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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宏

观经济出现了从偏快转向过热的苗头。针对这种变化，

中央政府提出2008年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

货币政策，预防宏观经济因素对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冲

击。本文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讨论宏观经济与政策因素

调整对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高增长阶段的就业变化:

就业形势好转，结构性矛盾突出

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快车

道。从宏观经济阶段性增长来看（见表1），2001～2005

年 GDP年平均增长为9.6%，与改革初期的增长率一致，

低于“八五计划”（1991～1995）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但

高于“七五计划”（1985～1990）时期和“九五计划”

（1996～2000）时期的经济增长率。2006年经济增长继

续加快，增长率上升到11.1%。2007年经济增长比上年

进一步加快，达到11.4%。

在这一轮强劲经济增长中，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我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车轮，国内消费需求仍显乏力。

表1显示，投资拉动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力

量，对GDP贡献由“九五计划”时期的25.1%上升到“十

五计划”时期的51.1%，提高了将近26个百分点。2006

年投资贡献有所下降，为41.3%。相反，2006年净出口

对GDP的拉动作用大幅度上升，从“十五计划”期间的

平均7.7%上升到19.5%，上升了11.8个百分点。消费

需求对GDP贡献作用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从改革初期

的71.4%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39.2%，下降了32.2个

百分点。由于投资、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

的变化，三者占GDP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到2006

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

49.9%、42.5%和 7.5%，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与“九五计

划”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5.9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

而最终消费同期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分产业来看，非农产业部门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

高速增长的主导部门。表1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增长速度是第一产业的两倍以上，而且第二产业增长

也快于第三产业增长。例如，2006年，第二产业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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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3.0%和10.8%，

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只有5.0%，分别是后者

的2.6倍和2.2倍。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拉

动下，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相应调整。农业在

GDP中的比例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7.4%下

降到2006年的11.7%，第二产业则由同期的

46.6% 上升到48.9%，第三产业则由同期的

36.0%上升到39.4%。强劲经济增长通过就业

创造和就业毁灭对就业总量及其结构产生了

重大影响。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

一种派生需求关系。也就是讲，经济增长通过

各部门各产业的经济活动形成劳动力需求，创造出就业

岗位，这些就业岗位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就业总量。

由于这种派生需求关系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成为影

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

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实现较快地增

长。不过，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决定就业增长快慢的唯

一因素。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过程中，我们还需

要考察不同部门的经济增长快慢所带来的影响，工资等

劳动力市场因素、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就业数量从7.2亿人上

升到7.6亿人，新增0.4亿人。但从长期变化看，就业

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在表2中，改

革初期的就业增长率为3.1%、就业弹性为0.32。在“九

五计划”时期，就业增长率为1.2%、就业弹性为0.13。

两者在“十五计划”时期进一步下降到1.0%、0.11。这

似乎符合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宣称的观点，中

国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很

快，但就业增长缓慢（Rawski，2001）。不过，

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二元经济国家

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作用下，就业结构

正在发生着迅速调整，一般表现出农业部门

的就业数量较快下降，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数

量较快上升。因此，就业总量的低速增长掩盖

了部门之间的就业增长差异和就业结构调整

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农业就业

首次出现数量下降，但90年代后半期由于城

镇就业形势严峻，农业就业数量有所回升。不

过，自本世纪初以来，农业就业数量出现了加

速下降的趋势。虽然农业增加值在“十五计

划”时期增长将近4%，但农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为-0.29。

2006 年农业部门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0.83（见表

2），意味着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农业劳

动力开始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增长通过就业创造推动

了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数量上升。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后

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呈不断下降趋势，

但自2001年以来，这种态势得到扭转，并呈现加速上

升的势头。“九五计划”时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

业增长率分别为0.7%和3.3%；到“十五计划”时期，它

们分别上升到2.3%和 3.7%。2006年，第二产业的就业

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6.3%，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略下降，为3.5%。在快速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毁灭过程

中，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农业就业比例不断

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不断上升。2006

表1  1978～2006 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年份

GDP增长（%）

需求贡献（%）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需求构成（%）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产业增长（%）

农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业构成（%）

农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1984

9.6

71.4

29.8

-1.2

65.4

34.4

0.2

6.9

9.9

12.2

31.5

45.9

22.6

1985～1990

8.8

53.0

30.9

16.2

64.2

36.7

-1.0

3.8

10.7

10.9

26.7

43.0

30.3

1991～1995

12.3

54.4

47.2

-1.6

60.1

39.0

0.9

4.2

17.4

10.9

21.1

45.1

33.7

1996～2000

8.6

58.8

25.1

16.1

60.2

36.6

3.1

3.5

9.8

9.5

17.4

46.6

36.0

2001～2005

9.6

41.2

51.1

7.7

56.8

40.3

3.0

3.9

10.8

10.2

13.4

45.9

40.7

2006

11.1

39.2

41.3

19.5

49.9

42.5

7.5

5.0

13.0

10.8

11.7

48.9

39.4

表2  1978～2006 年就业弹性、就业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年份

产业增长（%）

农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弹性

农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构成（%）

农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1984

3.1

1.5

5.6

8.0

0.32

0.21

0.56

0.66

68.0

18.3

13.6

1985～1990

2.6

1.5

3.8

7.7

0.29

0.40

0.36

0.70

60.5

21.7

17.8

1991～1995

1.0

-1.8

2.5

7.1

0.08

-0.43

0.14

0.65

56.2

22.2

21.5

1996～2000

1.2

0.3

0.7

3.3

0.13

0.09

0.07

0.34

50.1

23.2

26.7

2001～2005

1.0

-1.2

2.3

3.7

0.11

-0.29

0.21

0.37

48.2

22.3

29.5

2006

0.8

-4.1

6.3

3.5

0.07

-0.83

0.49

0.33

42.6

25.2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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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到42.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比例分别上升到25.2%和 32.2%。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还带来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

重新配置。从1990年到2006年，城镇就业数量从1.7亿

人上升到2.8亿人，占全国就业总量比例从26.3%上升

到37.1%。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就业出现了非正规化趋

势。城镇就业单位按所有制性质可分为国有单位和集体

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企

业和私营企业等等。对于未标明或无法统计就业单位性

质的城镇就业，我们将其归入其它类别。如果把它近似

看作城镇就业的非正规化部分，那么，90年代中后期国

有企业深化改革带来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比例大

幅度下降，而同期城镇非正规就业比例迅速上升，从

1996年的8.9%上升到2002年的38.9%。近年来，随着

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城镇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增加，城

镇非正规就业比例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34.8%。

新一轮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城镇就业形势的全面好

转，而且也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问

题。目前，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实质含有三个方面

内容：一是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解；二是对剩余劳动力

数量的估计；三是政策含义。实际上，经过修正之后的

刘易斯模型含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劳动

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工资水平开始上升；

第二个转折点处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全一体化（王德文

等，2005；蔡日方、都阳，2007）。我们谈到的刘易斯转折

点是指第一个转折点，它并不排斥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

力问题。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与城市职工工资保持同步

增长态势也提供了部分佐证。即使考虑到农村还存在一

定数量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

性小、对青年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差，因此，“民工荒”所

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还有一个总量问

题，即在一定的工资水平和需求制约下，满足企业要求

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当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跨过第

一个转折点之后，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今后劳动力市场的

主要问题。

采用拟合自然失业率所得到的结果，也为我们提供

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证据。在不考虑农村隐

蔽性失业或假定农村失业率为零的情况下，利用统计年

鉴中的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数量和城镇就业数量等

历史数据，我们可以近似推算改革以来各年的失业率。

然后，利用Hodrick和Prescott（1997）提出的滤波技

术消除周期性波动影响，把拟合得到的失业率看成随着

时间变化的自然失业率。从图1可见，尽管近年来城镇

就业形势好转，但自然失业率仍保持在6.2%左右的高

位。自然失业率主要由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技术

性失业等部分构成。高自然失业率意味着结构性矛盾非

常突出，而且，降低自然失业率的关键在于今后如何解

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二、经济和政策因素对未来

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因素

如前所述，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未来就业的重要

经济变量之一。在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依据美国经验，

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互换关系，即经济增

长率提高3%，会带来失业率下降1%的效果。的确，我

国近年来就业弹性上升，也表明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创造

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条件。然而，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

态势能够保持多久，是否会出现突然逆转，对于这些问

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对今后就业总体态势的判断。

目前，人们对于持续上升的物价非常担心。如果这

种持续上升的势头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它势必会形

成恶性通货膨胀，对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实证分析

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通货

膨胀通过减少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等渠道降低了经济增长

速度（Fischer，1993）。Javier和Hernando（1999）通

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并非中性的，它

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是较低或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也

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暂时的负向作用，从而对人均收入水

平造成持久的影响。如果降低通货膨胀率一个百分点，

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提高0.5个到2个百分点。Barro

图 1 1978～2006 年城镇自然失业率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

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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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利用1960～1990年大约100个国别资料研究发

现，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

率下降0.2～0.3个百分点，投资率下降0.4～0.6个百

分点。尽管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边际效应看似很

小，但它的长期效应非常显著。例如，如果每年提高平

均通货膨胀率10个百分点，那么，30年后实际GDP水

平将下降4%～7%。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长期分析。从短期来看，遏制通

货膨胀的措施有可能使得原来较快的增长速度有所放

慢。为了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国家继续采取的稳健的财

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延续。采取从紧的货

币政策，如通过准备金率、利率、信贷和公开市场活动

等金融手段，会对投资、物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

物价水平上涨态势得到遏制，并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有所

放缓。按照世界银行预计，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约在

10.8%，比2007年低0.6个百分点。如果采用2006年就

业弹性计算，经济增长率放缓0.6个百分点对就业影响

为0.04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就业3200万人。考虑到

总就业弹性处于下降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

就业总量效应会有所减弱。不过，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出

现较大幅度下降，那么，它对总体就业形势将会带来一

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与其所处的周

期阶段有密切关系。图2显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改

革以来第三个长周期的波峰阶段。利用季度资料分析表

明，从1998年以来，GDP增长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2007

年处于最高点，这有可能是第三次长周期的波峰。随着

2008年之后各项政策陆续出台，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

基本上是一个趋势。未来政策目标在预防通货膨胀的同

时，还应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对总体就业产生

负面冲击。

2003年，我国经济也出现过增长偏快和总体物价

水平上升等现象。当时，政府通过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措施，比较有效地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

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的攀升，实现了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平稳增长（刘树

成，2006）。利用过去调控宏观经济所积累的经验，采取

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如果能够确保宏观经

济保持在高位上平稳运行，那么，经济增长率在今后略

有放慢将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性的影响。

（二）工资与劳动力成本因素

劳动力成本变化是影响就业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

劳动力成本有时也称之为人工成本，它的主要构成有工

资、与劳动就业相关的福利、津贴和红利等。在其它条

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了企业生产成

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结果降低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反

之，企业则会加大用工需求，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企业对其变

化非常敏感。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

下，工资是劳动力成本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工

资水平及其变化对劳动力成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职工的名义工资从

615元上升到20856元，后者是前者的33.9倍。但是，

由于改革期间我国经历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名义工资

水平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用工成本的变化趋势。利用

消费者价格指数，我们计算了逐年的实际工资，设定

1978年实际工资水平为100，就可以得到各年的实际工

资指数。从图3可见，实际工资在改革初期的起点很低，

并上升较慢，到1994年才接近翻了一倍。进入90年代

中期之后，城镇职工实际工资一路上升，进入了高速增

长阶段。与80年代年3.2%平均实际增长率相比，90年

代城镇职工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上升到10.3%，到

2006年进一步上升到14.9%。

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在所有行业都保持增长趋

势，但增长幅度在不同行业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与平均

工资增长率相比，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如农业、制

造业、建筑业和餐饮零售业，实际工资增长相对较慢，而

在一些带有一定垄断或非竞争的行业中，如金融保险、

社会服务、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行业，实际工资增长

相对较快。从1996年到2005年，除了农业、建筑业和

房地产业以外，其它所有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都超过

10%，而上述三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分别达到7.3%、

 图2  1978～2007 年中国经济增长周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

社，北京。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7 年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080124_402460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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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和 9.3%，并高于改革以来各自的增长率。由此可

见，工资高增长是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行业经历的一

个普遍现象（王德文，2007）。

工资上升会迫使企业做出反应，减少用工需求，降

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带来的影响。当然，除了考

虑工资上升带来的替代效应外，还应考虑产出效应。如

果产出弹性大于工资弹性，那么，工资上升可能是劳动

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反映，它不会对就业结果产生负面

影响。在整个改革期间，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基本上保持

了同步增长的趋势，但“十五”期间工资增长则略快于

劳动生产率增长（王德文，2007）。考虑物价水平较高的

因素，如果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采取工资跟进的策略，

使得两者保持一种螺旋上涨的态势，那么，就有可能会

加剧通货膨胀，并造成劳动成本上升，削弱企业的用工

需求，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

人民币汇率上升将会对我国的制造业部门就业带来

较大的影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

10%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10%，这样

会减少进口国对我国的制造业产品需求。从2005年7月

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8.28升值为1:7.21，上

升了12.9%。随着美国货币当局采取减息政策，化解美

国国内次贷危机对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些政策措施将迫

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的

势头将所有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减弱，

从而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投资下降一道，使得宏观

经济速度放慢。如果这两股效应造成经济增长急刹车，

那么，它们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将不容忽视。

（三）劳动力市场规制因素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步伐，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如最低工资政策、出台《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

等。从制度层面看，制定这些政策和法律对于改善就业

保护是必要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最近

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若干反应值得关注。

其中之一是最低工资政策。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年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形成

一般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

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失业率、经济发展

水平等因素，最低工资水平一般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2006年，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调整幅度在10%以上，调整

幅度最高的达到64%。2007年，有21个省份做了进一步

上调。

由于各个城市之间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差异较大，

最低工资水平在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

2007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的每月最低工资

水平分别是730元、740元、750元、780元、850元，

而西安、武汉、兰州、成都的每月最低工资水平分别是

540元、580元、340元、580元。中小城市最低工资水

平更低。如果把所有城市最低水平作简单算术平均，

2006年全国最低工资水平每月大约在500元左右。

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水平是否对就业产生影响，取

决于最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工资水平的比较。在一个完善

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低于市场均衡工资，

那么，它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反之，它就会对就业产

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能够帮助低技能

劳动者增加工资收入，但如何确定市场均衡工资水平则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而导致评价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仍存在着分歧。对于像中国

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国家而言，确定均衡工资水平就变得

更为复杂。

由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的

就业都将产生影响，因此在调整最低工资水平时就需要

考虑到它的总体就业效应。在托达罗的二元经济模型

中，城乡劳动力市场达成均衡时，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应

该等于农业工资水平。借用这个模型思路，如果考虑到

农业工资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事实，那

么，最低工资水平上升较快就有可能对农民工就业产生

一定影响。天津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针对农民工

工资上升较快的状况，企业将着手增加投资，提高自动

化水平，以便减少用工需要。

《劳动合同法》则是另外一个热点。我国就业者、特

别是农民工签订合同比例低、就业保护差。因此，通过

制定和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于加强劳动保护是非常必

图 3  1978～2006 年城镇实际工资及其增长

注: 实际工资水平1978＝10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

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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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但在该法实施之前，一些企业出于对有关签订合

同条款的担忧，采取了突击裁员、辞职再聘或工龄清零

等行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有沃尔玛在2007年

末集中裁减100多名员工，深圳华为公司要求工龄在8

年以上的7000多名员工先辞职然后再签订合同，家乐

福要求4万多名员工重新签订为期两年新合同等等。除

了这些大型企业外，一些中小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

法。企业这些做法是希望能够保持就业灵活性，从而降

低用工成本和经营成本，减少今后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由于缺少规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的细则，

一些企业将其理解为“铁饭碗”，从而促使它们采取了

上述行动。新《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1月1日正式实

施之后，将会对就业和企业用工成本带来什么影响，这

仍有待于观察。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的波峰阶

段。强劲经济增长通过创造出来的大量就业机会，推动

了就业数量增长和就业结构转变，并带来了城镇劳动力

市场一系列新变化。在城镇就业形势全面好转的情况

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宏观数据

显示的高自然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刘易斯第一转

折点变化等，都对上述判断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证据支

持。这预示着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今后劳动力市场演进过

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对

此需要加以充分考虑。

确保经济增长在高位上平稳运行是实现就业优先政

策目标的前提条件。如果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确保充分就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从趋势来讲，当经

济增长速度越过波峰之后，如果在下行阶段仍能保持在

相对较高位置上平稳运行，那么，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

将不会对就业数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从紧的货币

政策和汇率政策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究竟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政策上值得关注。就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言，除

了要着力解决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外，工资和劳

动力成本变化，改善劳动力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等新问

题，也应该成为政策的关注点。针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劳

动力市场变化，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

策，遏制物价水平继续上涨，确保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上

平稳运行，为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奠定基础。对于汇率

政策而言，应当在人民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其灵活

性，防止出现较快升值对宏观经济和国内就业的冲击。

第二，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业指导和

就业服务等工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跟踪监

测，提高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为解决劳

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矛盾提供畅通的信息桥梁。

第三，加大对就业的在岗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做

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改善劳动者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和职

业培训的机会，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培训

质量，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

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解决供求结构中供给与需求之间

的错位，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化解劳动力成本

上升的负面影响，保持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

协调一致。

第四，通过制定《工资条例》和《劳动合同法》实

施细则等措施，逐步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

通过加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规制建设，采取劳动者、企

业和政府三方协商机制，处理好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之

间的关系，在不断改善劳动者保护水平的同时，赋予劳

动力市场拥有较大的灵活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蔡日方、都阳.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之八:刘易斯转折点及其

政策挑战[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2]刘树成.把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A].中国经济研究报告

（2005～2006）(陈佳贵主编)[C].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37-55.

[3]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J].中国人口科学,2007, (1).

[4]王德文、蔡日方、高文书. 全球化与“民工荒”:一个宏观视角

[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3)。

[5]Andres, Javier, and Ignacio Hernando. Does inflation

harm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or the OECD [C]. The Costs and

Effects of Price Stability. Feldstein, Martin,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 315-341.

[6]Barro, Robert. Inflation and growth [Z].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26, October, 1995.

[7]Fischer, Stanley.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 vol. 32(3),

pp 485-512.

[8]Hodrick, R. and Prescott, E.. 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97,  29(1), 1-16.

[9]Kuijs, Louis.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

ance evolve? [Z].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 No. 5, 2006.

[10]Rawski, G. Thomas.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 12(4), pp298-302.

[11]Wang, Dewen, Cai Fang and Lin Songhua. The jobless

growth puzzl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China [J]. In-

dia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7, No.3.



11

一 、我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历史回顾

制度变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在促进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资

源的开发注入了活力。过去30年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有

效开发，已经成功地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西

蒙，2000；蔡日方，200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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