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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统计学#数学方法为分析工具$对建国以来!!AW<!<==F"GYZ增长率与就业结构的变迁作

了实证考察$找出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原因$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建国以来&GYZ增长率&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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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 证 研 究#自 改 革 开 放

以来#发表的各类 论 文 为 数 不 少#但 经 本 人 对 此 问 题 研 究 情

况的分析整理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在时段 上 以 改 革 开 放 后 为

研究对象的文章较多#对建国后至现在作 过 详 尽 统 计 的 文 章

较少#数据也不够充分#很难反映历 史 发 展 的 全 貌%在 研 究 方

法上#虽然利用统 计 学&数 学 方 法 为 分 析 工 具 的 文 章 数 量 在

增多#但是只占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大 部 分 仍 然 停 留 在 理 论 论

证或在统计层面上#仍处于以传统 分 析 手 段 为 主 的 状 态’本

文通过在此问 题 研 究 情 况 的 简 要 回 顾#一 是 在 基 于!AW<!
<==F年的各年充分的统计数据"其中有很多数据是国家统计

局最新更新或修 正 的 数 据$的 基 础 上#以 弥 补 数 据 统 计 的 不

足%二是本文利用统计学&数学方法 为 分 析 工 具#结 合 必 要 的

经济理论对建国以来"!AW<!<==F$GYZ增 长 率 与 就 业 结 构

的变迁作一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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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 其 方 法 上 的 不 足’本 文 数

据来源主 要 有("!$国 家 统 计 局 编()新 中 国 五 十 年"!AFA!

!AAA$*#中国统计出版社#!AAA年A月第!版%"<$)中国统计

年鉴<==W*%"@$武力主 编()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经 济 史"!AFA!
!AAA$*"上&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AAA年!=月第!版#第

WEF页和第!FCA页附表!!!%"F$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统 计

局网站(*88S(++TTT&48L84&,$6&1++&%"W$国家统计局国民经

济核 算 司 编()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核 算 历 史 资 料"!AAE!
<==<$*#中国统计出版社<==F年@月第!版’

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就业结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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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和图!所 示(从!AFA年 到<==F年 止 的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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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成就#为 世 界 所 瞩 目’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的 历 史 资 料 显

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AW<年 的E"A亿 元 上 升 到<==F年

的!WAC"C亿元#居世界 第E位#年 均 递 增"&CX’其 中!A"C
!<==F年年均增 长A&"X#是 新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最 快 的 时 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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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表<所示"

表!!中国GYZ的世界排名的历史数据

年份!A"=!A"C!AC=!AA=!AAW!AAC!<==<<==@<==F<==W

位次 !@ !W " != " E " E F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图!

表<!GYZ年均增长率的国际比较!#X$

国 家

年份
!AW"!!A"C !AA< !AA@ !AAF !AAW !AAE !AA" !AAC !AAA <=== <==! <==< <==@ <==F

中国 E&= !F&< !F&= !@&! !=&A !=&= A&@ "&C "&E C&F C&@ A&! !=&= !=&!
日本 C&< !&= =&< !&= <&= @&F !&C I!&= I=&! <&F =&< I=&@ !&F <&"
韩国 A&A W&A E&! C&W A&< "&= F&" IE&A A&W C&W @&C "&= @&! F&E

马来西亚 E&" C&A A&A A&< A&C !=&= "&@ I"&F E&! C&A =&@ F&F W&F "&!

!!数据来源!!&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从史前至<=世纪末’(长春出版社(<==E年!月第!版(第FFF!FFW页)<&赵

德馨主编(苏少之著!%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AC!!<=@页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

据!<==W年中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达 到<&<万 亿 美 元!超 过 意 大

利#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F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国

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由<==!年的F&<X提高到<==W年的

W&=X"人均GYZ则由!AW<年的!!A$FW美元%元提高到<==W
年的!F=F@元$!"!F美元%!国民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对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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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年 中

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C"&WX!而后呈缓慢下降

趋势"!A""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为C<&FX!!AA=年为"@&EX!

<==!年为E<&@X!<==F年为WC&<X!!AW<!<==F年年均农业

人口比重为""&FX"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的落

后$!AW<年城市化水平!<&WX!!AE=年#!A"=年#!AC=年#!AA=
年#<===年和<==F年分别为!A&"X#!"&FX#!A&FX#<E&FX#

@E&<X和F!&CX%&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就业结构的低度化现实!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

业人口就业比重呈下降趋 势!但 农 业 就 业 人 口 比 重 在 三 次 产

业就业结构中始终是就业 人 口 比 重 的 主 体!就 业 结 构 并 未 因

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呈现出质的变化$!AW<年农业就业人口比

重为C@&WX!!AE=年#!A"=年#!AC=年#!AA=年#<===年 和

<==F年 分 别 为EW&"X#C=&"X#EC&"X#E=&!X#W=&=X和

FE&AX%!从一个侧面凸显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

实"如图<#图@所示$图!#<#@的数据来源’(新中国 五 十 年

$!AFA!!AAA%中国统计年鉴<==W)#(中华人民共 和 国 经 济 史

$!AFA!!AAA%)#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88S’**

TTT&48L84&,$6&1+*&(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核 算 历 史 资 料

+!AAE!<==<,)%’

图<

图@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内在联系被削弱!就业结

构的转变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

劳动者本应顺应产业结构的变化!随产业结构的不断发

展而在不同部门间流 动!以 达 到 效 率 最 优"在 我 国 产 业 结 构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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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已经相对落后!导致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牺牲了大量就业

岗位的情况下!我国就业结 构 与 产 业 结 构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也

被削弱!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
进一步 造 成 了 我 国 就 业 结 构 转 变 的 滞 后"例 如 第 一 产 业

<==@年的产值比重为!F&FX!但吸纳的 就 业 人 口 占FA&!X!
说明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 性 失 业 者 或 者 劳 动 生 产 率 不 高#第

二产业的产值比重 占W<&<X!而 就 业 人 口 只 有<!&EX左 右!
说明其资本密集的特点!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强#第三产业的

产值比重占到@@&FX!就 业 人 口 为<A&@X!也 说 明 其 并 未 完

全发挥就业创造的作用"下面 我 们 用$结 构 偏 离 度%&产 业 产

值增加值比重’产业就业比重I!(来 说 明 我 国 就 业 结 构 与 产

业结构的偏差"
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该 产 业 的 产 业 结 构 与 就 业 结 构 在

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这 也 意 味 着)当 结 构 偏 离 度 越 接 近 于

零!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就越合理"当结构偏离度零!该
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 力!使 产 业 的 发 展 与 就 业 吸 纳 能 力

保持一致"当结构偏离度 小 于 零!意 味 着 该 产 业 已 存 在 着 大

量的隐性失业者!应该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流出!转移到其他

部门"我国产业结构与 就 业 结 构 的 偏 离 度 及 其 历 史 趋 势 图!
如表@所示)

表@!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

结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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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 I=&F= !&C< <&!F !A"A I=&WW !&EA =&"=
!AW@ I=&FW !&A< <&F< !AC= I=&WE !&EE =&E@
!AWF I=&FW !&CE <&WC !AC! I=&W@ !&WF =&E=
!AWW I=&FF !&CF <&W@ !AC< I=&W! !&FW =&E!
!AWE I=&FE !&WC <&@! !AC@ I=&W! !&@A =&WC
!AW" I=&W= <&@F <&=F !ACF I=&W= !&!C =&W@
!AWC I=&F! =&F= =&CC !ACW I=&WF !&=" =&"=
!AWA I=&W" !&=C =&"E !ACE I=&WE !&=! =&EC
!AE= I=&EF !&C@ =&"@ !AC" I=&WW =&AC =&EW
!AE! I=&W@ !&A= !&EA !ACC I=&W" =&A" =&EW
!AE< I=&W< @&=! !&A= !ACA I=&WC =&AA =&"W
!AE@ I=&W! @&F= !&E@ !AA= I=&WW =&AF =&EA
!AEF I=&W@ @&W@ !&WA !AA! I=&WA =&A" =&""
!AEW I=&W@ @&<@ !&EW !AA< I=&E@ !&=< =&"@
!AEE I=&WF @&F< !&FE !AA@ I=&EW !&!< =&WF
!AE" I=&W! @&== !&E! !AAF I=&E@ !&!! =&@A
!AEC I=&FC <&E" !&"= !AAW I=&E! !&!< =&<F
!AEA I=&W@ <&AE !&"A !AAE I=&E= !&!! =&!E
!A"= I=&WE @&=! !&EF !AA" I=&E< !&!! =&!"
!A"! I=&W" <&C= !&WE !AAC I=&E@ !&=" =&<@
!A"< I=&WC <&EW !&WE !AAA I=&EW !&!W =&<@
!A"@ I=&WC <&WE !&W@ <=== I=&EC !&<@ =&<!
!A"F I=&W" <&FF !&FE <==! I=&EC !&<W =&<@
!A"W I=&WC <&FF !&<C <==< I=&EA !&@E =&<=
!A"E I=&W" <&<= !&!W <==@ I=&"! !&F< =&!F
!A"" I=&E= <&<@ !&!@ <==F I=&EC !&@W =&=F
!A"C I=&E= !&"A =&AF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AFA!!AAA$%&"中国统计年鉴<==W%&"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AFA!!AAA$%&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网站!*88S!’’TTT&48L84&,$6&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AAE!<==<)%

!!从表@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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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年 偏 离

度已经为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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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F年 间 下 降 了@E&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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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越 来 越 远!到<==@年 达 到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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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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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世 纪"A年

代末至A=年代初!偏离度不断下降!说明该产业各部门正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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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从其他部门转 移 出 来 的 劳 动 力!第 三"从!AA!年 开 始"
其偏离度又开始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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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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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靠拢"!AW<年其 偏 离

度为<&!F"!A"C年是=&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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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年为=&=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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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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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结构与国际比较的巨大差距

当今我国尚处于工业 化 的 中 后 期 阶 段"按 照 发 展 经 济 学

的观点"随着经济的增长"就 业 结 构 也 随 之 发 生 变 化"其 具 体

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 比 重 在 整 个 就 业 人 口 中 的 比 重 不

断降低&第二产业的就业 人 口 比 重 由 小 到 大"转 而 稳 中 有 降&
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 直 线 上 升"以 至 成 为 就 业 人 数 最 多

的产业!这种趋势的最突出表现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整个

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国情"使我们在运用发展

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时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的最明显标志

就是产业就业结构与国际比较的巨大差距"如表F所示"<==F
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EX"而早在!A"C年时美

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就达到了EF&FX"日本为W@&@X"在
这一点上中国的产业就业结构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
年以上!与新兴市场国家韩国相比"韩国在!AA=年第三产业

就业人口 比 重 为FE&"X"远 高 于 中 国<==F年 的@=&EX!中

国与之相比"也至少落后于韩国!W!<=年!这从侧面说明了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表F!中国就业结构与部分国家的比较"X#

国 家

年份 !A"C !AA= !AAC <==! <==F
K KK KKK K KK KKK K KK KKK K KK KKK K KK KKK

中国 "=&W !"&@ !<&< E=&! <!&F !C&W FA&C <@&W <E&" W=&= <<&@ <"&" FE&A <<&W @=&E
美国 @&W @<&! EF&F <&A <E&F "=&" <&" <@&A "@&F <&F <<&F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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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母K$KK$KKK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上表资料来源!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AFA!!AAA#’"上$

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AAA年!=月第!版(第"A<页表!<!F%&国际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F’

!!三&对中国就业结构转 型 滞 后 于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的 数 学 分

析!!!基于GYZ增长率与第 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口 比 重 变 化 率 的

统计证实

当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第三产

业就业人口已经成为整个 就 业 人 口 的 主 体"体 现 了 这 些 国 家

经济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状态!我们把图!和图@进行对比

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GYZ的增长率曲线呈现波浪式 前

进状"但整个第三产业就业曲线而是呈平缓变化态势"并未跟

随GYZ增长率曲线而波浪式前进"波动很小且非常缓慢!现

根据本人经过加工整理的历年#!AW<!<==F"共计W@年$统计

数据#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AFA!!AAA$()’中国统计年

鉴<==W()’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AFA!!AAA$()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88S%**TTT&48L84&,$6&1+*&’中 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AAE!<==<$($"对GYZ增长率

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变 化 率 的 回 归 分 析 和 相 关 性 检 验"
以期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元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分析

设8)9分别表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且8表示GYZ的增长

率"9表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化率"!AW<!<==F年的统

计数据为其观察值#因!AW<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

率未得"故省去了!AW<年 的 数 据$!则 根 据 最 小 二 乘 法 一 元

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直线方程为%9itLt>8"其中tL"t>是参数L"

>的最小二乘估计值"t>i
’
W<

.i!8.9.

’
W<

.i!8
<
.

"tLi*9It>+8"*9i
!
W<’

W<

.i!9.
"+8i

!
W<

’
W<

.i!8.
!经计算得%’

W<

.i!8.9.i<!@<?WC
"’
W<

.i!8
<
."*9i<?A"+8i"?A&代

入上述公 式 得%t>i=?@F"tLi=?<"于 是 所 得 的 拟 合 直 线 为%9
i=?<p=?@F8!

对计算结果的说 明%在 上 述 关 系 式 中"由 于8表 示 GYZ
的增长率"9表示第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口 比 重 的 变 化 率"自 变 量8
的系数决定了变量8影 响9程 度#即8每 变 动 一 个 百 分 点 所

引起的的变动量%Q9
Q8
i=?@F$的 大 小"故 GYZ的 增 长 率 对 第

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化率影响系数为=&@F"显然影响程度

较小"从而不难理解中国GYZ的增长率曲线呈现波浪式前进

状"但整 个 第 三 产 业 就 业 曲 线 呈 平 缓 变 化 态 势"并 未 跟 随

GYZ增长率曲线而波浪式前进"波动很小且非常缓慢这一统

计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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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9的相关性检验

相关系数在 统 计 学 中 是 表 征 变 量 之 间 联 系 的 一 个 重 要

的数字特征!随机变量8与9的相关系数:有如下性质"#!$

,:,-!%#<$,:,i!的充分必要条 件 是&8与9以 概 率!存 在

线性相关&即存在常数L#L)=$&>使"Z’9iL8p>(i!
下面我们求出8与9的相关系数:8&9&以揭示其联系的密

切程度!由相关系数公式得"

:8&9i
1$6#8&9$
Y.8 Y.9

i c#89$Ic8c9
c8
<I#c8$. < c9

<I#c9$. <

经计算"c8i"&A&c9i<&A&c8
<i!!A&ACWE&

c9
<i!!@&"!E"&c#89$iW@&AFAF&c8c9i<<&A!&

#c8$
<iE<&F!&#c9$

<iC&F!
代入公式得":8&9i=&F=
由于8与9的相关系数:8&9i=&F=&从计算结果我们可以

看出&8与9的相关性很小&这为中国就业结 构 转 型 滞 后 于 经

济增长速度提供了一个很 好 的 注 释&也 为 我 们 评 价 社 会 现 实

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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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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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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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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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结

构&都呈现出某种二元特 征"传 统 农 业 与 现 代 工 业 并 存%落 后

农村与发达城市并存!所 不 同 的 是&多 数 国 家 都 没 有 人 为 地

阻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政策&伴随工业化发展的&是
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 现 代 工 业 部 门 转 移&人 口 从 农 村 向

城市的集聚&从而形成 人 口 的 大 规 模 城 市 化!而 中 国 在 建 国

以后&实行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把
这种二元结构制度化)凝 固 化 了!严 格 地 限 制 人 口 流 动 和 迁

移&主要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迟滞了城市化进

程&因而影响了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第二产业呈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落后这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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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投入到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由技术构成

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 变 化 的 资 本 价 值 构 成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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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就业就业结

构低下的重要原因!在GYZ产值构成中&<==F年第二产业产

值占W<&AX&第三产业为@!&AX&反而低于!AE=年@<&!X的

水平!说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的缓慢&严重制约了中国就

业结构的改 善!一 般 来 说&第 三 产 业 是 吸 纳 劳 动 力 最 多 的 部

门!<===年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平均为EC&<X!
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为FA&WX&印尼为@C&AX&泰国为@<&
<X&而我国还不 到@=X!近 几 年 来&我 国 进 入 了 以 重 工 业 化

为特征的工业化加速发展期&第二产业的比重还会上升&而吸

纳劳动力最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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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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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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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年

工业化前&农村人口占C<X&城市人口占!CX&也是一个典型

的农业社会!但!E年后的!AF=年&城市人口增加!&F倍&比

重上升为@@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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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X!!AE=年苏联城市人口就超

过农村&!ACW年达到EW&EX!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到二十世纪

C=年代&苏联新 建 城 市!<EE个&大 约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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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国家人 口 增 长 率 比 中 国 低&有 些 国 家 尽 管 实

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仍 然 出 现 人 口 出 生 率 下 降 的 趋 势!工 业

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AC=年苏

联甚至出现劳动力严重短 缺 的 局 面&这 为 农 业 劳 动 力 大 规 模

转移提供了极为有利 的 机 会!所 以&苏 联 和 东 欧 国 家 大 都 没

有实行中国式的严格的户 籍 管 制 政 策&给 予 农 村 人 口 自 发 流

动和迁移以相当自由!苏 联 对 什 么 都 管 制 得 很 死&就 是 对 人

口流动和劳动就业不 加 管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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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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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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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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马克思所说的!要改变不公平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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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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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的GYZ总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考虑到就业结构水

平低下在内的经济质量不 高 的 现 实!使 我 们 必 须 时 时 心 怀 一

种忧患!不能 盲 目 乐 观"就 业 结 构 水 平 不 高!影 响 着 中 国 在

<!世纪发展的未来前景和社会和谐!关系着能否在本世纪实

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所期待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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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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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吸纳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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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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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等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使之分享城市建设的成果"

<&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因此按照世界

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考虑到

第二产业产值偏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实际!在保证第二产

业投资绝对数额不减少的 前 提 下!使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比 重 适 当

有所下降!而其内部投资结构则应进行调整和改善!着重提高

第二产业的科技含量!加 快 设 备%工 艺 更 新!走 以 内 涵 扩 大 再

生产为主的 道 路"与 此 同 时!应 充 分 注 重 第 一%三 产 业 的 投

资!适当提高他们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加快农业现

代化和第三产业的步伐和进程"

@&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在迁移"就业"公共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等方面平等享有的权利

中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系

列社会经济因素共同 作 用 的 结 果!更 是 特 定 制 度 的 产 物"改

革开放<=年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户

籍制度的限制不得不在新的形势下有所松动"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义在于恢复人们迁徙 自 由 的 权 利!为 进 城 打 工 的 农 民 争

取平等的市民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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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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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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