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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测算重庆分行业的就业弹性，认为重庆存在着无就业增长现象，通过对此现象的分析提出

了具体的对策，以促进重庆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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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增长”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经济”难题出现以来，经济学界面临的又一大困惑，其涵义是一

种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它是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呈现下降趋势，或者说单位 GDP 增长对就业

的拉动作用逐渐变小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重庆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带动

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着振兴西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任，它

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好坏对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重庆在全国总体

战略布局中的特殊地位和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加之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考察重庆是否存在“无

就业增长”现象，对于促进重庆经济良性发展、构建和谐重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重庆总体“无就业增长”现状分析

表 1 是重庆 1998—2008 年城镇 GDP 就业弹性值表。
表 1 重庆城镇 GDP 就业弹性值表

年份 GDP( 亿元)
第一产业

增加值( 亿元)

乡企非农

增加值( 亿元)

城镇 GDP
( 亿元)

城镇 GDP
增长率

城镇就业

增长率

城镇 GDP
就业弹性

1998 1 373． 20 279． 82 152． 41 940． 98 0． 071 2 0． 044 4 0． 623 9
1999 1 477． 57 280． 94 185． 76 1 010． 87 0． 074 3 0． 026 1 0． 351 2
2000 1 603． 16 284． 87 231． 80 1 086． 49 0． 074 8 0． 057 0 0． 762 5
2001 1 747． 44 291． 14 269． 24 1 187． 07 0． 092 6 0． 041 7 0． 450 0
2002 1 927． 43 303． 36 321． 65 1 302． 41 0． 097 2 0． 014 7 0． 150 9
2003 2 149． 09 316． 71 406． 65 1 425． 72 0． 094 7 0． 019 2 0． 202 6
2004 2 411． 27 331． 92 524． 48 1 554． 88 0． 090 6 0． 023 2 0． 256 0
2005 2 688． 57 346． 85 659． 75 1 681． 97 0． 081 7 0． 027 0 0． 330 2
2006 3 016． 58 327． 77 787． 46 1 901． 34 0． 130 4 0． 022 1 0． 169 6
2007 3 487． 16 358． 91 927． 65 2 200． 60 0． 157 4 0． 046 8 0． 297 2
2008 3 985． 83 383． 32 1 120． 17 2 482． 34 0． 128 0 0． 037 8 0． 295 3

资料来源: 1999—2010 年重庆统计年鉴

注: 表中历年数据均以 2000 年的价格水平作为基础，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增加值用乡镇企业增加值近似替代。



图 1 1998—2008 年重庆城镇 GDP 就业弹性不规则变化图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重庆城镇 GDP 就业弹性的变化，以计算出的弹性值绘制重庆城镇 GDP 就业弹性变

化趋势折线图( 图 1) 。
从图 1 可以看出，重庆 1998—2008 年的城镇 GDP 就业弹性清晰的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1998—2001 年的

弹性值较大，均在 0． 3 以上，在图中表现出折线波动幅度较大; 2002—2008 年的弹性值相对来说较小，几乎

均在 0． 3 以下( 2005 年为 0． 330 2 除外) 。由此可见，2002 年以来重庆城镇 GDP 就业弹性值偏小，说明单位

GDP 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是下降的，因此可以判定重庆总体上存在“无就业增长”现象。
考虑到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对产出增长变化的敏感度，因此引入对数线性模型，它是一个经常用于

测量变量弹性的模型，其实质是一个非线性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L = λGDPε ( 1)

这里 L 和 GDP，分别表示劳动就业量和生产总值，λ 为常数，ε 则是需要的就业弹性系数。为了方便求

解，对式( 1) 式两边取对数，则可以化为:

lnL = lnλ + εlnGDP ( 2)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模型:

lnL = lnλ + εlnGDP + ξ ( 3)

这里 ξ 为误差。模型( 3) 不仅考虑了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就业率的影响，而且其他因素的影响量也作为

常数因子和随机误差考虑在内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以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如表 2 所示)

重新再测算一次就业弹性。
表 2 重庆市生产总值和就业总数

年份 本市生产总值( 亿元) 年末就业总数( 万人) 年份 本市生产总值( 亿元) 年末就业总数( 万人)

1986 170． 34 1 469． 13 1998 1 440． 56 1 710． 97
1987 190． 35 1 507． 33 1999 1 491． 99 1 699． 06
1988 240． 05 1 512． 49 2000 1 603． 16 1 690． 00
1989 278． 47 1 540． 03 2001 1 765． 68 1 680． 38
1990 299． 82 1 569． 34 2002 1 990． 01 1 654． 51
1991 341． 55 1 620． 67 2003 2 272． 82 1 634． 77
1992 420． 18 1 662． 58 2004 2 692． 81 1 623． 85
1993 553． 05 1 658． 95 2005 3 070． 49 1 611． 57
1994 755． 96 1 729． 55 2006 3 452． 14 1 605． 45
1995 1 016． 25 1 709． 26 2007 4 122． 51 1 620． 86
1996 1 187． 47 1 719． 43 2008 5 096． 66 1 646． 44
1997 1 360． 24 1 715． 40 2009 6 528． 72 1 66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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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Views 5 和模型( 3) ，很容易得出就业弹性系数的估计值，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重庆市 1986—2009 年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统计量 p 值 R2
调整的 R2

lnλ

ε

7． 240 008

0． 022 747

0． 052 026

0． 007 360

139． 162 6

3． 090 805

0． 000 0

0． 005 3
0． 302 762 0． 271 070

从表 3 知道，回归分析的模型结果可以表示为:

lnL = 7． 240 008 + 0． 0227 47lnGDP
并且由 p 值都小于 0． 05 知道，模型的两个系数也都通过了检验，得出了经济增长率每提高 1% 带来的

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为 0． 023% ，这个数据不仅仅比欧美国家低，而且相对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因此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现阶段重庆市“无就业增长”现状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表 3 中 R2

和调整的 R2
都不大，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大，也即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

不佳。按照差分模型 ( 1 ) 计算的就业弹性系数明显呈几个阶段，1986—1995 年弹性系数为正数且较高，

1996—2004 年弹性系数呈负数，而 2005—2009 年弹性系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仍旧比较小。因此将表 2 中

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成几段分别来求就业弹性系数，得出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重庆市分阶段回归分析结果

年份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统计量 p 值 R2
调整的 R2

1986—2009

1986—1995

1996—2004

2005—2009

lnλ 7． 240 008 0． 0520 26 139． 162 6 0． 000 0

ε 0． 022 747 0． 007 360 3． 090 805 0． 005 3

lnλ 6． 826 707 0． 060 827 112． 232 3 0． 000 0

ε 0． 093 025 0． 010 275 9． 053 891 0． 000 0

lnλ 8． 020 760 0． 039 349 203． 834 0 0． 000 0

ε － 0． 07 9826 0． 00 5286 － 15． 100 17 0． 000 0

lnλ 6． 964 594 0． 065 573 106． 211 9 0． 000 0

ε 0． 051 652 0． 007 836 6． 591 923 0． 007 1

0． 302 762 0． 271 070

0． 911 084 0． 899 970

0． 970 215 0． 965 960

0． 935 419 0． 913 892

从表 4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成 4 个阶段之后，不仅 p 值很小，R2
和调整的 R2

都非常大，也就是说，分

成 4 个阶段之后的模型都通过了 t 检验和 F 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
分为 4 个阶段之后，分别计算的就业弹性也有很明显的区别。1986—1995 年就业弹性为0． 093 025，是

4 个阶段中最高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结合该阶段的就业弹性平均值 0． 3，显然降低

不少。可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期，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给就业率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的。1996—2004 年就业弹性为 － 0． 079 826，这个数字和差分弹性模型计算的基本一致，说明该阶段的经济

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反而降低了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同

时也要注意到，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确实给我国的就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2005—2009 年的就业弹性

为 0． 051 652，比之前一阶段稍有上升，但是还不足以认为经济增长给就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相反，这一数

字正好体现了重庆市现阶段“无就业增长”的事实。

2 重庆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

图 2 和图 3 分别显示了从 1985 年到 2009 年重庆市的三大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各产业中的就业量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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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量中比重的变化趋势。

图 2 重庆市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变动趋势比较

图 3 重庆市三大产业就业量比重变化趋势比较

从图 2 和图 3 中可以看到，在全市工业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第二产业逐步超过第一产业成为重庆市

的支柱产业，到 2009 年其增加值比重已超过 50% ( 图 2 ) ，但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近年来

在该产业尤其显著，其劳动力吸纳能力变得有限。因此，1985 年以来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在

纵向趋势上均呈稳步增长的同向变化，但三次产业横向比较则显示出目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最高，而

就业比重最低的状况( 图 3 ) 。第一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使其恰好呈现出与第二产业相反的特征。第

三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大力发展，增加值比重逐步超过第一产业并持续上升。产业结构的调整反应在

就业结构上显示出了二者纵向和横向的双重同向变动趋势，即纵向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

快速增长，横向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目前在三次产业比重中

均于中间位置。随着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第三产业不断吸纳第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成为

提供就业的主力。
第三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给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其一直发展较好，对于就业的带动也很明显。特别

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业开始有了较大的增长，1994 年达到了 21． 133 82%。就在进入 21 世纪，第

三产业略有下降甚至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前后，其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一直是上升的。在 2009 年达到了

34． 722 53%。此时，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 43． 963 74% 和21． 313 73%。虽说第一产业就业量

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其他产业比重的上升，但对起步较晚的第三产业来说，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就业量上并不

突出的表现，其吸收劳动量的能力不容置疑。

3 “无就业增长”与构建和谐重庆矛盾的解决对策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劳动市场的逐渐饱和，一个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的地区出现“无就业

增长”有其必然性，是就业由绝对量增长向有质增长转变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正确认识“无就业增长”出

现的必然性，并不代表放任“无就业增长”继续发展，而是应该根据其具体成因寻求解决对策。针对重庆“无

就业增长”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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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打破户籍壁垒，消除城乡等级差异。劳动力流动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证，其中户籍制度是最重要的

环节。目前，虽然劳动力已经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但户籍壁垒在某些行业或区域依然刚性存在。户籍壁

垒的存在或许为某区域或行业带来不少便利，但却不利于人才遴选，更有悖社会公平原则。由于户籍制度

的限制，许多外来工不能享受到本地户籍人员应有的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成本高，其在城镇

获得收入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很大程度被抵消，这种抵消成本包括城镇相对昂贵的房租费、子女教育费、生
活费用、办理各种手续费用、寻找工作成本等，大大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 2) 发展就业效果明显的产业，增加就业吸纳量。重视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

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比如流通、餐饮、文化、观光休闲旅游、金融、法律、咨询等服务业; 积极发展集体企业

和私营、个体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风险投资企业，通过促进小规模投资，努力增加就业岗位，拓宽

就业渠道; 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引导人们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 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大力减少群体失业。
( 3) 健全社会劳动保障制度，解决劳动力后顾之忧。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社会劳动保障制度，解决劳动者

后顾之忧，确保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降低失业人数，促进人才的互相交流。
一是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城市居民劳动保障制度，是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条

件以及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政府可通过强化

社会保障措施，增加转移支付提高保障待遇等办法，消除人们对经济走低的心理预期，刺激社会购买力和即

期消费，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需要政府加大对失业保险资金的投入，并完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

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需要完善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在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

险资金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投入，以防止出现更大的资金缺口; 需要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三条保障线制度，研究制定三线衔接的实际操作办法，做到应保尽保。
三是保障农民工、老人与儿童的赡养与教育。农民工问题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留守老人与儿童的赡

养与教育问题，以及跟随务工父母进城儿童的教育问题。政府应继续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创新模式，

做好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安置工作; 督促城市学校消除偏见，接纳农民工子女继续教育，把农民工的这些后顾

之忧解决掉，不仅可以激发他们更大的工作热情，而且会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择业。
( 4) 调整教育结构，培养与市场需要相适应的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体现为劳动力富余和

职位空缺并存，闲置劳动力不具备就业能力，这主要是由脱离市场的教育投资所导致的。对此，各级政府以

及教育机构应该调整教育培养结构及其投资结构，面向市场需求，更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重视技能和素质

培训，加强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行终生教育。
( 5) 鼓励非盈利性组织的发展，增强就业潜力面。对于“无就业增长”问题，还需要考虑经济系统自身对

就业的承载能力，不能一味的在经济系统内部寻求答案，应跳出经济系统本身，通过社会系统的适应性优化

行为，提高社会系统对劳动力的承载力，化解非均衡增长的就业压力。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

于物质的需求满足之后，会寻求精神上的享受，此时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非盈利性组织的发展

将会给由于资本的大量使用、技术的高速发展所替代下来的劳动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成为今后扩

大就业最有潜力的部门，既有利于解决“无就业增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精神层次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

稳定繁荣。
( 6)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考核领导干部要发展经济与解决就业问题并重。政绩是领导干部从政的业绩。

领导干部都很关心自己的政绩，都想有好的政绩，这是完全应该、也可以得到理解的。作为一名广大人民群

众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即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

所系。
以科学的发展观引导政绩观，就是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校正和确立自己的政绩观，而不能偏离

科学发展观的轨道。科学发展观阐明发展是一种全面发展，那么政绩就不能是单打一，仅仅体现经济发展，

而其也要关注民生，将考核经济发展与解决就业问题并重起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改

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创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绩。因此，建议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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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政府应该根据重庆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整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不再单纯地注重经济发展尤

其是 GDP 增长，而是更多地重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等问题，极力解决重庆“无就

业增长”难题，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实现和谐重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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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hong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existence of Employm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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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chool of Finance; b．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 School of Accounting，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Through calculating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Chongqing’s industri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ongqing has the phenomenon of the inexistence of employment growth．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the real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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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ing industry，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ing industry is
built． By using multi-level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evaluation model for aging industry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ag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reasonably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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