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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 然而"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
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
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
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 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
般均衡'YP)T!.V_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
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
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
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

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
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 总体上看"扩
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
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
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
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YP)T!.V_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
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
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
就业歧视#

关键词$就业歧视$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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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业歧视是现实经济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并且由于其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被广泛关注!陆

铭等&"$1"#刘超等&"$"$"

*1;"+

( PDC687&8!"$1L"指出&就业歧视不仅影响个体就业和收入&从宏观层面
上看还可能改变一国的宏观经济表现*!+

( @KB+7等!"$13"的研究表明&就业歧视造成部分劳动力天赋被
浪费&降低了就业质量&进而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 @+,J等!"$13"和S&DG等!"$19"分析发现&葡萄牙
和美国劳动力市场显著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就业性别歧视不仅导致就业机会不平等&而且带来更大
的性别收入不平等*L;3+

( T'68Q和h+'DQ,7!"$"1"的研究也显示&就业歧视问题在美国显著存在&而且就业
歧视是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缓慢的重要原因*9+

( 王莹!"$13"指出&就业歧视违背社会公平的理念&

不利于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 刘超等!"$"$"认为&就业歧视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与就业
岗位的匹配程度&不仅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

( 张建华等
!"$"$"分析发现&就业歧视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负影响&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2+

( 显然&就业歧视
不仅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而且不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因此&研究就业歧视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
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其中&大量研究主要关
注就业歧视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如.lFK,IQ,等!"$$2")h+8I等!"$1L")孙婧芳!"$19"和
@&FBQ7等!"$"$"的研究均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就业歧视引致的收入差距*1$;1!+

( 不
过&这些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就业歧视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存在多种表现&比如部门歧视)年龄歧视)身份歧视等&这些不同种类的就业
歧视分别会对劳动者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1 部分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魏下海和余玲
铮!"$1"")陈利锋!"$"$"指出&造成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的原因在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
部门分割&由于部门分割导致进入正规部门存在多方面的歧视性条件&进而带来不同部门间劳动者的收
入差距*1:;1L+

( gH&8I!"$11"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就业年龄歧视&且人口老龄化
会加剧这种就业歧视现象&导致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13+

( *Q8I和gH+8I!"$$1")*+!"$1<"基于劳动力
市场不同产业部门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趋势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户籍歧视是引起中国城镇居
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19;1<+

( 一些研究则从微观!如劳动者个体特征"角度分析就业歧视形成的原因(

.lFK,IQ,!"$"1"研究表明&个体的技能)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在地区等特征与就业歧视密切相关&并且通
过就业歧视显著影响个体收入*12+

( 还有部分研究主要考察就业歧视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 孙婧芳
!"$19"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歧视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其进入公有
制单位仍面临较强的就业歧视*1"+

( 吴彬彬等!"$"$"的分析也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歧
视呈现显著的弱化趋势*"$+

( .lFK,IQ,等!"$12"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就业教育
背景歧视&不过近年来在沿海以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就业教育背景歧视逐渐弱化&技能水平成为企业雇
用劳动力的重要标准*"1+

(

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就业歧视现象&但表现出逐渐减
弱的趋势( 第二&无论是整体意义上的就业歧视&还是具体某个层面的就业歧视&都造成了中国城镇居
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显然&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其
他层面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宏观经济波动或者经济周期是其关注的主要领域&然
而&尽管就业歧视在各国劳动力市场显著存在&但现有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却较少关注就业歧视对
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包含两主体的新凯恩斯主义!Yf&PIQ8D)Qf

TQA8Q76+8&YP)T"动态随机一般均衡!.A8+F6NVD&NH+7D6N_Q8Q,+'EiK6'6B,6KF&.V_E"模型!以下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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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T;.V_E模型"&并引入就业歧视'企业认为雇用其中一种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雇用该
类型劳动力的数量低于无就业歧视情形下的最优雇用数量!即就业机会歧视或就业机会不平等"( 首先
设定货币政策当局执行标准泰勒规则&进而比较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
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为结论稳健性考虑&进一步基于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和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进
行比较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包含就业歧视的YP)T;.V_E模型#第三部分对包
含就业歧视的YP)T;.V_E模型中的结构性参数进行校准&进而分析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
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总结与启示(

二(模型与假设
本部分构建一个包含家庭)企业和货币政策当局的YP)T;.V_E模型( 模型经济中包含G和'两类

家庭&其中G类家庭占比为
+

( 两类家庭分别有两类家庭成员H和I&两类家庭中的成员H!即HG和
H'"具有相同的生产率&而两类家庭中的成员I!即IG和I'"则具有不同的生产率( 为简单起见&设定
IG的劳动生产率高于I'

!

( 企业雇用来自两类家庭的劳动力&但存在就业歧视'将所有类型为I的劳动
力看作完全相同&认为雇用I类劳动力可能产生额外的成本&比如更高昂的培训费用)培养成本等&导致
企业对I类劳动力的雇用意愿下降&最终使该类劳动力的雇用数量低于均衡数量(

1-家庭
G和'两类家庭的目标均为最大化如下终身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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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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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直观的例子'两类劳动力H和I的差异在于第一学历&比如前者第一学历为重点大学&而后者第一学历为
非重点大学( 在非重点大学学历就业群体中&依然有部分求职者!比如IG"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而另一些非重点大学
学历求职者!比如I'"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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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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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类中间产品的价格&那么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
润最大化的最优条件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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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或I"一视同仁&严格依据生产过程中所需劳动力投入进行雇用决策( 具体的&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生
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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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歧视时&企业依据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确定劳动力的工资( 换言之&如果边际生产力存在差
异&那么两类家庭中各类劳动力的雇用数量以及获得的工资均存在明显差异( 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总
生产成本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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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技术与总生产成本函数可知&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在无就业歧视环境
下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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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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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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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函数&且满足式!1$"和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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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歧视时&中间产品价格;

/1&

依据交错方式调整( 定义
(

*

为名义价格刚性&;

!

1&

为无就业歧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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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最优中间产品价格&那么;

/1&

满足如式!1""所示的动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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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优价格下中间产品生产者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因而决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调整价格的条件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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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1

/&

[

4&&

为价格保持在最优价格时中间产品的产出&+(

/&

[

4&&

为中间产品产量为1

/&

[

4&&

时中间
产品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最终产品价格;

1&

为如式!1:"所示的中间产品价格加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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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歧视时&经济中H类和I类劳动力的加权工资N

H

&

和N

I

&

分别如式!1L"!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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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程表明&无就业歧视情形下&来自家庭G和家庭'的H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同&I类劳动
力的加权工资为两类家庭相应劳动力工资的加权平均值(

:-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的企业行为
存在就业歧视时&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将G和'两类家庭的I类劳动力看作完全相同的劳动力群体&

并给以相同的工资&尽管实际上IG和I'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相同( 同时&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认为雇用I

类劳动力可能导致额外成本&尽管事实上这一成本可能并不存在( 参照@+e+'N+8D6和Y+eQ,Q7!"$13"的
研究*"!+

&设定企业认为雇用I类劳动力会产生的单位额外成本为常数
)

( 额外成本使中间产品生产企
业减少对I类劳动力的雇用数量&产生劳动力市场扭曲( 基于以上设定&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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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由式!9"缩减为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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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函数由式!<"缩减为式!1<"'

P(

/&

Z

N

H

&

;

&

M

H

/&

[

N

I

&

;

&

M

I

/&

[

)

M

I

/&

[

.

4

&

0

/&

!1<"

进而&存在就业歧视时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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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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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函数&且满足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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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类似&中间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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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依据交错方式调整(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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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就业歧视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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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价格下中间产品生产者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因而决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调整价格的条件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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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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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价格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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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间产品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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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间产品产量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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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中间产品
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 如式!":"所示&最终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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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业歧视时&经济中H类和I类劳动力的加权工资N

H

&

和N

I

&

分别如式!"L"!"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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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市场出清
经济中的总产出按照支出法进行核算&如式!"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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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出用于两类家庭的消费和投资&即经济中总消费(

&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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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存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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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各类消费)各
类投资以及各类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总和&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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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总就业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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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G和'两类家庭中各类劳动力就业的总和&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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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政策
定义

*

&

为依据环比法则计算的通胀&.)1和
*

分别为稳态利率)稳态产出和稳态通胀&那么货币政
策当局的行为满足泰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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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

)

/

*

均为泰勒规则参数&

0

&

为外生冲击( 为便于分析和比较&本文将式!!""作为基准
货币政策规则(

三(模型结构参数校准与动态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第二部分构建的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的YP)T;.V_E模型中的结构

性参数进行校准&然后比较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此基
础上&引入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和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进一步分析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效应产生的影响(

1-结构性参数的校准
G类家庭占比为

+

&不失一般性&本文将其取值设定为$(L( 依据陈利锋等!"$"1")邓贵川和谢丹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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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元等!"$"1"的研究*":;"3+

&劳动力替代弹性系数
-

)时间偏好参数
&

)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

)

物质资本折旧率
#

分别取值为1(3!)$(2L)$(3和$($:#依据\+eQ88+和h+'7H!"$"""的研究*"9+

&H和I

两类劳动力的替代率
.

取值为!(13#依据张建华等!"$"$")高文静和施新政!"$"1"估算的结果*2+*"<+

&生
产过程中H类劳动力的投入占比

!

G

和
!

'

分别校准为$(L和$(:#依据王凯风和吴超林!"$"1"的研
究*"2+

&产品替代弹性
%

*

)名义价格刚性
(

*

分别校准为"(1L和$(9L#依据王凯风和吴超林!"$"1")陈利
锋等!"$"""的研究*"2;!$+

&货币政策参数
/

)>

:

)>

*

分别校准为$(<)$("L和1(L(

表1#参数校准
+ - & ! # .

!

G

!

'

%

*

(

*

/

>

:

>

*

$(L 1(3! $(2L $(3 $($: !(13 $(L $(: "(1L $(9L $(< $("L 1(L

反映就业歧视的额外单位固定成本
)

是在存在就业歧视时企业认为雇用I类劳动力存在的超额成
本&只要

)

取值大于$就存在就业歧视(

)

取值不同&虽然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数
值上的差异&但分析结论不会有根本上的不同( 因此&本文将

)

取值为$(1(

"-模型动态分析
基于校准的参数进行模型分析&图1分别给出了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扩张性货

币政策冲击!1个单位标准差"的脉冲响应( 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引起
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增加&同时引起物质资本租金率和物价水平上升!通胀"&表明扩
张性货币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符合直觉&也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_+'p&"$""#\+eQ88+QD+'&

"$""#陈利锋等&"$"1#P8J,+JQQD+'&"$"1"

*""+*"9+*!$+*!1+

(

比较图1中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发现&就业歧视
显著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具体表现为'!1"尽管两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均引起产
出)消费)投资)就业和物质资本租金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增加&但比较而言&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增加
的幅度较小( !""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更
大&即物价水平上升!通胀"的幅度较大(

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就业歧视阻碍了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冲
击发生后&货币政策当局实际执行的利率下降&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以较大
幅度增加!经济中总就业量较大幅度增加"( 在无就业歧视情形下&企业依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最优
劳动力投入组合&各种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均相应增加&劳动者获得的实际工资上升&推动家庭收入上升&

进而推动家庭消费水平上升( 与此同时&尽管扩张性货币政策会推动物价上涨&但企业生产规模扩张引
起的总供给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物价上涨( 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不同&就业歧视的存在使企业默
认雇用I类劳动力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在依据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最优生产要素投入决策时&中间产
品生产企业雇用的I类劳动力数量小于无就业歧视情形下的数量&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后&经
济中总就业增加的幅度小于无就业歧视情形( 对应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幅度也较小&同时&企业
较小的劳动力投入增长导致总产出!也即经济中的总供给"增长幅度较小&进而对整体物价水平上升!通
胀"的抑制作用也相对较小( 因此&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投
资)产出)就业)消费等增长较小&而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通胀"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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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

!-二阶矩分析
借鉴_+'p!"$"""的处理方法*""+

&本文分别采用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和标准差表示其持
续性和波动性&进而考察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之后宏观经
济变量的持续性和波动性特征&结果见表"( 可以发现&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后'与无就业歧视情
形相比&在存在就业歧视的情形下&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较低&而通胀的持续性较高&意味着就业歧视降
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并提高了通胀惯性#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相比&在存
在就业歧视的情形下&产出)就业和通胀均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意味着就业歧视提高了扩张性货币政策
带来的产出)就业和通胀波动( 因此&无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产出)就业还是通胀&就业歧视均降低了扩
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

表"#不同情形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持续性与波动性

就业环境 持续性 波动性
产出 就业 通胀 产出 就业 通胀

无就业歧视 $(9L! $(321 $(3!! $(1!9 $(1:2 $(13!

存在就业歧视 $(312 $(L"< $(<19 $(1<1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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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其他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
上文的基准货币政策规则为标准泰勒规则&如果货币政策当局采用的货币政策规则与式!!""不同&

就业歧视又将对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产生何种影响1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盯住
对象&使货币政策直接依据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进行调整&那么就业歧视将如何影响这一货币政策的效
果1 为便于分析&借鉴_+'p!"$"""的研究*""+

&本文将这一货币政策规则称为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 定义
M表示稳态总就业&那么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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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参数
/

"

反映货币政策当局对就业的反应程度( 依据陈利锋等!"$"1"以及_+'p!"$"""的
研究*""+*":+

&

/

"

的取值校准为$(!L( 已有研究均表明&这一货币政策规则对就业的促进显著优于标准泰
勒规则!@H,67D6+8&QD+'&"$13#\+eQ88+QD+'&"$""#_+'p&"$"""

*""+*"9+*!"+

(

在"$"$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美联储将着手构建以平均通胀为盯住目
标的货币政策&这种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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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G

&

表示任意时期&的平均通胀&

*

G为
*

G

&

的稳态值!即稳态平均通胀"( 与陈利锋和张
凯鑫!"$"""相同*!!+

&平均通胀
*

G

&

为各期通胀的加权平均值( 具体的&其满足如下递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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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L"中&参数
+

反映货币政策当局对当期通胀的重视程度( 如果央行以平均通胀为盯住目标&

那么当期通胀的权重
+

取值相对较小( 为便于分析&不妨将其取值校准为$(!&这一取值意味着央行更
加关注的是平均通胀(

图"描绘了当货币政策当局分别以式!!!"和式!!:"作为货币政策行为方程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
!1个单位标准差"产生的影响( 显然&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还是盯住平均通胀
型货币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引起产出)消费)投资)就业和物质资本租金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增加
以及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通胀"&这一发现与_+'p!"$"""以及陈利锋和张凯鑫!"$"""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

&且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产生这些宏观经济效应( 不过图"显示&无论
货币政策当局执行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还是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当存在就业歧视时扩张性货币
政策对产出)就业)消费)投资)资本租金率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均小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而对
物价水平的影响则相反&就业歧视会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更大幅度的通胀(

进一步比较就业扩展性泰勒规则与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发现&无论是否
存在就业歧视&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带来的产出增长和通胀幅度均较大&而就业扩展性泰勒规则带
来的就业和消费增长幅度较大(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当局提高
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并放松了政策盯住的通胀目标&进而刺激投资更大幅度增加&投资更大幅度增加引起
物质资本租金率更大幅度上升&最终推动更大幅度的产出增长和通胀( 而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扩
张性货币政策尽管对产出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但会引起就业和消费更大幅度的增加&同时通胀幅度较
小( 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会引起更大幅度通胀&降低了家庭实际消费能力&因而这一货币政策机制
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相对较小(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采用就业扩展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直
接作用于就业&带来经济中就业的更大幅度增加&就业更大幅度增加又将带来家庭收入更大幅度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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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消费也随之更大幅度增加( 由于消费与社会福利水平密切相关&因而从增加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就
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优于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

图"#不同情形下不同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

综合图1与图"可以发现'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就业扩展型货币政策将是较优的
选择#虽然这一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会因就业歧视的存在而被弱化&但其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显著
大于标准泰勒规则和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促进产出增加!经济增长"为目
标&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的效果则相对较好#尽管这一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会因就业歧视的存
在而受到抑制&但是其对产出的积极影响显著大于标准泰勒规则和就业扩展型货币政策(

表!对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发生之后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持
续性和波动性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就业拓展型泰勒规则和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均表现出与标准
泰勒规则相同的效应趋势'!1"从宏观经济变量的持续性来看&相比无就业歧视的情形&就业歧视的存在
会导致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降低&而通胀的持续性则上升#!""从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来看&相比无就
业歧视的情形&就业歧视的存在会导致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增大( 因此&无论是实施标准泰勒规
则&还是实施就业拓展型泰勒规则和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就业歧视都会降低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
下宏观经济变量的持续性&并增强通胀惯性&同时导致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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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货币政策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持续性与波动性

就业环境
持续性 波动性

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
产出就业通胀 产出 就业 通胀 产出就业通胀 产出 就业 通胀

无就业歧视 $(91" $(<19 $(L29 $(<"! $(3L9 $(9"2 $(1"L $(1:: $(11< $(133 $(1LL $(193

存在就业歧视$(3$: $(92L $(913 $(9!$ $(L$L $(<33 $(191 $(1L2 $("$" $("$2 $("!" $("L<

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变量的持续性可以直接反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结合表"和表!可以发
现'!1"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冲击下的就业持续性最高而波动性最小( 因此&如
果货币政策以促进就业为目标&采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
视&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冲击下的产出持续性最高( 因此&如果货币政策以促进产出增加!经济增
长"为目标&采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但也应注意&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
也会带来较大的通胀和产出波动&需要加以适当防范( !!"从无就业歧视情形与存在就业歧视情形的比
较来看&在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产出持续性分别相差
$(1!:)$(1$<)$($2!个单位&就业持续性分别相差$(13!)$($"")$(1L"个单位&通胀持续性分别相差
$(1<:)$(112)$(1!9个单位&产出波动性分别相差$($::)$($:3)$($:!个单位&就业波动性分别相差
$($L2)$($1:)$(99个单位( 通胀波动性分别相差$($:3)$($<:)$($<"个单位( 可见&在不同的货币政
策下&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性&总体上看&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就业
效应的负面影响在施行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时最小&而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负面影响在施行就业扩
展型泰勒规则时最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YP)T;.V_E模型分析无就业歧视与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效应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显示&就业歧视显著改变了货
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相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
对产出)消费)投资)物质资本租金率和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积极影响&并引起更大幅度的整体物价水
平上升!通胀"( !""二阶矩分析结果表明&就业歧视也显著影响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后宏观经济变量
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具体表现为'与无就业歧视情形相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

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增强通胀惯性"&并增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无论货
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就业
歧视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都具有相似的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总体上看&扩张
性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对其就业促进效应的负面影响
最小&因而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是其较优选择#扩张性货币政策
的产出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对其产出促进效应的负面影响最小&因
而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促进产出增加!经济增长"为目标&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则是其较优选择(

尽管部分研究对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批评!W6''6QD+'&"$"$#P8J,+JQQD+'&"$"1#W6''6QD

+'&"$"""

*!1+*!:+*!L+

&因为这一政策会导致通胀上升&但依据本文研究结论&当劳动力市场显著存在就业歧
视时&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并非完全不可取( 现有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

就业歧视显著存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减轻和消除就业歧视对于发挥货币政策的
积极宏观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发布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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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有利于加快减轻和消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就业歧视&进而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
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过程中&不但要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且企业也要
摒弃劳动力偏见&切实基于各种劳动力自身实际的技能和素质进行用工决策( 不过&各国政策实践表
明&完全消除就业歧视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张霞&"$"$#林文军&"$"1"

*!3;!9+

( 因此&在货币政策实践中需
要依据宏观经济条件并结合存在就业歧视的现实进行科学决策&具体的政策操作取决于货币政策当局
的宏观经济目标!就业或者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通过将就业歧视引入YP)T;.V_E模型分析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也
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深化之处'!1"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具有多种形式&比如性别歧视)户籍歧
视)教育背景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等!THQ,+&"$13#郑妍妍等&"$"$"

*!<;!2+

&因此&未来可进一步对多种形式
的就业歧视进行量化处理并引入动态宏观经济模型中&进而更加全面细致地分析就业歧视带来的影响(

!""现实经济中个体之间在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身体状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更加科学合理的建模
方式是构建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主义!SQDQ,&IQ8Q&K7PIQ8D)QfTQA8Q76+8&SP)T"模型( 已有研究发现
SP)T模型得到的结论比传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更加可靠!PKN'Q,DQD+'& "$"$#.QB&,D&'6QD+'&

"$"""

*:$;:1+

( 因此&可进一步将就业歧视引入SP)T模型中进行分析( !!"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仅比较
了存在就业歧视与无就业歧视两种情形&而在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更为科学的
做法是分析和比较不同程度就业歧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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