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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就业态势的定量分析与对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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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目前城镇失业率逐渐爬高的态势, 先利用托达罗均衡失业率模型对我国历年的

均衡失业率进行估算, 进而得出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在 8 % 左右。然后又分别利用就业弹性理论分析

我国三产业的就业状况, 指出就业弹性的下降是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之一。最后提出了解决我国目

前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就业　均衡失业率　就业弹性

我国自 1995 年以来, 城镇失业率逐年爬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1997 年底城市登记失业
人口为 3 % , 比上年增长 0. 3 %。另据劳动部快报, 1997 年全国企业下岗职工人数达 1151 万
人, 比上年增加 336 万人, 增长 41 % ; 其中国有企业 787 万人, 占全国企业下岗人数的 68 % 。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1999 年的就业形
势可能更加严峻。过高的失业率无疑是危险的。因此, 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确定我国的均
衡失业率,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均衡失业率、就业弹性是
反映就业态势的两个综合性指标。前者反映了就业的宏观态势, 后者反映了就业率随经济总量
增长的变化趋势。本文利用托达罗模型确定均衡失业率, 并从就业弹性的角度提出解决目前我
国失业问题的对策。

1　托达罗均衡失业率模型概述

模型给出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方程[ 2 ]

Sα

S
( t) = Β + Π( t) F [Α( t) ] (1)

式中　S ( t) —— t 时期城市劳动力数; 　Β——城市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F [Α( t) ]——由城
乡收入差别因素 Α( t)导致的城市人口增长率。

Α( t) =
Y u ( t) - Y r ( t)

Y r ( t)
, Y u ( t)、Y r ( t) 分别是根据过去若干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收入而得

到的 t 期城市和乡村的预期实际收入。Π( t)是由乡村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可能性。

Π( t) =
Χ− ( t)

S ( t) - N ( t)
(2)

式中　N ( t) 是 t 时期城市现代部门就业人数; Χ=
Nα

N
( t) = Κ- Θ, 是城市现代部门就业增长率。

其中, Κ是城市现代部门产出增长率, Θ是城市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方程 (1) 右端第一项是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率, 第二项是考虑就业可能性 Π( t) 的乡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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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迁入城市引起的城市劳动力增长率。

就业率 E ( t) =
N ( t)
S ( t)

(3)

失业率 T ( t) = 1 - E ( t) =
S ( t) - N ( t)

S ( t)
(4)

就业增长率 Eα

E
( t) =

Sα

S
( t) -

Nα

N
( t) (5)

　　当城市劳动力增长率Sα

S
( t)等于就业增长率Nα

N
( t)时, 就业率不再变化。即

Sα

S
( t) =

Nα

N
( t) = Χ (6)

　　Eα

E
( t) = 0, 此时, E ( t) = E

3 不再变化, 称为均衡就业率, 把式 (4)代入式 (1) , 得

Χ- Β = Π( t) F [Α( t) ] (7)

　　把式 (3)代入式 (2)得

Π( t) =
ΧE ( t)

1 - E ( t)
(8)

　　把式 (8)代入式 (7) , 注意, 此时 E ( t) = E
3 , 整理后可得:

E 3 =
Χ- Β

ΧF [Α( t) ] + Χ- Β (9)

或由式 (8)直接得到　　　　 E 3 =
1

Χ
Π( t)

+ 1
(10)

表 1　1986～ 1997 年的均衡失业率
T ab. 1　Balanced unemp loym en t rate from 1986 to 1997

年份 Κ Θ Χ E 3 T 3

1986 0. 109 0. 069 0. 04 0. 96 0. 04

1987 0. 124 0. 062 0. 062 0. 94 0. 06

1988 0. 130 0. 057 0. 073 0. 93 0. 07

1989 0. 108 0. 042 0. 066 0. 94 0. 06

1990 0. 091 0. 039 0. 052 0. 95 0. 05

1991 0. 108 0. 038 0. 07 0. 95 0. 05

1992 0. 096 0. 040 0. 056 0. 94 0. 06

1993 0. 115 0. 043 0. 072 0. 93 0. 07

1994 0. 119 0. 046 0. 073 0. 93 0. 07

1995 0. 120 0. 046 0. 074 0. 931 0. 0687

1996 0. 108 0. 0553 0. 0527 0. 949 0. 051

1997 0. 109 0. 0759 0. 0331 0. 967 0. 033

平均 0. 111 0. 0511 0. 0603 0. 943 0. 057

　　说明: Χ为采用第二、三产业就业增长率, Κ为城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率,

　　　Θ为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率增长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式 (9)、式 (10)即托达罗均衡就业率模

型。相应的有均衡失业率 T
3 = 1- E

3 。

2　我国均衡失业率的计算

由式 (10)可知均衡就 (失)业率是一个

仅与 Χ和 Π( t) 有关的量。Χ可由统计资料

获得。当 Χ是式 (6)时, Π( t)可按式 (7)求得

Π( t) =
Χ- Β

F [Α( t) ]
。Β 可由统计资料得到。

F [Α( t) ]不易确定, 因此采用模拟的方法,

在 [ 0. 5, 1 ]之间取不同 Π( t) 值计算再作分

析。

　　首先假设 Π( t) = 1, 则 E
3 = 1ö(Χ+

1)。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以变动的 Π( t)

来估算 1995、1996、1997 年的均衡就 (失)业率, 见表 2。

　　很显然, 以上对均衡就 (失) 业率的估算的精确性依赖于待业人员就业机会 Π( t) 的确定。

虽然很难确定 Π( t)的具体数值, 但它的范围是可以确定的。Π( t)等于 t 期间现代部门 (第二、三

产业)就业空缺的比率。这一比率是指相对于城市传统部门在 t 期间内累积下来寻求工作人数

而言的。因此, 大致可以 0. 5≤Π( t) ≤1。当 Π( t) = 1 时表示待业人员都有机会就业; 当

Π( t) = 0. 5时表示待业人员有 50 % 的机会就业。又因为 Π( t)是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的一个函

数, 所以, Π( t)的确定依据就是经济景气和国家政策。表 1 假设 Π( t) = 1, 是一种乐观的情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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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我们可以认为 5. 7 % 是我国目前均衡失业率的下限, 也就是我国目前失业率大于 5. 7 %。

再看表 2, 假设 Π( t) = 0. 5,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情况, 所以 (0. 128+ 0. 096+ 0. 063) ö3= 9. 57

% 可以认为是我国目前失业率的上限。事实上, 由于我国在 1996～ 1997 年实现经济软着陆, 通

货紧缩,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国内需求不足; 1998 年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其中

国企改革导致的职工下岗是目前城镇失业的主要来源; 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出

口受挫等因素,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目前失业率在 8 % 以上。
表 2　1995～ 1997 年不同 Π( t)时的均衡失业率

T ab. 2　Balanced unemp loym en t rate of differen t Π( t) from 1995 to 1997

Π( t) E 3 (1995) T 3 (1995) E 3 (1996) T 3 (1996) E 3 (1997) T 3 (1997)

1 0. 931 0. 0687 0. 949 0. 051 0. 967 0. 033

0. 9 0. 924 0. 076 0. 944 0. 056 0. 964 0. 037

0. 8 0. 916 0. 844 0. 938 0. 062 0. 96 0. 04

0. 7 0. 905 0. 095 0. 929 0. 07 0. 954 0. 046

0. 6 0. 89 0. 109 0. 919 0. 081 0. 947 0. 053

0. 5 0. 87 0. 128 0. 904 0. 096 0. 937 0. 063

3　就业弹性的计算

从以上分析可知,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无疑要依靠发展第二、三产业, 但不同产业的发展对

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

们现在引入就业弹性的概念来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定义就业弹性 e=
就业增长率
产值增长率, 现分三个产

业分别计算就业弹性结果列于表 3。
表 3　1986～ 1997 年的就业弹性

T ab. 3　Emp loym en t elast icity from 1986 to 1997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第一产业 g 1ö% 3. 3 4. 7 2. 5 3. 1 7. 3 2. 4

第一产业 l1ö% 0. 344 1. 288 1. 844 3. 022 2. 65 2. 429

第一产业 e1 0. 104 0. 274 0. 738 0. 975 0. 363 1. 012

第二产业 g 2ö% 10. 2 13. 7 14. 5 3. 8 3. 2 3. 9

第二产业 l2ö% 7. 996 4. 542 3. 622 - 1. 444 1. 215 2. 55

第二产业 e2 0. 784 0. 332 0. 25 - 0. 38 0. 38 0. 654

第三产业 g 3ö% 12. 1 14. 4 13. 2 5. 4 2. 3 8. 8

第三产业 l3ö% 5. 617 6. 667 5. 762 1. 99 3. 804 4. 576

第三产业 e3 0. 464 0. 463 0. 437 0. 369 1. 654 0. 52

总的弹性 e 0. 332 0. 255 0. 260 0. 436 0. 609 0. 313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一产业 g 1ö% 4. 7 4. 7 4 5. 0 5. 1 - 3. 5

第一产业 l1ö% - 0. 307 - 2. 31 - 1. 708 - 1. 102 - 1. 97 - 0. 112

第一产业 e1 - 0. 065 - 0. 491 - 0. 427 - 0. 22 - 0. 386 - 0. 032

第二产业 g 2ö% 21. 2 19. 9 18. 4 14. 1 12. 1 10. 8

第二产业 l2ö% 3. 625 4. 613 3. 285 2. 536 3. 532 1. 947

第二产业 e2 0. 171 0. 242 0. 179 0. 18 0. 292 0. 180

第三产业 g 3ö% 12. 4 10. 7 9. 6 8 7. 9 8. 2

第三产业 l3ö% 6. 6 8. 474 10. 882 6. 599 6. 23 2. 65

第三产业 e3 0. 532 0. 792 1. 134 0. 825 0. 789 0. 323

总的弹性 e 0. 13 0. 101 0. 165 0. 166 0. 136 0. 128

　　说明: g 1
表示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 l1

表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 e1 表示第一产业就业弹性, 其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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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 可知, 我国过去 12 年总的就业弹性平均为 0. 253, 也就是说 GD P 每增长 1 % , 就

业增加 0. 253 % ; 或者是要使就业增加 1 % , 就必需使GD P 增长约 4 %。我国过去 6 年就业弹

性平均为 0. 138, 因此目前要想就业增加 1 % , GD P 必需增长 7. 24 %。而根据世界银行 1995

年度报告测算, 低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在 0. 37, 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为 0. 78, 高收入国

家的就业弹性为 0. 24 。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 就业弹性应该保持在 0. 37 左右的水平, 而不是

目前的 0. 138。努力提高就业弹性, 扩展就业容量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是目前宏观政

策的当务之急。再从表 3 可以看出, 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逐渐降低, 以至为负; 第二产业的就业

弹性也在逐渐降低; 只有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稳步增加。
表 4　1986～ 1997 年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平均就业弹性

T ab. 4　A verage emp loym en t elast icity and emp loym en t elast icity of differen t industries from 1986 to 1997

年份间隔 第一产业 e1 第二产业 e2 第三产业 e3 平均就业弹性 e e1∶e2∶e3

1986～ 1997 年平均 0. 154 0. 272 0. 695 0. 253 1∶1. 77∶4. 51

1991～ 1997 年平均 - 0. 27 0. 207 0. 733 0. 13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4　政策建议

1)抑制失业率的爬升, 维持社会安定。我国目前失业率为 8 % 或更高, 因此必需抑制失业

率的进一步爬升。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 失业率无论如何不能超过 10 % , 城镇登记失业率不

能超过 3. 8 %。因为如果城镇失业率达到 10 % 的话, 那么城镇受失业影响的家庭将有 30 % 左

右, 这将严重危及社会的安定。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缓解就业矛盾。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 劳动力向第一、二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表 3、表 4 中可以看出, 随着农

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非但没有增加吸收劳动力, 相反却排斥劳动力 (就业弹性为- 0. 27) ; 同期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 0. 207; 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高达 0. 733。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失

为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

3)发展中小企业, 增加就业容量。我们注意到中小企业同第三产业同样具有就业弹性高的

特点。1995 年底, 我国各类工业企业有 1000 万个, 其中大型工业企业不到 2 万个, 中小企业比

例达 99 %。中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 60 % 左右, 实现利税占 40 % , 而就业人数占 75 %。以

同样的产值计算, 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工业企业的 1. 43 倍。

4)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村收入, 增进农村就业机会。托达罗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 如果仍

然按传统的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方法, 在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同时不努力提高农村收入和增

加农村就业机会, 就会出现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 带来更多的要求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 因而导致更高水平的城市失业。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发展乡镇企业, 加快农村小城镇

建设,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往城市, 抢占有限的就

业机会, 加重城市就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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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 tita tive Ana lys is of Presen t Em ploym en t Situa tion

and Its Coun term ea sures in Ch ina
Zhu Yongda　W a ng C ha o　Ying J ila i　Yu Yiw e n

(H enan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Z heng z hou , 45002)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con t inua l creep ing of the unem p loym en t ra te in Ch ina, the Todaro

Balanced U nem p loym en t R ate M odel w as u sed to ca lcu la te the ba lanced unem p loym en t ra te

in the past years. T he m odel can reflect the ex ist ing em p loym en t situa t ion m o re exact ly fo r

con sidering the econom ic facto rs such as the econom ic grow th, labo r na tu ra l grow th, ru ra l

popu la t ion flow ing cau sed by the d ifferen t incom es and the chance of em p loym en t. T he bal2
anced unem p loym en t ra te w as sim u la ted acco rd ing to d ifferen t em p loym en t chance by the

Todaro Balanced U nem p loym en t M odel and then the unem p loym en t ra te a t p resen t w as est i2
m ated, w h ich is abou t 8 %. A fter tha t, by u sing the Em p loym en t E last icity T heo ry the em 2
p loym en t situa t ion of the th ree indu stries w as ana lysed and a conclu sion tha t the descend of

the em p loym en t elast icity is one of the reason s tha t cau se the unem p loym en t p rob lem w as

draw n. Som e suggest ion s w ere pu t fo rw ard fo r the po licy2m ak ing.

Key words　em p loym en t, 　balanced unem p loym en t ra te, 　em p loym en t elast 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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