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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的变迁
— 对建国以来(1952一004)中国GDP增长率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冯飞鹏

(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541(X抖

    [摘要〕利用统计学、数学方法为分析工具，结合必要的经济理论对建国以来(1952一

20(科)GDP增长率与就业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考察，以期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到经济

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说明其原因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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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析的起点—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

长与就业结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1、我国经济发展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1949年到2(X”年止的55年里，中国经济

发展经历了几多磨难、艰辛和痛苦;同时也取得了

    (1)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

口始终占据了总人口的大多数，建国后这一状况并

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

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1952年中国农业人口占全

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7.5%，而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1977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为82.4%，1990年为73.

巨大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据国家统计局的历史 6%，2001年为62·3%，2加4年为58.2%，1952一
资料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 2似 年年均农业人口比重为77.4%.这一方面说
元上升到2004年的159878亿元，居世界第6位，明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的落后(1952年城市化水
年均递增7.8%。 平12·5%，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

    其中1978一004年年均增长9.7%，是新中 年和2似 年分别为19.7%、17.4%、19.4%、26.
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 4%、36·2%和41·8%);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就业结
快的国家之一。 构的低度化现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里，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人口就业比重呈下
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达到2.2降趋势，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在三次产业②就业结
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构中始终是就业人口比重的主体，就业结构并未因
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 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呈现出质的变化(1952年农业
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就业人口比重为83.5%，1960年、1970年、1980

0%。人均GDp则由1952年的119(45美元)元提 年、1990年、2(Xx)年和2(X)4年分别为65.7%、80.

高到2005年的14043元(1714美元)，国民经济实 7%、68.7%、60.1%、50.0%和46.9%)，从一个侧
现了历史性跨越。① 面凸显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2、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发展水 (2)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内在联系被

平的不平衡对比明显 削弱，就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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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本应顺应产业结构的变化，随产业结构 说明其并未完全发挥就业创造的作用。下面我们

的不断发展而在不同部门间流动，以达到效率最 用“结构偏离度’，④来说明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
优。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变已经相对落后，导致第三 构的偏差。

产业发展不足，牺牲了大量就业岗位的情况下，我 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

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被削弱，业结构在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当结

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 构偏离度越接近于零，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就

差，进一步造成了我国就业结构转变的滞后。例如 越合理。当结构偏离度大于零，该产业应该吸纳更

第一产业2003年的产值比重为14.4%，但吸纳的 多的劳动力，使产业的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保持一

就业人口仍占49.1%，说明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 致。当结构偏离度小于零，意味着该产业已存在着

J性失业者或者劳动生产率不高;第二产业的产值比 大量的隐性失业者，应该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流

重占52.2%，而就业人口只有21.6%左右，说明其 出，转移到其他部门。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

资本密集的特点，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强;第三产 偏离度，如表1所示:
业的产值比重占到33.4%，就业人口为29.3%，也

                              表1: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⑤

年份
结 构 偏 离 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一0.40 1.82 2.14 1970 一0.56 3.01 1.64 1988 一0.57 0.97 0.65

1953 一0.45 1.92 2.42 ·1971 一0.57 2.80 1。56 1989 一0.58 0.99 0.75

1954 一0.45 1.86 2.58 1972 一0.58 .2.65 1.56 199() 一0.55 0.94 0.69

1955 一0.44 1.84 2.53 1973 一0.58 2.56 1.53 1991 一0.59 0.97 0.77

1956 一0.46 1.58 2.31 1974 一0.57 2.科 1.46 1992 一0.63 1.02 0.73

1957 一0.50 2.34 2.以 1975 一0.58 2.44 1.28 1993 一0.65 1.12 0.54

1958 一0.41 0.40 0.88 1976 一0.57 2.20 1.15 1994 一0.63 1.11 0.39

1959 一0.57 1二08 0.76 1977 一0.60 2.23 1.13 1995 一0.61 1.12 0.24

196() 一0.64 1.SJ 0.73 1978 一0.60 1.79 0.94 1996 一0.60 1.11 0.16

1961 一0.53 1.90 1.69 1979 一0.55 1.69 0.70 1997 一0.62 1.11 0.17

1962 一052 3.01 1.90 1980 一0.56 1.66 0.63 1998 一0.63 1.07 0.23

1963 一0.51 3.40 1.63 1981 一0.53 1.54 0.60 1999 一0.65 1.15 0.23

1964 一0.53 3.53 1.59 1982 一0.51 1.45 0.61 20(X) 一0.68 1.23 0.21

1965 一0.53 3.23 1.65 1983 一0.51 1.39 0.58 2(X) 1 一0.68 1.25 0.23

1966 一0.54 3.42 1.46 1984 一0.50 1.18 0.53 20(犯 一0.69 1，36 0，20

1967 一0.51 3.00 1.61 1985 一0.54 1.07 0.70 2(X)3 一0.71 1.42 0.14

1968 一0.48 2.67 1.70 1986 一0.56 1.01 0.68 2《X又 一0.68 1.35 0.04

1969 一0.53 2.96 1.79 1987 一0.55 0.98 0.65

    从表1可以看出:

    (1)第一产业已成为就业净流出部门，对我国
就业结构的转换产生巨大的压力

    第一产业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偏离度已经为

一0.40，这说明该产业在那时创造的产值与吸纳的

劳动力严重不匹配，其中已经存在了大量的剩余劳

动力，这是建国后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结果。随

后，尽管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在1952

一2004年间下降了36.6%，但是其下降速度仍然

慢于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导致在改革开放以来，其

偏离度离0值越来越远，到2003年达到一0.71。

因此，在未来的时期里，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仍

然有转移出去的动力，会对我国的就业结构的转换

产生巨大压力。

    (2)第二产业因为资本密集型的道路选择而

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为正且数值较大。

这说明:第一，与产业规模相比，第二产业的就业人

数明显不足，该产业应当吸收更多的劳动力。第

二，从20世纪79年代末至90年代初，偏离度不断

下降，说明该产业各部门正在吸收从其他部门转移

出来的劳动力。第三，从1991年开始，其偏离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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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上升，说明第二产业正在走资本密集型道路，

更多的选择资本来推动其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从

其他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这恰好反映了我国

第二产业发展到当前阶段，已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

就业的现实。

    (3)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吸

纳能力下降

    第三产业的偏离度为正值且向0值靠拢，1952

年其偏离度为2.14，1978年是0.94，说明其吸纳的

劳动力严重不足，有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空间。

随着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其偏离度逐渐下降，到

2以”年为0.以，说明第三产业大量吸收了从其他产

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空间缩小。因此，在结构

偏离度已经接近0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其在国民经

济中所占的比重，调节其内部结构，才能进一步发挥

第三产业对就业结构改善的促进作用。

    二、是谁制造了今天的现状— 对中国

就业结构落后的原因探析

    中国的就业结构发展水平之所以落后于西方

发达国家几十年，回顾新中国走过的五十多年的历

史，有如下主要原因:

    其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建国以来所形成的、以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经济结构⑥。
其影响范围之广，其后续效应之深远，在世界发展

史中所罕见。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经济

结构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居民转为城

市市民的选择权，从而造成了中国占人口总数绝大

部分的农村居民长期滞留在农村，进而阻碍了农业

人口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移，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化

发展的缓慢。

    2、第二产业呈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第三产业发

展落后这各产业结构状况长期影响着我国就业结

构的改善。

    建国后国家按照“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

规律，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劳动力市场

和劳动力流动受到极大排斥。资金大量投人到资

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⑦的提高，使得
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造成剩余劳动力

不能被工业部门吸收，造成了第三产业的落后，影

响了劳动就业。

    其二、巨大的人口基数给产业就业结构水平的

提高增加了无形的障碍⑧。

    中国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所有社

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在

其工业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和劳

动力向城市迁移。苏联1926年工业化前，农村人

口占82%，城市人口占18%。也是一个典型的农

业社会。但16年后的1940年，城市人口增加1.4

倍，比重上升为33%。农业劳动力不仅相对比重

下降，绝对数也大幅度下降，只相当于过去的

44%。1960年前苏联城市人口就超过农村，1985

年达到“.6%。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到20世纪80

年代，苏联新建城市1266个，大约每20年大城市

面积扩大一倍。东欧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可

见，工业化排斥城市化，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

现象。

    同样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为

什么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出现城市化滞后的问
题?人口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不同，中国人

口和劳动力基数巨大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增长迅速。

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就业人

口的增长所抵消，由此延缓了就业结构改善的进

程。

    其三，为什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拒之城

市之外，而不能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更为深层

的原因是农民这一为数众多的群体，由于自身利益

的分散性，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只是处于从属地位，

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平等权利。因而

对于政策的制定，失去了同城市群体(以政府为代

表)讨价还价的能力，于是成了政策的被动遵守者

和受害人。

    当今就业结构不合理，表面上是城市化水平落

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重工业化的第二产业

格局以及第三产业的不发达所致。但实际上这只

是问题的结果，并非问题的本质原因。当今的现实

来源于中国社会利益分配的非公正性，这往往又是

制度、政策的直接后果。有学者在论及中国改革成

功的原因时，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与人平等、

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取消一切特权。人权与特权是

相对立的，有了特权就没有人权。如果在一个人与

人平等与充分自由的社会里，市场经济必然会得到

很快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到的经济问题，最终还是

一个特权与自由选择的问题⑨。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扩大

了平等度，减少了特权。早先农民不能进城，现在

农民可以进城了;过去人们不能辞职，现在你可以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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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选择职业了;原来坐飞机、软卧要有证明，现在

有钱就行了。取消了特权，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

由，整个经济的发展就被刺激起来。”⑩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原因分析，我们认为提高中国的就业

结构水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实施治标之策

    1、加快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⑧
    城市化不仅是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纯人口

地理迁移的过程，而是人口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就

业结构进步、现代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本质体现。

城市化进程要同这种转变、升级、进步和提高的步

伐相适应，城市化水平要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给进城以后的农民工以

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使之成为真正的市民。结合我

国实际，对已经取得城市常住人口资格的农民工，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给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利。

二是给农民工更多的居住和就业的机会。就要运

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两种机制，帮助农民工解

决居住问题。居住同就业密切相关.，就业问题解决

得好就可以为居住问题的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解

决不好就很难保证居住问题。当前尤为突出的是，

由于一般农民工文化教育素质较低，没有受过专门

的技术训练，一个时期以来城市里在出现有活无人

干“民工荒”的同时，也出现农民工进城无活可干

的尴尬局面。把吸纳农民工就业放在首位，要通过

职业培训等方式，尽力为农民工就业多创造一些机

会。三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在城市征用土地过程

中，对那些失地的农民，一要给予合理的补偿，不能

采取不等价交换剥夺农民;二要安排好失地农民的

就业，要签订劳动就业合同，确保失地农民在城里

有较稳定的劳动就业岗位和相对稳定的收人。四

是把农民工生产生活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将农民

工在城市的劳动就业、住房建设、学校教育、文化生

活、社区管理等纳人城市建设规划，使之分享城市

建设的成果。

    2、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20世纪40年代以来，克拉克，库兹涅茨、罗斯

托、肯德里克、钱纳里等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

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

并发现它们存在高度相关性。钱纳里研究了人均

GDP水平同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分布的关系，从

而得出:当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时，第一产业的

比重就较高;当人均CDP超过1000美元时，产业

结构就有一个明显的升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就

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表2所示:

表2:不同人均GDP水平下的各产业产值占GDP 比重的结构变化(%)

行 业
不同人均GDP水平的佑计值(美元) 中国(2(兀阵年)

100 以下 1oo 2oo 300 4加 5oo 800 1《XX) 11一兀旧以上 1269(美元)
第一产业 52.2 45.2 32.7 26.6 22.8 20.2 巧.6 13.8 12.7 巧.2

第二产业 12.5 14.9 21.5 25.1 27.6 29.4 33.1 34.7 37.9 52.9

第三产业 35.3 39.9 45 .8 45.8 45 .8 45.8 45.8 45 .8 49.4 31.9

合 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0 100 .0 100.0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美)钱纳里等著，李小青等译:《发展的格局:197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22一23。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在2004年人均GDP已 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与此同时，应充分

经达到1269美元，其第二产业的产值高达52.注重第一、三产业的投资，适当提高他们在国民经

9%，比37.9%高出15%，说明第二产业产值偏高，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

而第三产业产值为31.9%比表中的49.4%低17.的步伐和进程。。
5%，表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二是实施治本之策，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在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因此 迁移、就业、公共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平等

按照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根据我国目前 享有的权利。

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第二产业产值偏高，第三产业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个内生经济变

发展不足的实际，在保证第二产业投资绝对数额不 量决定了经济绩效的高低。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与

减少的前提下，使第二产业投资比重适当有所下 制度创新相伴。如今，制度创新是推动社会利益分

降，而其内部投资结构则应进行调整和改善，着重 配格局失衡向公正、公平迈进的首要前提。通过户

提高第二产业的科技含量，加快设备、工艺更新，走 籍制度与就业制度创新，形成了城乡统筹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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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与

合理配置;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实现了土地资源的

有效利用;通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解决人

员跨城乡、产业转移的后顾之优，解决了工业化、城

市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

    由于中国的弱势群体，缺乏自身利益的代言

人，故在政策制定的谈判桌上只能处于受人摆布的

地位。鉴于当今中国政治格局的现实，充当弱势群

体代言人的对象应该是包括中国的政协委员、人大

代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施政相关者以及那些对政

策制定能发挥影响的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希望

他们切实肩负起制定公平公正政策、制度的社会责

任。这种社会责任，不是对人的一种恩赐，而是一

种道德责任、经济伦理和一种义务。源于中国现在

的官员缺少责任追究制和有效监督机制，这种社会

责任感尤显重要。

    但是，中国二元社会的解构将是一个很长的历

史过程，是一个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剥

离的过程。不能指望一旦户籍改革，就可以使大批
农民顺利地变成市民;农民要在城市长久立足，不

至于成为流离失所的流民，不只取决于户籍，更取

决于能否有稳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人

来源。另一方面，即使消除了城乡分割的制度壁

垒，仍将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长久地生活在农村。

不能把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完全押在户籍制度

改革和农民进城上面，进一步忽视已经近乎被遗忘

的乡村建设问题，这都需要执政者作出切实的制度

安排。。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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