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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就业与保增长

———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郁建兴 　瞿志远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国政府开始以保增长作为

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回升 ，就业却依

然严峻 ：新增就业负增长的态势仍未改变 ，劳动力需求减幅较大 ，隐性失业情况严重 ，农民工成为企业裁

员的主要群体 。保增长目标的实现并不能自动带来结构调整 ，有时还会加重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伴随着

就业弹性系数的不断变化 ，三次产业的就业拉动能力进一步分化 ，一味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

长的主要手段会进一步固化原有产业结构 ，并使保增长与保民生之间关系紧张 。为此 ，政府需要切实推

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刺激居民消费并引导其调整消费结构 ，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的目标 。

［关键词］金融危机 ；保增长 ；就业 ；浙江省

Employment and Maintaining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Financial Crisis ：
A Study Based on Zhejiang
Yu Jianxing 　 Qu Zhiyuan

（College o f Public A dministration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７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２００８ has made huge impacts on China摧s economy ．
Chinese government set M aintaining Stable Economic Grow th as its top priority and target ，
enacting a series of macro‐control measures to stimulate economy grow th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２００９ ，macro‐economic recovery began and it has been improving steadily so far ．How ever ，
unemployment is still a tough issue ：the trend of negative increase of new jobs has not changed ，
demand for labor is decreasing dramatically ，hidden unemployment remains high ，and migrant‐
w orkers become the major group of corporate dow nsizing ．T he realization of securing economic
grow th could not bring about structure adjustment automatically ， and it w ill aggravate



structural problems even worse ．As the coefficient of employment elasticity changes consistently ，

three industries摧 abilities to increase employment go on further differentiation ． Investing fixed
assets as the major approach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 th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original
structure ， resulting in a tense relationship betw een economic grow th and people摧s liveliho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economic grow t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摧s livelihood ， the government should effectively focus on the issu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pdating ， employment ，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Zhejiang Province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经济增长困难明显加大 。

中国政府开始以保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

策 。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 ，把扩大内需作为保

增长的根本途径 ，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 ，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在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动下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中国 GDP增速回升到 ７ ．１％ ，全年增长 ８％ 的目

标可望实现 。但保增长目标实现的同时是否达成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的目标 ，尚有待观察 。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民生之本 ，保增长就是保民生 ，保民生就是保就业 。本文通过考察浙江省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０９年 ８月的就业变化 ，揭示出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保增长举措与就业之间存在

着紧张关系 ，以此来考量保增长举措的民生效应 。

一 、研究背景 、理论框架及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 ·奥肯曾于 １９６２ 年提出了“奥肯定律” ，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

在着反向变化的规律 ，也即伴随着失业率下降 １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率会上升 ３个百分点 ，反之

亦然［１］９８ １０３
。然而 ，随着工业化 、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无就业的增长”甚至“负就业的增长”

现象的出现已经突破了基于美国经验的“奥肯定律”
［２］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与就业尽管

都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却越来越小 。 据统计 ，从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７年 ，中国 GDP年均增长率为 ９ ．７６％ ，但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 １ ．８４％
［３］

，就业压力未能

得到根本性缓解 ，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时期 ，

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促成“无就业的复苏” 。 蔡昉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认为 ，出现“无就业的

复苏”的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 ，即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集体行为造成产业的转移 ，中国

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现象［４ ５］
。因此 ，中国的保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放在首位 ，在引导政府

和社会投资时 ，参照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顺序［６］
。 事实上 ，中国出现“无就业的增长”或

“负就业的增长”的可能性 ，不仅在于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就业弹性系数逐渐下降 ，而且在

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虽然相同 ，但两者的工业化过程与途径却有着巨大差别 ，中

国在传统产业劳动力转移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析出现象 。 因此 ，除

了就业弹性系数 ，我们需要考察经济增长结构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

影响 。

５３第 ６期 郁建兴 　瞿志远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就业与保增长 ———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与居民收入等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① ，合理的产业结构会

带来经济增长 、就业 、居民收入等的良性循环 ，反之则会带来恶性循环 。如图 １所示 ，产业结构会对

就业结构产生影响 ，又通过就业结构和资本回报率影响收入分配 ，而收入分配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

需求产生影响 ，同时又通过两者影响 GDP的增长结构 ，进而又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另外 ，失业率

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 ，健康

保障领域等社会保险方面的福利享受资格开始从“身份”转变为“契约” ，社会成员就业与否至关重

要 ，失去就业岗位会对社会保险的享受等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 ，在就业群体中 ，社会成员的收入分

化对于个人缴费制的医疗保障等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它并不完全建立在公民资格基础上 ，还建

立在个人贡献（缴费）基础上 。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是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其中劳动就业更是民

生之本［７］
。可见 ，产业结构与就业对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非常重要 ，合理的产业政策应具有明显的

就业效应 、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可持续发展效应［８］２１４
。

图 1 　经济增长结构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

长期以来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具有民营经济发达 、外向型经济活跃和中小型企业数量众多等

重要特征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外部需求的急剧下降对浙江省外向型经济构成了直接挑战 。

许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差开始陷入困境 ，企业倒闭 、停产 、裁员等现象比较严

重 ，失业人员不断增多 ，就业严峻 。为应对危机 ，浙江省提出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推进发展方式

转变”的战略方针 ，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稳定出口 、扩大投资 、刺激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 ，并突出

强调“保增长就是保民生 ，保民生就是保就业” 。在这些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下 ，浙江省经济运行形势

逐渐好转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以来 GDP增速逐月企稳回升 ，上半年 GDP增长率达 ６ ．３％ 。虽然出口

贸易未出现大幅度回升 ，但由于投资和消费的扩大 ，全年保增长的目标有望实现 。另一方面 ，目前

的调查数据显示 ，这一时期内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未出现大的波动 。但我国目前的城镇登记

失业率数据由于统计方法 、统计标准 、年龄界限 、统计口径等问题 ，并不能全面 、详细地反映就业状

况 。因而 ，在 ２００９年保增长目标可望实现的情况下 ，要判断保就业进而保民生的目标是否也能够

实现 ，还需要考察就业总体情况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居民消费结构等是否发生了变化 。

政府部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仅只能反映部分失业人群的情况 ，而且具有静态性特征 ，无

法体现就业的动态变化 。为全面 、具体了解浙江省的经济运行状况和就业变化 ，本研究课题组在收

集政府公报 、网上数据外 ，还于 ２００９年 ７ — ８月对浙江省 ９９个县（市 、区）进行了集中专题调研 ，获

得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０９年 ８月间的大量第一手数据 ，本文如无特别说明 ，所用数据和案例均为此次调研

所获得 。本文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 ，考察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化之间的关系 ，对部分无

法直接获得数据支撑的内容采用案例说明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 ：基于研究需要和获得数据的性质 ，采

用宏观数据的面上分析和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数据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考察浙江省经济运行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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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配第 — 克拉克定律” ：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对三次产业劳动力比例的影响 ；“刘易斯 — 费 — 拉模型” ：经济发展的

三个阶段 ；“多国模型”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 ，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 。



状况 ；然后 ，通过对就业总体情况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分析 ，考察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就业产生的影响 ；通

过对经济增长结构 、产业结构的分析 ，揭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联系 ；最后 ，重点考察保增长目标的

可望实现是否能够同时产生保就业 、保民生的效应 ，并基于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

二 、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就业的冲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以及在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经济逐渐企稳回升的情况下 ，浙江省的就业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

第一 ，就业增长有所回升 ，但就业负增长和隐性失业问题突出 。

表 １显示 ，２００７年以来浙江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呈总体下降趋势 。 ２００８年全年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同比增长 １０ ．２８％ ，但相比 ２００７年下降了 １０ ．９３个百分点 ，降幅较大 。 ２００９年则出现了

负增长 ，尤其在 ２月末达到了 － ６ ．８１％ ，尽管在 ４月和 ５月有所回升 ，但在 ６ — ８月又出现同比下降

态势 ，负增长状态依然没有改变 。

表 1 　浙江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百分比（2007 — 2009年 8月）

年 　份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月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００９年 ８月

人数（万） １６２ 灋．９８ １７９ A．７３ １１ )．６３ ２５ )．２０ ３２ (．４２ ４０ (．１２ ４５ '．９９ ５２ '．４３

同比增减（％ ） ２１ 灋．２１ １０ A．２８ － ６ )．８１ － ２ )．８２ － １ (．６４ － ３ (．０９ － ３ '．３６ － ３ '．６２

另外 ，隐性失业问题严重 ，平均劳动报酬增速趋缓 。杭州市劳动力工作时间调查数据显示（见

表 ２） ，２００６年 ５月至 ２００８年 ５月杭州市劳动力周人均工作时间基本保持稳定 ，但到 ２００９年 ３月

劳动力周人均工作时间下降为 ４５ ．４６ 小时 ，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相比 ，劳动力周人均工作时间缩短了

３ ．４６小时 。与此同时 ，还有一批企业处在半停产状态 ，由于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明确 ，因此企业并没

有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职工常常处于放长假 、等订单的状态 ，属于隐性失业状态 。伴随着新增就

业增速负增长和隐性失业问题的凸显 ，从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明显趋缓 ，２００９年第一

季度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 ８ ８０４元 ，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４ ．３％ ，这是自 １９９９年以

来增幅最小的一年 ，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６个百分点 。

表 2 　杭州市劳动力调查中周人均工作时间的比较 单位 ：小时 　 　

调查时间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２００９年 ３月

周人均工作时间 ４８ 摀．９４ ４８ )．２８ ４８ 靠．９２ ４５ V．４６

　 　 数据来源 ：杭州就业网枟杭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告枠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ht tp ：／／www ．

hzjob ．com ．cn／newAction ．do ？ method ＝ detailContent & id ＝ １４９８&nw Type ＝ 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第二 ，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劳动力供需矛盾仍然存在 。

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口出现分化 。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轻工行

业从业人员出现减员状况 ，其中装备制造业减员幅度较大 。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 ，浙江省以

出口为导向 、从业人员占规模以上工业 ３５％ 左右的 ６ 个劳动密集型轻工行业从业人数同比减少

３ ．３％ （８ ．９万人） 。从业人员占近 ４０％ 的装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同比减少 ４ ．９％ （１７万人） 。在此影

响下 ，轻工业从业人数减少 ２ ．９％ ，但仍低于重工业 ４ ．５％ 的水平 。而技术 、资金密集度较高行业从

业人数有所增长 ，增幅为 １ ．５％ 。 这一类型的主要行业中 ，饮料（９ ．３％ ） 、医药（４ ．２％ ） 、化学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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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 、化纤（０ ．６％ ）和农副食品（０ ．５％ ）从业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① 。

三次产业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分化 。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所占比重有所提高 ，但总体劳动力需

求呈下降态势 。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全省 GDP增长 ３ ．４％ ，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回落８ ．４

和 ６ ．７个百分点 ，其中第二产业分别回落 １５ ．５和 １２ ．４ 个百分点 ，但服务业回落幅度仅为 ０ ．６和

０ ．４个百分点 ，表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了 ４６ ．３％ ，分别比去年

同期和去年全年提高 ４ ．２和 ５ ．３个百分点 ② 。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带来各部门劳动力需求状况的改

变（见表 ３） 。以杭州市为例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岗位需求为 ３３ ．８万个 ，为新增就业岗位的

主要提供者 。一方面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较去年同期和上季上升 ８ ．２２和 １ ．３７个百分点 ；另一

方面 ，第三产业的岗位需求则较去年同期和上季比重下降 ７ ．８６和 １ ．２８个百分点 ，绝对数值下降了

６ ．５万个和 ４ ．７万个 。可见 ，在第三产业所占 GDP比重与劳动力需求的比重同时出现上升的情况
下 ，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值却在下降 。此外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全省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举行的招聘会虽然没有减少 ，但是入场企业明显减少 ，提供岗位数量明显下降 。金融危机对浙江省

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

表 3 　 2009年第一季度杭州市按产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状况

产 　业 需求人数（人） 　需求比重（％ ）

第一产业 ５ ５７８ �１ 北．１８

第二产业 １２８ ５０１ �２７ 北．２２

第三产业 ３３８ ０３８ �７１ 北．６０

合 　计 ４７２ １１７ �１００ 北．００

　 　 数据来源 ：杭州就业网枟杭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告枠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ht tp ：／／www ．

hzjob ．com ．cn／newAction ．do ？ method ＝ detailContent & id ＝ １４９８&nw Type ＝ 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不足 ，未能填补需求的空缺 。表 ４显示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杭州市劳动力市场

供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 ，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劳动力市场需求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下

降了 １ ．１３和 ０ ．７个百分点 ，但 ２ ．２５的需求比相对于全国的 ０ ．８６来说仍高出很多 。可见 ，目前就业仍

不明朗与劳动力存在着巨大缺口之间的矛盾突出 。 “用工荒”的出现主要是一种回补性招工 ，是对危

机时期流失员工的填补 。从表 ５和表 ６的农民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享受人数以及新增人数等数据

可知 ，２００８年底以来浙江省农民工数量呈现持续减少态势 。这些农民工回到流出地后 ，一部分在国家

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下找到了工作 ，而不愿回到浙江 。同时 ，由于西方国家圣诞节临近等假日

经济的带动 ，浙江省的 ７ — ８月份外贸出口订单回升 ，出现了企业不缺订单而缺人的情形 。

表 4 　 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103个城市）及杭州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需求比 与上季相比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全国 ４ ７９２ ３２９ 苘５ ５９３ ３８６ 哪０ 揪．８６ ０ Ζ．０１ － ０ 技．１２

杭州 ４７２ １１７ 苘２０９ ５５１ 哪２ 揪．２５ － １ Ζ．１３ － ０ 技．７０

８３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９卷

①

②

参见浙江统计信息网枟一季度浙江工业用工状况分析枠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ht tp ：／／tjj ．zj ．gov ．cn／art／２００９／５／６／art＿２８１＿
３５５１４ ．html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参见浙江统计信息网枟一季度浙江服务业逆势增长枠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 ，http ：／／tjj ．zj ．gov ．cn／art／２００９／５／１３／art＿２８１＿
３５６２２ ．html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表 5 　 2008年 12月和 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单位 ：万人 　 　

月 　份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２００９年 ２月 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００９年 ６月

总体参保人数 ７２１  ．７ ７１３ B．９ ７１３ p．６ ７１２ 灋．３ ７１０ 烫．２ ７０８ �．１ ７０７ (．４

农民工参保人数 ２６０  ．２ ２５９ B．２ ２５６ p．３ ２５４ 灋．７ ２５５ 烫．８ ２５０ �．２ ２４８ (．８

表 6 　 2008 — 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失业保险享受人数 单位 ：人 　 　

时 　间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

当期总体享受人数 ３８３ ２５３ 浇４２２ ４１５ 1１９１ １９６ 湝１９４ ２０４

当期农民工享受人数 ３５ ９２２ 浇３８ ４１５ 1２９ ２８８ 湝３０ ６８６

总体新增享受人数 ５６ ７０８ 浇６８ ２９１ 1３５ ７１７ 湝３２ １７５

农民工新增享受人数 １７ ７３５ 浇１９ ８７１ 1１６ ４７７ 湝１５ ２８０

第三 ，大部分农民工未纳入统计口径 ，但间接数据显示其就业状况严峻 。

据 ２００９年 ６月数据显示 ，浙江省农民工总数约为 １ ８００万 ，约占全省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总数

的四分之三 ，其中本省农民工 １ ２００多万 ，外省农民工 ５００多万 ① 。但在目前统计口径下 ，城镇登记

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等数据中都只包含了部分农民工 ，更多数量的农民工未能统计在内 。

由于没有直接数据 ，笔者试图通过社保口径以及实地调研案例来侧面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 。

农民工失业保险总体情况趋于恶化 ，参保人数和享受人数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表 ５显示 ，农

民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月开始出现下滑 ，并在 ２００９年延续了这一下滑趋势 。比较

２００９年 ６月和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的全省失业保险和农民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的绝对数量可以发现 ，全

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总数减少约 １４ ．３万 ，其中农民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减少约 １１ ．４万 ，也即农民

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的减员数量约占全省总体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减员数量的 ８０％ 。可见 ，农民工

群体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保险退保的主要人群 。与此同时 ，农民工失业保险的享受人数在本轮

金融危机期间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从表 ６可知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全省失业保险总体

享受人基本趋于平稳 ，但农民工的失业保险享受人数却大大增加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同比增加约

６７ ．０％ ，环比增加约 ５６ ．１％ 。相应地 ，新增失业保险享受人数方面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２００９年上半

年全省新增享受人数与 ２００８年没有太大变化 ，但农民工新增享受人数却大幅增加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同比增加约 ７９ ．１％ ，环比增加约 ５９ ．８％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和享受人数相互印证了农民工失业人

数正在不断增加 。

养老保险退保人数和挂账人数同步增加 ，农民工成为企业裁员的主要群体 。表 ７ 显示 ，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新增退保人数同比增加 ２０ ．６％ ，环比增加 １１ ．７％ 。与此同时 ，挂账人

数从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增长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新增挂账人数同比增加 １３ ．３％ ，环比增加２ ．９％ 。

这一数据尽管是浙江省的总体养老保险变动情况 ，并不能直接反映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但从

各地调研情况来看 ，农民工是就业最不稳定的群体 ，企业裁减的人员普遍以省外农民工为主要群

体 。根据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对 ３８家有不同规模裁员的企业的调查 ，３８家企业共裁减人

员 ４ ６４５人 ，其中省外人员为 ３ ４５０人 ，占 ７４ ．３％ ；省内除余杭区外 ８０４ 人 ；余杭区本地人员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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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网枟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我省“实现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利益双保护”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枠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８日 ，http ：／／www ．zjlss ．gov ．cn／jpm／portal ？ action ＝ infoDetailAction&eventSubmit＿doInfodetail ＝ doInfodetail&id ＝ ３８１０ ，

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１日 。



人［９］
。可以看到 ，农民工群体成为浙江省就业的“缓冲地带” 。而外地农民工失业返乡 ，客观上是将

这部分人的就业压力转移给了其流出地政府 。而在西方国家假日经济的带动下 ，浙江省的外贸出现

回升时 ，企业就遭遇到了“用工荒” ，这种情形正是政府和企业长期将农民工视为“短工”的结果 。在现有

激励机制下 ，各级政府将优先考虑本地城镇职工的就业情况 ，而对于改善农民工特别是外地农民工的就

业情况则缺乏足够动力 。

表 7 　浙江省养老保险新增退保和挂账人数 （2008 — 2009年上半年） 单位 ：人 　 　

时 　间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

退保人数 １０１ ４７７  １０９ ５０８ ゥ６５ ８１４ 3５６ ５２１ 照
挂账人数 ８１８ ８６１  ９０２ ０３５ ゥ４８９ ８９４ 3４３８ ０３０ 照
综上所述 ，浙江省进入统计口径的总体就业状况尽管比较稳定 ，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增长有所

减缓 ，劳动力需求下降趋势明显 ，劳动力周人均劳动时间也出现下滑趋势 。与此同时 ，就业结构发

生了较大变化 ，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出现分化 ，第二产业仍然是新增就业

岗位的最主要提供者 。按照群体划分 ，现有统计口径之外的农民工就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较

大 ，失业情况相对严重 ，就业呈现不稳定状态 。

三 、经济复苏为什么不能明显改善就业 ？

从上文可知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以来 ，浙江省的 GDP 出现了大幅回升 ，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

无论是劳动力需求的下降 ，还是社保参保人数的减少以及享受人数的增加 ，都反映了这一现实 。究

其原因 ，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就业弹性系数持续改变 ，不同产业的就业拉动能力出现分化 。

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历程来看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由于工业化 、信息化等技术革命带来劳动

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单位经济增量所需的劳动力人数开始减少 ，表现为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 。表 ８和

表 ９显示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年全国就业弹性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并保持低位运行状态 ，GDP增长对就
业的拉动能力越来越弱 。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 ，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位于世界较低水平［１０］

。

表 8 　全国及浙江省就业弹性系数统计 （2003 — 2007年）

年份 ２００３ J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全国 ０ 览．０９ ０ 膊．１０ ０ い．０８ ０ 棗．０７ ０ 墘．０６

浙江 ０ 览．２０ ０ 膊．１７ ０ い．２８ ０ 棗．１７ ０ 墘．５０

　 　 数据来源 ：根据全国及浙江省历年统计公报计算而得 。

表 9 　浙江省历年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统计（1999 — 2003年）

年 　份 １９９９ J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第一产业 － ０ 铑．８５ － １ 噜．０２ － １ 佑．３７ － １ 排．５１ － １ 父．４１

　 　第二产业 　 ０ 铑．２７ 　 ０ 噜．３７ 　 ０ 佑．５７ 　 ０ 排．８２ 　 ０ 父．５３

　 　第三产业 　 ０ 铑．６６ 　 ０ 噜．７０ 　 ０ 佑．６２ 　 ０ 排．２９ 　 ０ 父．２８

　总 　计 　 ０ 铑．１２ 　 ０ 噜．１６ 　 ０ 佑．１９ 　 ０ 排．２２ 　 ０ 父．２０

　 　 数据来源 ：邬雪芬枟劳动就业特征的实证研究枠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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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全国和浙江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还不足以解释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变化趋势 ，我们需要

更具体地讨论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情况 。表 ９显示 ，从 １９９９年到 ２００３年 ，浙江省第一

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则呈现整体上升态势 ，但时有波动 ；第三

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呈现总体下降态势 。可见 ，不同产业的就业拉动能力出现了分化 。由于农业

规模化 、科技化 、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剩余劳动力析出越来越

多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变化态势表明 ，浙江省的第二产业仍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 ，这也

解释了浙江省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的特征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吸纳新增

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约 ７５％ 的已就业岗位以及 ９０％ 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来自中小企业 。与此同

时 ，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也正是这部分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第三产业

的就业弹性系数在 ２０００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并于 ２００２年开始低于第二产业 。这体现了第三

产业在一开始吸纳了从第一 、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但由于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力吸纳能

力逐渐达到饱和状态 ，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 ，还未能对就业吸纳产生重大的规模效应 。特别

是随着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 ，产业结构中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包括汽车 、房地产等）以及生产资料部

门等的发展不仅对就业拉动较小 ，而且将扩大居民的收入差距［１１］
。

第二 ，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方式仍未改变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

变化 。

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浙江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就业状况 ，还需要从经济增

长方式中寻找原因 。金融危机对浙江省的进出口影响较大 ，而且外部需求何时能够回升目前还不

明朗 。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为 ８３０ ．３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８ ．９％ ，其中出口 ５８７ ．５亿美

元 ，下降 １９ ．６％ ，降幅比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扩大 ２个百分点 ；进口 ２４２ ．８亿美元 ，下降 １７ ．１％ 。长期

以来 ，以固定资产投资 、消费和以出口为核心的外需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在外部

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的背景下 ，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投资和消费来拉动 。

２００９年 １ — ８月 ，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好的运行态势 ，投资增幅稳中加快 ，限额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 ５ ７８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４ ．６％ ，比上年全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分别加快 ４个百分点和 ３个

百分点 。从投资主体看 ，以国有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继续快速增长 ，１ — ８ 月 ，国有投资增长

３３ ．３％ ，远远高于非国有投资增长 ６ ．４％ 的水平 。其中 ，限额以上基础设施投资 １ ６３３ 亿元 ，增长

２９ ．７％ ，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 、去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提高 １４ ．０ 、２２ ．７和 ２ ．３个百分点 ，九大类基

础设施投资均保持增长态势 ① 。截至今年上半年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９３８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９ ．９％ ，并呈现出逐月加快发展态势 。其中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分别为 ６４３ 、６４和 １０４

亿元 ，分别增长 ６ ．４％ 、２６ ．３％ 和 １９ ．１％ 。在住宅投资中 ，９０平方米以下和经济适用房增长相对较

快 ，增幅分别为 ２１ ．４％ 和 ２１ ．３％ ② 。

与此同时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所回升 ，并且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表 １０和表 １１显

示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 ０３２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３ ．７％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

长 １５ ．９％ ，实际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５ ．７个百分点 ，但相较 ２００８年的增幅（１９ ．８％ ） ，则出现了

较大下滑 。相应地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 ６ ．９％ 和 ６ ．５％ 。

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虽然在 ２００９年都出现了增长 ，但 ２００９年全省社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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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浙江统计信息网枟１ — ８ 月我省限额以上投资增长 １４ ．６％ 枠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http ：／／www ．zj ．stats ．gov ．cn／art／
２００９／９／２７／art＿５４１＿３７２５５ ．html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

参见浙江统计信息网枟上半年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９ ．９％ ，增幅稳步提高枠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ht tp ：／／tjj ．zj ．gov ．cn／
art／２００９／７／３０／art＿５４１＿３６７２０ ．html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可见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虽然增加了 ，但消费品支

出在总支出中的所占比例却出现了明显下滑 。

表 10 　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状况（2007 — 2009年 3月）

　时 　间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亿元） 同比增长（％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亿元） 同比增长（％ ）

　 ２００７年 １４ ０９１ `１ `．６ ６ ４４２ }７ 晻．５

　 ２００８年 １５ １５８ `２ `．７ ７ ０７２ }４ 晻．３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 ７ ９７０ I６ `．９ ３ ９７０ }６ 晻．５

表 11 　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状况（2007 — 2009年上半年）

　 　 　时 　间 零售总额（亿元） 同比增长（％ ）

　 ２００７年 ６ ２１４ 佑１６ 8．７

　 ２００８年 　 ７ ４４１ 栽．７ １９ 8．８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 ２ ０２０ 佑１３ 8．１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４ ０３２ 佑１３ 8．７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发现 ，浙江省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 ，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方式来刺激经济

增长 。图 ２显示 ，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年 ，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 GDP 比重始终高于消费额 。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固定资产投资额收缩严重 ，在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所占 GDP比重下降为 ３５ ．３％ ，

低于消费额 ８ ．３个百分点 。但这一情形很快发生扭转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 ，浙江省固定资

产投资额所占 GDP比重再次超过消费额 ，达到 ４３ ．７％ ，环比上涨 ８ ．４个百分点 。

图 ２ 　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额 、消费额占同期 GDP比重（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第三 ，传统产业结构进一步固化 ，经济复苏与就业困境并存 。

早在 ２００５年 ，浙江省人均 GDP就已经突破 ３ ０００美元大关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

变的一般规律 ，浙江省的产业产值结构应该为“三 、二 、一”的排序 ，但事实上 ，浙江省产业产值结构

中第二产业仍高于第三产业 。从统计数据上看 ，第二产业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仍然是经济发展

的主导力量 ，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

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经济刺激手段的方式进一步加固了这种传统产业结构 。如图 １所示 ，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 、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固定资产投资会带来经济

增长 ，但传统产业结构也随之进一步加固 ，并进而影响到消费结构和就业结构 。这样的产业结构特

征 ，加上就业弹性系数出现的变化 ，就可能出现“无就业的增长”或“负就业的增长”现象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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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２００９年 ７ — ８月尽管在西方国家假日经济的刺激下 ，浙江省的外贸需求有了一定回升 ，并在一

定程度上出现“用工荒”现象 ，但与这种传统产业结构相契合的只能是低成本和低价格的市场竞争

战略 ，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 ，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低收入水平 、收入

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倾向 ，并影响消费结构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和产业结构 。并且

低收入水平还必然会对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享受水平产生影响 ，因为与低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只能

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并不限于浙江省 ，同样地 ，这种投资拉动型 、出口导

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浙江省所特有的 ，而且也不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实现保增长目标而形成

的 。事实上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和动力 。

资本和劳动力是两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 ，因此资本的深化本身就会对

就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１２］
。更重要的是 ，这种资本投入的重点领域往往就是那些就业拉动能力

相对较低的固定资产投资 。从短期看 ，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的方式必然会拉动部分

就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然而 ，正如前文所述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以及居民消费和

收入将可能因此陷入恶性循环 ，最终不仅保民生目标难以实现 ，经济发展自身也将陷入困境 。因

此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可能仅仅由短期刺激来解决 ，它应该是配合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

战略 。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应该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 。

２００９年 ９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保增长的关键阶段 ，将继

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 ，同时 ，“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 ，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 ，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 ，更加注重

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 ，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就要求将保增

长与调结构 、保民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将调结构 、保民生的要求贯彻落实于保增长的全过程 。

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调整产业结构 。在稳定出口的同时 ，将原先出口的生产能力与国内需求

有效结合起来 ；加快农业集约化发展进程 ，积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继续发展第二产业 ，就浙江具体

情况来看 ，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仍然很强 。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看 ，随着工业化和

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拉动的贡献相对越来越小 ，而第三产业的贡献则

越来越大 。因此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 ，明确服务业发展目标 ，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 ，积极

推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相对滞后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同时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 ，加强和改善政府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引导劳动力在产业间合理配置 。

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就业结构调整 ，而就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因此 ，在调整产业结构

的基础上 ，需要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 （１）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 ，

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 、区域和身份歧视 ，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为所有劳动者提供

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 ，促进劳动力自由 、合理流动 。 （２）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以市场为

导向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和就业信息网络 ，确保供求双方及时获得政策咨询 、就业信息 、就业指导

和职业介绍 。将农民工 、农业就业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纳入到就业和失业率统计口径内 ，建立包含

绝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监控机制 ，及时掌握就业状况变动信息 。 （３）健全职业教育和培训机制 ，建

立覆盖城乡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 。根据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 ，建立一批重

点高级技术职业院校 ，培养一支高级技术工人队伍 。以重点中高等职业院校为依托 ，建立社会工作

和社会福利服务专业（如针对高龄老年人和相当部分残疾人的长期护理服务） ，通过减免学费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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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以及定向就业等方式 ，吸引初高中毕业生进入这些专业学习 。对由于技能落后失业而领取

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强制进行职业培训 ，以提高其劳动市场竞争力 。 （４） 实施统一

的 、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 ，规范管理体制和待遇发放办法 ，建立明确的待遇增长

机制 ，确保失业人员能够领取到替代率适中的失业保险金 ，以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并促进其

再就业 。 （５）建立再就业和失业保险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体制改革中提出的

“工作福利”概念值得借鉴 ，即转变直接支付失业保险金的被动促进再就业的方式 ，进而通过设计激

励和惩罚措施来调动失业人员寻求再就业机会的积极性 。

长期以来 ，制约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 ，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

情况下 ，城乡居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和信心相对不足 。政府直接大规模地投资固定资产固然可以

起到刺激内需的作用 ，但这种方式是短期的 ，内需也是“被动地”获得扩大 ，并且还有可能挤出私人

投资 ，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才是长期 、可持续的内需扩大途径 。因此 ，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同

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仅能够直接保障民生 ，而且还是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手段 ，可谓是经

济问题的社会性解决之道 。

（课题组成员王诗宗 、何子英 、董淑莉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特别感谢姚先国教授 、郭继强教

授以及浙大社科学报匿名评审人对本文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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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指导下的自主创新学习的教学策略
杨 　琳 　焦新龙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６）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科技成果 ，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及教与学资源的设计 、开发 、利

用 、评价和管理 ，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与实践 。在现代教育技术指导下 ，自主创新性的教学策略以给学生提

供个人空间 、选择机会 、展示舞台为操作原则 ，力求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预期性和参与性 。

１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 ，好的开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能引起和培养学生的兴

趣 ，是展开课堂教学过程的第一步 。导入新课的方法很多 ，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具有很大的优势 ，它将声 、光 、图 、

影等结合在一起 ，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学生展示 ，只要精心设计 ，所有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种传授方式 。此外 ，

还可以在课堂提问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提出问题 ，课堂提问的方法很多 ，如

利于掌握系统知识 、减少难度而铺路搭桥的铺垫法 ，为突出重点而设计的核心法 ，由学生进行评价得出正确结

论的评论法 ，从不同角度得出多种答案的发散法 ，创设生动愉快的教学情境的激趣法等等 。

２ ．营造民主 、和谐课堂气氛的策略 。首先 ，要建立平等 、民主 、合作的师生关系 。在课堂教学中既要克服

教师中心的思想 ，又要扬弃学生中心的思想 ，应以教学互动 、教学相长的现代教学观为基础 ，建立平等 、民主 、合

作的师生关系 。教师从学习目标的设计 、学习活动的组织 、学习策略的选择到学习成果的评价 ，都要为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自主学习 、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而创造机会和条件 ；教师要对每个学生充满爱 ，尊重每个学生的人

格 ，为学生创设宽松 、和谐的课堂气氛 ，使师生相互作用于共同的教学活动之中 ，强化教学合作 ，使学生学会参

与 、学会合作与竞争 、学会关心 、学会创造 。其次 ，要创设一种自主创新性学习的课堂情境 。教师要开发学生的

无意学习资源 ，充分重视无意注意 、无意记忆 、无意想象等动力功能 ，把有意学习和无意学习结合起来 ，充分挖

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要开发教师非言语教育行为 、课堂交流 、人际关系和课堂心理气氛的教学潜能 ；要设计课堂

教学的问题情境 ，鼓励学生勇于提出问题 ，大胆质疑 ，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允许学生幻想 、联想 、想象 ，开

发学生的想象力 、审美力 、创造力 ；还要设计课堂学习成功的情境 ，鼓励学生敢想 、敢说 、敢做 ，勇于自我表现 ，标

新立异 ，充分展现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创造才能 。最后 ，要建立良好的教学情绪气氛 。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和

支持 ，主要指对他们能力上的信任和鼓励以及方法上的指导 。信任他们 ，可使他们勇于冒风险 ，敢于突破常规 ；

适当的指导 ，既能解决学生前进道路的障碍 ，又不致伤害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

３ ．指导学生学会学习的策略 。首先 ，要掌握常用的指导方法 。课堂教学中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如归纳理解阅读内容的归纳法 ，步步观察思考的程序法 ，正反两种相比较的

对比法 ，实践操作（训练）中渗透的渗透法 ，多角度思考求异法 ，借助歌诀 、顺口溜的歌诀法 ，纠正错误的矫正法 ，

设疑探索的设疑法 ，独立自主研究思考的研究法 ，构建系统的网络式立体结构的结构法等 。其次 ，要灵活选用

恰当的方法 。指导学生学会学习 ，要针对学生的年龄 、心理特点 ，创设积极的情感环境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去

思考问题 ，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注重课堂教学的训练 。既要面向全体学生 ，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 ，做

到点面结合 ，有效地进行学法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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