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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型工业化与扩大就业的关系研究

吴金桃
*1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安

徽省为背景，分析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从而明确扩大就业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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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报告(2002)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要走一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能否

创造就业岗位以及能否让更多的人获得就业岗位的关键。本文具体分析内涵中涉及的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城市化对

安徽省就业的影响。

1 安徽省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影响就业的因素分析

1.1 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科技进步对就业有双重影响，表现为促进和抑制。本文引入了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作为量化指标，通过弹性系数来分析

安徽省科技进步与就业的关系。就业的量化指标用就业总量(L)来衡量，科技进步用科技投入来反映，科技投入根据狭义概念，

用R&D经费(T)投入来衡量。其公式为：

ET=(ΔL/L)(ΔT/T)×100% (1)

根据安徽省的就业和技术进步现状，从安徽省历年统计年鉴中选取1995—2008年就业人数总量和R&D经费(研究发展经费内

部支出)实际投入指标计算得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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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由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科技进步对就业拉动的弹性系数除1998年全为正，通过表1的计算结果说明正负效应抵消后，结果是起拉动作用的。虽然如

此，但我省的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弹性系数一直不高，说明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技术进步每增长一个百分

点，在最好的年份能够拉动就业0.11个百分点。另外，R&D经费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从长期来看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即随着经费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能提供较多的岗位。

1.2 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

新型工业化内涵中强调的经济效益好，首要的要求便是经济结构好，所谓经济结构好，就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

本文借助“就业弹性”
①2
的概念来具体进行研究。

本文用EK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弹性系数，L为就业总量，ΔL为就业人数增长量，GDP的增长代表经济的增长。

计算结果如表2：

2 ①就业弹性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增长变

化的百分点。在同样经济增长速度下，就业弹性越大，吸纳的就业人数越多，反之则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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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由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三次产业就业弹性不够稳定，呈现波动起伏。

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在13个年份里呈现负值或者趋于0，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安徽省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经饱和，并向其他产业转移，这也符合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总体上富于弹性，表

明安徽省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的产业。

另外，由表2还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就业的弹性变化与第二、第三产业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当第一产业的剩余人口增加，

就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当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或产业内部调整时，“挤出”的一部分就业人口就会又

回到第一产业。

1.3 城市化对就业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通常都是用城市化率指标来反映，城市化率的公式是：

为了深入地研究安徽城市化水平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对安徽1995年以来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用

SAS软件进行了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Yi=a+bX

其中，yi表示三产就业比重，x表示城市化水平。根据这一回归模型，用1995—2008年以来安徽三产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

资料(表3)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三产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回归方程：

Y1=75.821-0.7414X；R2=0.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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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7.0876+0.4109X；R2=0.7559；

Y3=12.078+0.499X；R2=0.6989；

资料来源：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经验证，拟合度都较高，由回归方程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高度负相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

分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下降0.7414个百分点，这和城市化的内涵也是相符的，由于城市的生活水平高，经济发展快，一

系列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因而吸引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减少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

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下降0.4109和0.499个

百分点。城市的发展加大了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从而可以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人口和城市未就业人口。

2 安徽省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型工业化必然会对安徽省就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既为增加就业

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机遇，但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和促进，便会加剧失业的危机。

首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是增强安徽省竞争比较优势的需要，也是缓解我省巨大就业压力的需要，并且也是强

调“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要适应新型工业化

的要求，加快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安徽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快实现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

其次，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三产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新型工业化会改变经济结构，从而引起就业结构

发生重大变革。短期内会出现“机器排斥工人”的结构性失业，也会使本身在知识结构和劳动技能欠缺的劳动者失业。但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应用也会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最后，加快改造传统农业，用高新技术推动农业发展。把科学技术具体运用于农业、农村、农民，以解决三农中的实际问

题。归根结底的方法是积极引导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农村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和创业，把先进的技术带进农村，以此带动农村产业

的升级，既能发展农村科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大学生和农村人口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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