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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 , 分析 1985 年至 2001年期

间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 使我们了解近年来内蒙古就业增长的基本状况 , 为今后解

决就业问题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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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Through building a regres-

sion model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5 ～ 2001.This model helps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growth in the recent

years , and propos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employm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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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 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实现了就业。但是

由于劳动力资源供过于求 , 经济基础相对较弱 , 产业结构不合理 , 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

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 , 以及我国加入WTO等因素的影响 , 内蒙古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

力 , 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稳定就业 , 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

一般来说 , 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仅从就业的角度考虑 , 经济增长速度

越快越好 , 能较多地吸纳人口就业 , 但从整个经济运行来讲 , 还必须防止原有体制所固有的盲目

扩张的倾向 , 避免通货膨胀。反之 ,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就不能增加就业岗位 , 导致社会稳定

程度的降低 , 影响改革进程。为了更好地协调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促进内蒙古地区国民

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 , 建立 1985年至 2001年期间的人口就业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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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数量关系模型 , 使我们了解近年来内蒙古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 , 为今后解决就业问

题提供参考建议 。文中的回归方程计算是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来实现的。1985年以来内

蒙古三次产业从业人员 、 国内生产总值 (即 GDP , 下同)等数据
[ 1]
列于表 1。

表 1　GDP 及三次产业从业人员表

年份

GDP现价总量

(亿元)

全部从业人员

(万人)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Y PW PW1 PW2 PW3

1985 163.83 856.6 517.8 174.8 164

1986 181.58 875.4 521.7 184.6 169.1

1987 212.27 891 490.3 188 212.7

1988 270.81 909.7 490 200.1 219.6

1989 292.69 910.3 491.3 199.1 219.9

1990 319.31 924.6 515.5 201.4 207.7

1991 359.66 962.9 537.9 208.8 216.2

1992 421.68 976 531.4 217.1 227.5

1993 532.7 1008.2 535.4 220.4 252.4

1994 681.92 1033.4 536.5 225.1 271.8

1995 832.88 1029.4 536.8 225 267.6

1996 984.78 1039 546.8 223.4 268.8

1997 1099.77 1050.3 544.6 213.2 292.5

1998 1192.29 1050.3 542.6 207.1 300.6

1999 1268.2 1056.7 555.4 185.5 315.8

2000 1401.0l 1061.6 553.7 182.4 325.5

2001 1545.79 1067 550.5 179.3 337.2

　　资料来源:2002年 《内蒙古统计年鉴》

表中:Y　国内生产总值 (GDP);　PW　全部从业人员;

PW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PW2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PW3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二 、 建立模型及计算

首先建立回归方程 , 并作运算
[ 2]
。利用1985 ～ 2001年的数据可得到:

LnPW =6.2731 +0.0977LnY 　　R
2
=0.9567　　F =331.51 (1)

(184.65)(18.27)

　　可以看出 , 在 1985 ～ 2001年期间 , GDP 每增加 1%, 从业人员增加 0.0977%, 就业岗位增加

9599个。

为反映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对人口就业的拉动作用 , 我们又将 1985 ～ 2001年分为两个时期 ,

即:1985 ～ 1994年 (相当于七五 、八五时期)和 1995 ～ 2001年 (相当于九五时期), 作回归方程

如下:

1985 ～ 1994年:

LnPW =6.0736+0.1332LnY 　　R
2
=0.9775　　F =347.187 (2)

(147.51)(18.63)

　　可以看出 , 期间 GDP 每增加1%, 从业人员增加 0.1332%, 就业岗位增加 12452个 。

1995 ～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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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W =6.5451+0.0583LnY 　　R
2
=0.9825　　F =280.686 (3)

(266.07)(16.7537)

　　可以看出 , 期间 GDP 每增加1%, 从业人员增加 0.05839%, 就业岗位增加 6125个 。

下面再对 1985 ～ 1994年和 1995 ～ 2001年两个时期GDP对第一 、 二 、 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拉动

作用作回归分析:

1985 ～ 1994年:

LnPW1 =5.9828+0.046LnY 　　R
2
=0.3007　　F =3.4395 (4)

(41.89)(1.85)

LnPW2 =4.3033 +0.1744LnY 　　R
2
=0.9577　　F =181.21 (5)

(57.66)(13.46)

LnPW3 =3.5077+0.3124LnY 　　R
2
=0.8504　　F =45.47 (6)

(147.51)(18.63)

　　可以看出 , 期间 GDP 每增加 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0.046%, 增加就业岗位 2377个

(说明:方程 (4)中的 R
2
较小 , 这个数据有一定的偏差);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0.1744%, 增

加就业岗位 3522个;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0.3124%, 增加就业岗位 6751个 。总之 , GDP 的增

长对第三产业人口就业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 。

1995 ～ 2001年:

LnPW1 =5.9918 +0.0443LnY 　　R
2
=0.6075　　F =7.7399 (7)

(53.24)(2.78)

LnPW2 =8.37 -0.4339LnY 　　R
2
=0.8762　　F =35.377 (8)

(16.2395)(5.9479)

LnPW3 =2.762+0.4166LnY 　　R
2
=0.9472　　F =89.714 (9)

(8.888)(9.4715)

　　可以看出 , 期间 GDP 每增加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0.0433%, 增加就业岗位 2369个;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负增长 , 下降了 0.4339%, 减少就业岗位 8776个;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0.4166%, 增加就业岗位 12545个 。

三 、 分析与建议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一)在 1985 ～ 1994年和 1995 ～ 2001年两个阶段 , GDP 的增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不一样

的。1985 ～ 1994年正值 “七五” 和 “八五” 时期 , 内蒙古经济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运行 , 所吸纳

的就业人口空间很大 , 因而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 就可增加就业岗位 12452个。1995 ～ 2001年

是内蒙古经济发展较快的 “九五” 时期 , 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

期 , 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较之 “七五” 和 “八五” 时期大为减少 , 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仅可增

加就业岗位6125个 , 为前一时期的 1 2左右 。

(二)经济增长对第一 、 二 、 三产业所增加的就业岗位是不同的。1985 ～ 1994年期间 , GDP

的增长对第一 、 二 、 三产业都能增加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 , 而在 1995 ～ 2001年期间 , 除了第一

产业就业岗位比 1985 ～ 1994期间稍微下降外 , 二 、 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则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以及

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 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变化:GDP 的增长对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岗

位大幅上升 , 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增加就业岗位 12545个 , 较之 1985 ～ 1994年期间的 6751

个增加了一倍还多;而第二产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大量减少 , 出现了负增长 , 从能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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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个变为减少8776个 , 这与这一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工人增多 , 成为劳动力净流出的部

门的情况基本吻合。

(三)不同时期 GDP增长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不一样的 , 不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拉动的差

别很大甚至相反 。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就业岗位的同步增长 。近期内颇为流行的观点

是 , 增加就业岗位要靠提高经济增长率来实现。理论上讲 , 这一观点并不错 , 因为经济学理论认

为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经济增长率越高 , 劳动力需求越大 。然而 , 内蒙古正处在战略性

结构调整和升级阶段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存在 , 因而 , 我们不能光

看到内蒙古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 有条件在未来许多年维持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还应看到 , 我们是在条件时刻变化的情况下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 , 这就意味着内

蒙古的就业压力并不会因此而自动缓解 。

(四)根据前面回归模型进一步测算 , 若 “十五” 期间内蒙古GDP 年均增长速度为 10%, 每

年仅能提供新增的就业岗位 10万个左右 , 如果再加上每年退休和自然减员人员腾出的近 10万个

岗位 , 也仍然满足不了就业人口的需要 。从目前的情况看 , 内蒙古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劳动力资源进入了增长高峰期。2000年内蒙古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 在今后的一

段时期内 , 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了劳动年龄 , 初步推算在 “十五” 期间 , 内

蒙古劳动适龄人口将以年均 40多万人的速度激增;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大背景下 , 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容量明显缩小 , 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大为下降 , 职工下岗分流人员

急增 , 导致城镇失业人数不断上升 。仅据劳动部门 2001年的统计 , 内蒙古全区全年城镇失业人

数达 14.47万人 , 比上年增长14.43%, 城镇登记失业率达 3.65%, 逼近4%的警戒线 , 已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 0.05个百分点;三是内蒙古在今后将追求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 要进行战

略性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 向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牧业产业化方向发展 , 特别是要加速新型工

业化的进程 , 逐步迈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 这一举措将会压缩第

一 、二产业中某些行业的就业空间 , 不可避免地引起就业岗位结构性的减少 。因此 , “十五” 及

以后几年中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

由上可知 , 今后内蒙古劳动力供大于需的缺口极大 , 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但从另一个角

度分析 , 内蒙古又存在着就业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 , 特别在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上

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此就这两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要充分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就业的拉动作用最为

显著 , 第三产业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目前内蒙古全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

的比重为 31.6%, 而辽宁 、吉林 、 黑龙江以及湖北 、江西等省市均在 35%左右 , 经济发达的北

京和上海在 50%左右 。相比较而言 , 内蒙古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显然低了许多 , 同时也表

明在第三产业上还蕴藏着极大的就业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依据前面回归方程 (7)(8)(9)预测 ,

若能将全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提高到 35%, 则可增加就业岗位 60万个左右。所以 , 只要我

们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 ,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扶持和促进第三产业中的一些对劳动力吸纳能力

强的行业 , 如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行业 , 积极拓展新的行业和领域 , 重点支持社区服

务 、 教育培训 、 信息咨询文化服务以及农牧业的产前 、产中 、 产后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等等 , 就可

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为就业岗位开发创造条件
[ 3]
。

2.着力发展能大量吸纳就业人员的个体和私营经济 。2000年开展的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表

明① , 内蒙古每万人中拥有的私营企业为 4.3户 , 每户从业人员 27人;每万人中拥有的个体工商

户为 243.9户 , 每户从业人员 1.7人。粗略测算 , 若全区每万人中拥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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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别达到湖北的 9.8户和辽宁的 364.8户的水平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5.9户和 190.6户),

就可分别增加 1.3万户私营企业和 28.7万户个体工商户 , 解决就业 84万人 。如果内蒙古今后从

这方面入手 , 着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 , 无疑会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 。近几年来内蒙古各地

情况已表明 , 哪个地区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多 , 哪个地区就业压力就小 , GDP规模就大。目前

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行业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 由传统的餐饮 、生活服务业等领域逐步向

工业 、建筑业 、 交通业 、 大型养殖业等方向发展 。眼下多数经营者在这些行业中还处在劳动密集

程度较高 、资本密集程度较低 、技术能力适中的创业起步阶段 , 规模较小 , 就业成本相对较低 。

在劳动力素质短期内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高新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 这些以从

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个体和私营经济 , 特别宜于安排那些城镇下岗职工及年龄偏大 、劳动技

能单一的就业群体 , 也容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 , 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 , 应全力

加速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 , 此举不仅可以使个体和私营经济迅速成为就业的增长源 , 而且对整个

内蒙古经济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此外 , 还要采取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体系 , 制定完善配套的就业政策法规 , 积极推行

适合市场需求的灵活就业方式 , 大力建设小城镇 , 积极开发人力资源等等措施 , 来充分化解就业

难题 , 有效地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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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语

本文从理论层面证明个人账户制作为一种激励性的保险计划 , 可以促使参保人员采取一种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 , 通过有意识增加预防 、保健方面的费用达到个人福利最优 , 进而达到社会福利

最优 , 个人账户制还有助于增加医疗保险基金的沉积 , 对以后随老龄化问题加重 、 医疗费用日益

增高而可能出现的基金风险起了有效的抑制作用 。个人账户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目标水平值

的选取 , 过低不能发挥个人账户的激励 、制约作用 , 参保人员有迅速花完个人账户直接进入统筹

的趋向;目标水平值过高 , 则削弱了社会保险的互济和统筹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以个人账户作为防范道德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 而作为个人账户制首创者

的新加坡 , 它的支付次序则是将个人医疗账户放在个人自付门诊之后。这两种支付次序之间的差

别对人们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 如何进一步完善统账结合的方式 , 充分发挥个人账户制的激

励功效 ,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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