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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被正式纳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范围始于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该模型第一次

提出了经济增长要适度的问题。 索罗和斯旺提出的

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劳动和资本之间

存在函数关系， 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

长。 著名的奥肯定律对适度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做出了经验性的定量表述①， 认为如果想让失业率

下降，实际 GDP 的增长必须快于潜在 GDP 的增长，
低速增长仍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1]以刘易斯、托

达罗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

在的二元经济（Dual Economy）结构出发，把经济增

长过程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起

来研究，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

索。 总之，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对就业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的研

究文献颇多，但系统地研究促进就业的适度经济增

长的文献却甚少，更多的学者侧重于从人口资源结

构、产业发展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普遍认

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

呈现逐渐降低趋势。

* 收稿日期：2008-12-29
作者简介：苟文峰（1972— ），男，四川阆中人，经济学硕士，现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室副

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6439.2009.02.012

基于就业的经济适度增长探讨

苟文峰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室，重庆 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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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不一致。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以适度的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的稳定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变化特征，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 9.6%，有效促进就业增长的经济适度增长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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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iving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n employment is obvious but employment growth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are not the sa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by the subprime mortgage, suitable economic growth to real-
ize employment is very importa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cycl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puts for-
ward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to 9.6%,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range which is most efficient to boost employment growth
is from 8.2%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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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经济学家奥肯通过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经验测定，提出“相对于潜在 GDP，GDP 每下降 2 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会

上升 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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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 增长率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城乡就业人数 ／ 万人 城乡就业增长率 ／% 就业弹性

1991 9.2 2.3 65 491 1.15 0.125
1992 14.2 2.3 66 152 1.01 0.071
1993 13.5 2.6 66 808 0.99 0.074
1994 12.6 2.8 67 455 0.97 0.077
1995 10.5 2.9 68 065 0.90 0.086
1996 9.6 3.0 68 950 1.30 0.135
1997 8.8 3.1 69 820 1.26 0.143
1998 7.8 3.1 70 637 1.17 0.150
1999 7.1 3.1 71 394 1.07 0.151
2000 8.6 4.1 72 085 0.97 0.121
2001 7.5 3.6 73 025 1.30 0.174
2002 8.0 4.0 73 740 0.98 0.122
2003 10.6 4.3 74 432 0.94 0.103
2004 10.1 4.2 75 200 1.03 0.102
2005 10.4 4.2 75 825 0.83 0.080
2006 11.1 4.1 76 400 0.76 0.068
2007 11.4 4.0 76 990 0.77 0.068

国内学者关于适度经济增长的研究， 主要是围

绕“经济是否过热”这个话题对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

长率的关系进行讨论。 多数学者赞同潜在增长率是

指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 也即经

济增长的极限或可持续的增长率， 适度增长是一个

区间概念。 在 1986、1988、1993 和 2004 年曾经四次

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2007 年年初国家正式明确提

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的宏观调控政策。
王积业（1990）、袁毅军（1991）等学者认为，适度增长

率首先应是增长率波动周期较长、波动幅度较小，能

够保证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 实现产业结构动态协

调的增长率。 [2][3]多数学者，如解三明、沈利生（1999）
等认为，考虑到资源约束和价格稳定因素，中国潜在

经济增长率为 9%左右，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

际增长率，并认为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4]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 题组（2000）用 1979—1999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 求得对应于零通货膨胀时中国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 9.1%。 谢国忠（2001）认为，中

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本和外汇储备，如果资本分配

效率进一步改善，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在

10%以上（摘自摩根斯坦利来州区董事谢国忠在世界

经济论坛第十届东亚经济峰会上的讲话）， 这是目前

我们所见到的最高的估计值。 江小娟（2003）认为，从

供给层面看， 经济增长加速已不存在明显的制约因

素，中国经济增长正向潜在增长率逼近，[5]但却没给出

具体的数值。 袁富华（2006）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

的适度区间为(7.4%，9%)。 [6]总体看来，国内学者给出

的潜在增长率在 8%~10%之间。
可见，很少有学者从促进就业的角度来研究我

国经济的适度增长问题。 本文将从经济增长与就业

关系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当前我国的适度经济增

长问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通常用就业 弹性来衡

量，即当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时，每一单

位的经济增长就会引起就业增长率的变化。 决定就

业弹性的因素相当复杂，除了受经济自身的发展规

律制约以外，还与一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取向以及产

业结构相关。 就业弹性越大，单位经济增长带动就

业增长的水平就越高，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

用就越明显；当就业弹性水平较低时，单位经济增

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水平就低，即使经济保持高速增

长，也不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此时依靠经济增

长解决就业不会产生明显效果。 本文采用弹性定义

差分法来测算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

经济转型加速期的年度经济增长就业弹性。 在表 1
中列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登记失业率、就业增长

率、就业弹性数据。

表 1 1991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情况

注：（1）GDP 增速、城镇登记失业率、就业人数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7》，其他数据由笔者测算得出；

（2）就业弹性 = 就业增长率/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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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在 1997—2002 年 GDP 增长相对较

缓期间，就业增长或就业弹性相对较高；而 2003—
2007 年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

长。 2006 年开始，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

高峰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峰期、国有企业改革

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攻坚期的三期交汇阶段。 但经

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 劳动力需求难以大幅增

长，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大于求。 据专家测算，按

照当前经济增长及其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计算，劳动

力供大于求的缺口在 1 300 万人左右。 [7]此外，经济

增长的低就业弹性趋势还与我国近年来劳动力参

与率不断下降有关。 劳动力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

口占 16 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年龄结构、生

命周期、性别结构、人力资本状况、贫富状况均是影

响 劳 动 力 参 与 率 变 动 的 重 要 因 素 。 据 政 府 报 告，
1995—2003 年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我国劳动力参

与率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 [8]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无

疑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有利于就业压力的

缓解，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
更早到来。 如果大量的劳动力退出市场，将是对目

前人口红利的一种浪费，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

速度低于潜在的最优水平。 因此，适度经济增长对

就业至关重要。
三、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探讨

经济增长是治理失业的根本途径，但理论与实

践证明， 并不是任何经济增长都可以降低失业率。
由于许多现实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对目前究竟多

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以

及在现实条件下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多高的增长率

进行定量分析十分困难，但对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探

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适度经济增长率，一直是理论界长期讨论

的问题，在综合我国多数学者观点基础上，笔者对

适度经济增长的内涵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增长

率波动幅度较小且周期较长，能够保证社会总供求

大体平衡、实现产业结构动态协调和基本均衡的经

济增长率；（2）国民收入的积累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

的经济增长率；（3）能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和人民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的经济增长率；（4）能有效解决失业，
具有相对稳定的高就业弹性的经济增长率；（5）接

近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理论上讲， 适度经济增长率可以是一个点，
即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最优增长

率。 但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

素不断变化，经济增长率处于最优状态是极其偶然

的，总是高于或低于适度经济增长率。 因此，要确定

理论上的适度经济增长率十分困难。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为经济增长给定一个适度区间， 在该区间内，
经济增长大体上能够满足上述五个条件，这一区间

就是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只要经济增长率处在这一

年度区间 经济平均增长率 ／ % 就业增长率 ／ % 平均就业弹性 经济增长与就业特征

1991—1996 11.40 1.05 0.090 经济较高增长、低就业弹性

1997—2002 8.46 1.12 0.130 经济低增长、高就业弹性

2003—2007 10.93 0.86 0.078 经济高增长、较低就业弹性

从表 1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城乡总体就业增

长的拉动作用还是明显的，但我国就业增长率与经

济增长率变动趋势并不一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呈现上升趋势。 从就业弹性来

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总体呈现出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 1991—1995 年，
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向纵

深推进，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隐性失业集中爆

发，但当时再就业工程尚未大规模开展，由于我国

就业人口基数较高，新增就业、转移就业人数压力

大，因此就业弹性骤降，1992—1995 年甚至降到 0.1
以下。1996 年以后，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批工人

下岗失业， 但由于再就业工程和积极就业政策的实

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比例较高，因此，就业弹性

又开始回升到 0.1 以上。从 2002 年开始，就业弹性重

新 开 始 出 现 下 降 趋 势， 到 2007 年 就 业 弹 性 仅 为

0.068。 如果按照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认可的 9%的

潜在增长率来划分（低于 9%认为是低增长，反之视

为高增长）， 我国 19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

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 2）。

表 2 1991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三个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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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内，政府就无须对经济做过多干预。
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高速增长，主要靠

的是投资拉动、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自然

资源可供性的约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由此

带动的服务业的增长，有可能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速

度上吸纳新增劳动力供给，但“适度快速增长”仍然

不可忽视。 袁富华（2006）研究认为，即使不考虑其

他要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仅仅为吸纳新增劳动

力供给， 在今后 10 到 20 年的时间内每年就需要

8%左右的增长速 度，8.5%的增长速 度可以看作 中

国工业化过程的“适度快速增长”。 [6]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 变动来看

（见图 1）， 第一、 二、 三、 四轮周期峰值分别达到

11.7%、15.3%、11.5%、14.1%， 波峰均在 11%以上。
从 1998 年以来，持续长达近 10 年的第五轮长周期

是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

我国经济活力相对较强、 增长波动幅度较小的时

期。 但由于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已开

始出现衰退迹象。 这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 9.6%，该

轮周期最低增速为 7.8%（2000 年）、 峰值为 11.4%

（2007 年）。再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阶

段，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必然要求经

济的增长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

拖累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动力

减弱，经济下行风险加大。2008 年以来，东部沿海城

市大量外向型中小民营企业陆续破产倒闭，大量农

民工开始回流， 进一步加大了内地城市就业压力，
因此适度的经济增长也是社会稳定的必然需求。 危

机的发生客观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

了动力和契机，启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现实也要求

中国经济在今后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 结

合袁富华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经济适度增长必

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即周期长、波动幅度小，可取

第五轮长周期的平均增长水平 9.6%作为我国今后

一段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 同时，考虑到外需萎缩

的背景和国内资源的约束，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维

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故可取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

为 11%，围绕 9.6%的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波动，波幅

以 1.4 个百分点为宜。总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

国经济适度增长区间为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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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变动特征

苟文峰：基于就业的经济适度增长探讨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年份

GDP 增速/%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