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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未来就业变化的趋势
———兼论重庆“十一五”期间扩大就业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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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和就业弹性系数等指标对重庆市未来 5 年就业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进

行了预测 ,并就缓解未来就业供需矛盾 , 进一步扩大就业岗位 , 提出了重庆市加快经济发展 , 应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的建议及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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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十五”计划的实施 , 要使三大产业的产值

比重由2000年的 17.8:41.3:40.3调整为 2005年的

13:43:44 ,与此相应 ,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也由 2000

年的 54.5:16.8:28.7 , 到 2005年调整为 50:16:34。

2004年6月 ,重庆市委《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决定》中提出:到 2010年要将三大产业结构调整

为10:50:40 , 这意味着重庆将在“十一五”计划中 ,使

第一产业的比重再下降 3%, 第二产业比重上升

7%,而第三产业比重需下调 4%。同时 , 《决定》还

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四大重点产业 ,一是做大做强

汽车摩托车产业 ,二是振兴发展装备制造业 , 三是择

优发展资源加工业 , 四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与“十五”计划相比 , 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强二、减

三、弱一 ,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 ,预示着第二产

业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 重庆的产业结构也将逐渐从

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产业

结构的调整将引发传统就业岗位的减少和新的就业

岗位的增加 ,带来就业供给与需求的新变化。

　　一 、重庆市未来就业供给与需求的
变化趋势

1.未来就业供给的变化趋势。

重庆未来劳动力供给状况受人口增长的影响。

从人口发展趋势看 , 重庆在 2020 年以前 , 总人口数

量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97—2003年 , 重庆的

人口出生率由 12.2‰下降为 9.16‰, 平均 10.3‰。

我们以 2003年人口总数 3130.10万人为基数 ,设定

人口增长率为 10‰, 2005—2010 年将新增人口

162.88万人 , 年均增加 32.58 万人;2011— 2020 年 ,

设定人口增长率为 8‰, 10年将新增人口 251.5万

人 ,年均增加 25.15万人。我们按重庆 2000年人口

普查15岁—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70.14%计算未来新增劳动人口和劳动力(见表 1),

那么 , 2005— 2010 年 , 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114.24

万人 , 年均增加 22.85 万人;2011— 2020 年将新增

劳动年龄人口 176.40万人 , 年均增加 19.6 万人。

同时 ,随着生活质量和生育技术水平的提高 ,人口出

生缺陷率和后天导致残障率的降低 , 实际劳动力供

给量还将增大。

表 1　2005—2020年重庆劳动力供给预测

年份
预测将增
加人口数
(万)

15-64 岁
人口占总
人口比率
设定值
(%)

预测将增
加劳动力
供给总数
(万人)

将年均增
加劳动力
供给
(万人)

2005—2010 162.88 70.14 114.24 22.85

2011—2020 251.50 70.14 176.40 19.60

　　2.未来就业需求的变化趋势。

在未来劳动力需求岗位方面 , 我们主要运用时

间序列分析法和就业弹性系数推算 , 对 2005年———

2010年重庆的劳动力需求进行预测。

(1)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我们根据重庆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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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提供的1985年以来的原始数据(见表 2), 建立 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

表 2　1985—2003 年重庆城乡就业人员变化情况

年份
就业人员
总数
(万)

占总人口
的比率
(%)

比上年
增加就业
人员数
(万)

增长比
率(%)

年份
就业人员
总数
(万)

占总人口
的比率
(%)

比上年
增加就业
人员数
(万)

增长比
率(%)

1985 1432.03 51.73 1995 1709.26 56.94 -20.29 -1.17

1986 1469.13 52.33 37.1 2.59 1996 1674.90 55.41 -34.36 -2.01

1987 1507.33 52.99 38.2 2.60 1997 1679.91 55.21 5.01 0.3

1988 1512.49 52.64 5.16 0.34 1998 1686.71 55.13 6.80 0.4

1989 1540.03 53.16 27.54 1.82 1999 1688.73 54.97 2.02 0.12

1990 1569.34 53.73 29.31 1.90 2000 1690.00 54.67 1.27 0.08

1991 1620.67 55.14 51.33 3.27 2001 1697.00 54.78 7.00 0.41

1992 1662.58 56.34 41.91 2.59 2002 1710.50 54.93 13.5 0.8

1993 1658.95 55.95 -3.63 -0.22 2003 1726.36 55.15 15.86 0.93

1994 1729.55 57.93 70.6 4.26

　　资料来源:根据《1949—1996 重庆统计历史资料》 、《重庆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计算。

　　从整个数据序列的趋势来看 ,总体呈现整体增

长趋势 ,但 1993年、1994年、1995年的数据出现异常

突变。主要原因是 1993年企业开始了减员增效的

改革 , 过去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

对职工的需求出现了由增到减的转变。随后 ,个体 、

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加 , 使这三年

的就业人数出现了忽增忽减变化。针对数据序列中

存有异常突变 , 我们采用调和平差加以修正。经过

修正原始数据后重新拟合 , 其拟合度较高。

通过回归分析 ,拟合优度较大的 CUB曲线的统

计量值如表 3所示 ,拟合曲线如图 1所示。

表 3　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Dependent Mth Rsq d.f. F Sigf b0 b1 b2 b3

就业人数 CUB 0.974 15 184.94 0.000 1371.89 51.5188 -2.8648 0.0579

图 1　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拟合曲线图

　　拟合公式为:y=1371.89+0.0579x3-2.8648x2

+51.5188x

其中 , y 为就业人数 , x 为继 1985年后的年数。

经过计算 ,预计重庆市 2005—2010年就业人数达到

1792.42万人 , 增加就业需求 65.8万人 , 年平均达

13.16万人。(计算结果见表 4)

表 4

年份 原始值 x 预测值 预测年份 x 预测值

1985 1432.03 1 1420.60 2004 20 1719.55

1986 1469.13 2 1463.93 2005 21 1726.62

1987 1507.33 3 1502.23 2006 22 1735.26

1988 1512.49 4 1535.83 2007 23 1745.81

1989 1540.03 5 1565.10 2008 24 1758.63

1990 1569.34 6 1590.38 2009 25 1774.05

1991 1620.67 7 1612.01 2010 26 1792.42

1992 1662.58 8 1630.34

1993 1664.95 9 1645.72

1994 1667.55 10 1658.50

1995 1670.26 11 1669.02

1996 1674.90 12 1677.64

1997 1679.91 13 1684.69

1998 1686.71 14 1690.53

1999 1688.73 15 1695.51

2000 1690.00 16 1699.96

2001 1697.00 17 1704.25

2002 1710.50 18 1708.71

2003 1726.36 19 17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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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预测结果显示 , 劳动力需求增长数明显小

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预测数。 2005—2010年 , 劳动力

供给年均增长 22.85 万人 , 劳动力需求年均增长

13.16万人 ,两者的差为 9.69万人。

(2)从就业弹性分析来看。按重庆市政府对

2020年的计划 ,重庆国内生产总值以2002年的 1900

亿元为基数 , 实现翻番 , 按年均增长 9%匡算 , 到

2010年 GDP 总量接近 3800 亿元 , 人均 GDP 达到

1400美元。2010年后 , GDP按年均增长 8%匡算 , 到

2020年 GDP总量将超过 8000亿元 ,人均 GDP 超过

3000美元。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将有利于提高就

业弹性。就业弹性 ,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

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重庆未来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将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

来说按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规律 ,就业弹性从长

期来看必然呈现下降趋势。但如果能采取促进就业

的政策 ,就业弹性也能稳中上升。

从一般就业弹性来看 ,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提供

的数据 ,重庆直辖前就业增长和就业弹性都高于直

辖后 1990—1996年 , 就业增长平均保持在 1.95%,

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 0.15;1997—2003 年以来 , 就

业弹性系数年平均为 0.05 , 2002年和2003年大幅度

回升达到 0.08、0.07 ,也仍未达到过去的水平。这说

明 ,重庆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如

果我们以 2003年从业人员数 1726.36万人为基础 ,

设定就业弹性系数为 0.08 , GDP 按年平均 9%的速

度增长 ,由此推算 , 2005—2010年每年可增加就业岗

位12.43万个。

从投资就业弹性来看 , 重庆经济增长的 60%左

右是靠投资拉动的 , 从 1990— 2003 年 , 投资增长幅

度平均为 25.5%, 2002 年、2003 年达到 24.2%和

27.5%,投资增长对就业拉动的弹性系数平均为 0.

05 , 2002年、2003年保持在 0.033和 0.034。我们同

样以 2003年从业人员总数为基础 , 考虑国家向西部

投资的继续加大和外来资金的大量流入等有利因

素 ,投资增长保持在年平均 25%, 考虑资本有机构

成提高规律的影响 , 设定投资弹性系数平均为 0.

03 , 由此推算 , 2005—2010年每年可增加就业岗位

12.95万个。

以上推算结果显示:2005—2010年 ,劳动力需求

年均增长约为 12.43万人和 12.95万人 ,与劳动力

供给年均增长 22.85万人相比 , 两者的差为 10.42

和9.9万人。

(3)结论。以上两种分析方法预测的结果是 , 重

庆在 2005—2010年 , 新增劳动力供给与新增就业岗

位的需求变动趋势是供给大于需求 ,供需缺口仍然

较大。两种方法分析预测的供需缺口比较接近 , 在

9.69万人至 10.42万人之间。这说明 ,重庆在“十一

五”期间 , 就业压力仍然很大 , 每年大约有 10万新增

的劳动力要成为失业者 , 进一步扩大就业将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 、加快经济发展 ,实施积极的就
业政策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

如前分析 ,虽然重庆GDP 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力量

较弱 ,但就业弹性是可调节的。就业弹性的变化决

定于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

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

成本 ,构成就业的单位成本。如果经济结构中的中

小企业 、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经济所占比例较大 ,资

本比例较低 ,就业成本相对较低 , 就业弹性就较高 ,

所提供的岗位也就较多。基于重庆市劳动力供大于

求的局面 ,近年来市政府采取了一些促进就业的政

策 ,使GDP 和投资的就业弹性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在“十一五”期间 , 重庆市如果继续实施资本、技术密

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的发展战略 ,那么 ,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幅度不会太大。因此 ,重庆市

加快经济发展 ,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所谓积极的就业政策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要以就业增长为中心 ,经济政

策要以就业为核心 ,按“就业优先”原则集中一定的

资源支持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

有制经济 ,大力开发就业岗位的一种就业政策和目

标。

积极的就业政策主要包括:鼓励下岗失业人员

自主就业和自我创业的优惠扶持政策 , 如为从事个

体工商的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小额贷款 、减免税费等;

鼓励企业招用下岗失业人员的奖励补助政策 ,如实

施税费减免 、贷款贴息、垫付社保经费等;支持农民

工 、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的公共服务政策 , 如免费培

训 ,免费职业介绍 ,开通城乡劳动力市场劳务信息网

等;增加就业投资的财政扶持政策 ,如扩大就业支出

在财政支出总量上的比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政

策 ,如包括建立非正规就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据统计 ,近五年来 ,重庆市通过对 275户再就业

重点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和贷款贴息政策 , 共开辟了

10.2 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免费再就业培训 , 帮助

16.87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特别是小额

贷款政策实施两年多来 ,市 、区两级财政已投入担保

资金5550万元 ,有 37个区县建立了再就业小额贷

款基金 ,全市发放贷款 7605万元 , 帮助 6611名失业

人员实现了再就业。目前 ,重庆市再就业小额贷款

基金可贷规模达到 1.67亿元 , 如果全部贷出去 , 可

直接帮助1.5万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 若按 1:3

的就业带动效应计算 , 将至少促进4-5万人实现就

业或再就业。实践表明 ,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对扩

大就业作用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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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 应主要采取以

下具体措施:

第一 ,在产业类型选择上 ,注重发展增加就业多

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重庆在坚持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提高

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同时 , 要注重发展纺织 、服装 、皮

革制造、商贸、社区服务等就业增长高弹性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 扩大就业容量。政府要创造

就业岗位 ,兴办以增加就业为主要目的的资源开发 、

生态建设 、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 ,为就业困难群体提

供诸如公共服务 、环境卫生、维护交通、植树种草、报

刊销售、社区服务等公益性的劳动密集岗位 , 实行多

层次就业。

第二 , 在企业规模选择上 , 注重扶持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因其经营灵活 , 市场适应性强 ,且大多为劳

动密集型企业 , 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此 ,政府

要在投融资、税收、技术服务、市场开发 、信息咨询和

人员培训等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支持和鼓励它

们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 ,在经济类型选择上 ,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已逐渐

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 ,从业人员比重从 1985年

的3.1%增加到 2003年的 49.6%。今后 ,要更加重

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清除对其发展的歧视性 、限制

性规定 , 在市场准入、投融资 、税收、土地使用等方

面 ,真正使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经济企业享受同等

待遇 , 实现平等竞争 , 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增长 、

扩大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 ,在就业方式选择上 ,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发

展。非正规就业是指那些未签订劳动合同 , 无法建

立和暂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形式 , 主要

包括非全日制 、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就业等。非正

规就业正在成为城市就业的重要渠道 , 1996— 2002

年 ,重庆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

比已从大约 1∶4提高到接近 1∶2的水平。因此 , 要

大力发展季节工 、临时工 、小时工 、轮岗工等多种就

业形式 ,开发社区服务业特别是家政服务的就业潜

力 ,积极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吸

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第五 ,在城镇化推进方式上 ,注重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就地转移。重庆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二元

经济结构的直辖市 ,农村人口众多 , 素质较低 , 经济

基础薄弱 ,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农业富余人员多。在

推进城镇化发展中必须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

转移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将城镇化

与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城镇

二三产业 、个体私营经济以及社区服务业 ,使进城农

民有工可做、有业可依。重点扶持劳动密集型 、农副

产品加工型和科技型民营企业 , 使之成为吸纳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支持和鼓励城镇企业兴办农

产品加工业或农业产业化项目 , 为当地农民进市场、

进工厂创造就业岗位。

第六 ,在社会保障完善上 ,建立非正规就业的社

会保障。非正规就业正在成为城市就业的重要渠

道 ,但由于缺乏社会保障而制约了发展。目前 , 我国

对单位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较好 ,保障已

有较大水平提高。在此情况下 , 加快建立适合非正

规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特别必要。政府应尽

快制定和出台鼓励非正规就业的相关法规 ,实行更

加灵活的社会保险缴纳和领取方式。同时 ,按照城

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目标 ,逐步建立与城市相通的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社会养老、医疗等保险制

度 ,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建立非正规

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 , 需要将目前社保基金使用中

“以钱定保”的办法转变为“以需定保” , 积极探索增

加社保基金的途径 ,多渠道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 规范

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 , 确保基金安全。

第七 ,在职业技能培训上 ,注重农村劳动力的培

训。为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滞后的问题 , 政

府应逐步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各级就业培训

体系 ,鼓励企业建立农民工岗位技术培训基地 , 结合

实施“绿色证书工程” 、“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

程” ,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农村职业学校和成

人实用技术培训基地 , 对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 , 劳务输出重点地区要建立劳务

输出培训基地 , 实行先训后输。要加快制定农民转

业培训政策 ,设立农民转业培训专项经费 ,对农民工

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给予补贴。

第八 ,在财政支出总量上 , 扩大就业支出的比

例。扩大就业岗位 ,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增加就业投

入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重庆应充分利

用国家对西部和老工业基地的特殊政策 , 积极争取

中央加大对就业投入的转移支付力度 , 保证对就业

5个方面的公共投入:即刺激企业增加就业需求的

补贴投入 ,社会保障投入 , 就业培训投入 , 劳动力市

场信息网络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 , 对弱势群体的就

业援助投入。通过增加就业的公共投入 , 增加就业

岗位 ,扩大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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