对待就业和择业的非理性

行为等自身因素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张翠英（2008）采用2000-2005年相关数据，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大

学生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以解决。刘大勇（2008）认为劳动

力市场的失真现象与人才结构性困境，使得大学生的求职需求与社会产业需要不一致，人才流动意向与社会人才结构布

局相违背。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考察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定量研究较多，但是很少涉及大学生就业和经济增

长的关系。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则多是从定性方面入手的，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笔者利用2001-2008年经济增

长和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数据，试图把经济增长和大学生就业纳入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考察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之

间的关系。文章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考察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动态；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第四

部分为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讨论；最后为简短的结语。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动态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态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改革的逐渐推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1-2008年，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95933亿元增长到2008年300670亿元，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 



                                                      

（二）大学生就业动态 

  自1999年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教育转型，并已基本实现了大众教育的目

标。高等教育的规模迅猛发展，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也不断递增（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1-2008年，中国大学生毕业生人数从114万增加到559万，年均增长64万大学毕业生。2001年

就业人数为102.6万，2008年就业人数达到了380万，以年均32万人的速度递增。相对于毕业生人数的增幅，就业人数的

增幅相对较小，因此，未就业人数逐年递增，就业率逐年下降。2001年大学生就业率为90%，而2008年下降到68%，年均

下降4%，平均每年约有25%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或者不愿意就业。     

从上述分析可知：2001-2008年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大学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大幅度递增，而大学生就业率呈下降趋势，经

济增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似乎存在非一致性变动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建模的样本区间为2001-2008年，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2001-2008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采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指标。其中2001-2007年就业人数、未就业人数和就业率是根

据2002-2007年《经济参考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媒体和会议报道整理所得。2008年毕业生人数和就业率是

从教育部新闻中整理所得。 

    （二）研究方法 

    1.单位根检验。在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必须对分析中所涉及的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常用的单位根检验包括ADF检验和PP检验。本文采用的是适用于两个变量的ADF检验。 

    2.协整检验。设所涉及的变量都是n阶差分平稳。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间存在协整

关系。协整检验即检验这些变量间是否有协整关系，用OLS（0rdinary Least Squarts）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方程

的回归残差et是否平稳，如果et平稳，则说明存在协整过程，该方程为协整方程，且该方程表达了长期稳定关系。序列

xt和yt若是d阶单整的，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作回归，即有： 



    Yt=α+βxt+ε  （1） 

    用和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若 ，则Xt和Yt具有协整关系，公式（1）为协整回归方程。 

    四、回归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ADF检验 

    为了考察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数量变动的相互关系，选定样本期为2001-2008年的时间序列。在实际中，尽管多数

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然而这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时间序列可能是平稳的。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变量

之间看起来似乎不会存在任何均衡关系，但实际上若干这种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为了避免

“虚假回归”，找到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变动之间的真正关系，笔者首先对其进行ADF检验。  

    ADF检验的一般形式为： 

                           

对于Y（大学生就业率）、X（GDP总值）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原序列X（GDP）和Y（大学生就业率）自身非平稳，但是二者的二阶差分序列

都是平稳的。由于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所以下文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目前，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Engle-Granger（1987）两步法和Johansen（1988）极大似然法。本文采用适用

于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做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第

二步利用ADF检验回归残差的单整性。对于具有同阶单整的两个时间序列，可以通过判断其线性组合的残差是否平稳来判

断两序列的协整关系。如果残差检验结果是平稳的，就可以认为两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就不具有协整关系。 

    第一步：用2001-2008年的GDP的数值对大学生就业率做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 

                                                         

方程中变量（含常数）下方圆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值，说明相应的变量与Y线性相关的显著性；R2为拟合优度，F值为F

检验，SE为估计标准误差，它们是说明全部变量与Y线性相关的显著程度。 

    第二步：对（4）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残差的ADF统计量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由（4）式表明中国经济



增长和大学生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变动关系，GDP每增长1%，大学生就业率减少3.81594%。究其原因，从总量上来

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就业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经济增长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完全满足大学毕业生对工

作岗位的需求数量。虽然，就业的总量是增加的，但是，未就业的大学生人数也在增加。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就业率是

下降的。从结构上来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制造业推动，同时也拉动了制造业的就业，但对大学生集中就

业的第三产业拉动力较弱。  

    五、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01-2008年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大幅度递增，就业率却呈下降趋势，

经济增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变动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的就

业问题。（1）政府可以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如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减

免税款和提供小额的创业贷款等。（2）政府可以开拓就业渠道，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尤其是到中西部地区就业或应征

入伍。（3）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增加劳动力市场

吸纳大学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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