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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我国城镇就业问题研究 

摘       要： 

本文围绕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影响问题，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出发，运用现实

经济数据，建立了影响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模型，并据此对 2009 年和 2010 上半年的就

业情况进行预测。 

对于问题一，我们选择城镇就业人数作为社会就业情况的衡量指标。再通过大量文

献查阅，并结合经济学理论，首先确定了部分可能对城镇就业人数产生影响的因素，然

后通过相关统计技术分析最终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GDP 和科技投入确定

为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主要指标。 

对于问题二，由于经济序列的非平稳性，我们对变量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

检验，并据此建立了城镇就业人数和其影响因素的多元对数回归模型。考虑上述回归模

型仅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我们借助 ECM 模型对变量间短期波动和长期稳定

关系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并进行了方差分解。 

对于问题三，由于在问题二建立的模型使用的是全国平均数据，为了避免这种平均

化处理造成的数据丢失，从而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我们将省作为地区划分的标准，建

立分地区的城镇就业人数影响模型。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又分别从东部，中部，西部

各取一个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并据此建立了分地区的城镇就业人数影响模型。 

对于问题四，在问题二建立的模型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并结合当前经济运行数据，对 2009 年和 2010 年上半年的就业状况进行预测，得出 09

年大约新增就业 1040 万。 

对于问题五，我们从建立的模型和就业前景仿真结果，提出了提高城镇就业人口数

的三项政策建议：(1)继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发展; (2)积极发展高质量对外贸易;(3)

合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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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重述 

就业（或者失业）是社会、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影响就

业（或者失业）的因素很多。从宏观层面上，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都是重要

的因素；而从中观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当然，中央政府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实行不同

的扶持政策都会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2008 年我国经济社会经受了历史罕见的考验，GDP 依然保持

9%以上平稳较快增长，城镇新增就业 1113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2009 年我

国就业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难以在短期内复苏；二是

今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三是国内消费需求乏力；四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与市场预期不

确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所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中央政府从 08 年 10 月开始实施了 40000 亿元的投资计划，确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

划，采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措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增加出口。同时，中央财政拟

投入 420 亿元资金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09 年我国在就业方面的目标：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以内。 

请在参考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利用近年来我国有关的统计数据并结合一年多来我

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数据，就我国就业人数或城镇登记失业率研究如下问题。 

1. 对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寻找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或指标。 

2. 建立城镇就业人数或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上述主要因素或指标之间联系的数学模

型。 

3.对上述数学模型从包含主要的经济社会指标、分行业、分地区、分就业人群角度，

尝试建立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由于时间限制，建议适度即可） 

4.利用所建立的关于城镇就业人数或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数学模型，根据国家的有关

决策和规划对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的我国就业前景进行仿真（可以根据模型的需要

对未来的情况作适当的假设）。 

5．根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和仿真结果，对提高我国城镇就业人口数或减少城镇登

记失业率提出你们的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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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的假设 

1、假设不考虑劳动力供给对城镇就业人数的影响 

2、假设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3、假设 2009 年到 2010 年期间无突发事件影响 

 

三、符号的说明 

符号 符号说明 

JYRS  全国城镇就业人数 

XFZS  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JCK  全国进出口总额 

GDP  全国 GDP 总量 

KJTR  全国科技投入总量 

SJYRS  省城镇就业人数 

SAGDP  省平均 GDP 

SJCK  省进出口总额 

SXFZS  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四、问题的分析及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4.1  问题的背景资料 

充分就业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三大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理论界基本上形成了以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就业理论等为代表的八大就业理论。而在实

证方面，国内外学者也利用现实数据对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 8%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就业问题依然严峻，现实中

大量大学生就业难，社会中大量隐性失业等矛盾突出。特别是 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外

贸需求急剧萎缩，依靠外贸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

出，随之而来就是强大的就业压力。党和国家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以缓解当前的这一系

列矛盾。并提出 09 年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以内的

就业目标。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也只有对我国就业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找出问题所在，才能提出好的对策破解我国就业难题。 

本文正是在这一经济，社会背景下，对我国就业问题进行一定的探究，希望能对解

决我国就业起一定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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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问题一的求解 

4.2.1 问题一的分析 

学术界对失业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影响失业的因素。其中，奥肯定

理认为失业率与 GDP 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而“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认为

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理论对影响失业

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很多的指标。因此要研究就业问题，我们首先要根据相关理

论和文献找出可能影响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的相关因素。然后，借助统计工具，对这些因

素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对这些因素进行筛选，并最终确定本文的研究指标。 

4.2.2 问题一的求解 

4.2.2.1 选择指标 

通过对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由于我国经济具有特殊的二元结构，在农村劳动力市场

的大量的隐形失业人群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城镇劳动力供给趋于无穷。对我国城

镇劳动力市场而言，劳动力供给不是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对市

场的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要研究就业问题也主要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需求是由社会总需求所决定。所以对就业问题的研究

也就更多的转化为对社会总需求的探究。而对社会总需求主要是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

行。总量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影响全社会需求总量的因素分别为投资，需求，出

口。而对于结构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就存在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也必然导

致就业的不平衡，在传统产业中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同时，在某些领域则同时出现了劳

动力紧缺的现象。同时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产业升级不断升级，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也不断加剧，这也将导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以下指标

作为研究的对象。 

（1）就业状况指标 

评价社会就业状况的指标有多种，常见的有失业率和就业人数，考虑失业率是一个

比例指标，同时受到城镇失业人数和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我国统计数据的局限

性又导致城镇劳动力供给指标的缺失，这给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不便，而城镇就业人数作

为一个数量指标，本身只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也能直观的反应社会就业状况。为

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本文选择城镇就业人数作为城镇就业状况的指标。 

（2）影响城镇就业状况的指标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更多由劳动力的需求方面所决定，而劳动力的需求则由社会总

需求所决定。所以我们从宏观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实际数据情况，确定了以下反应社会

需求总量的指标作为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因素：全社会固定生产投资总额，居民消费品

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货币量 M1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另外，因为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大量存在，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来考虑

失业问题，对此我们确定了将三产/二产的比例，科技投入合计这两个对社会经济经济结

构的指标作为影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的因素。 

最后，考虑到国企改革对我国经济的重要影响，我们加入了国企改革这一制度变量。

最终我们初步确定了 10 个影响就业问题的因素。 

对于反映制度变化的虚拟变量 D 定义如下： 






年国企改革前）（

年国企改革后）（

19950

1995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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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指标筛选 

对于上述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虽然在理论都可以找到支撑的依据，但其实际情况

如何还有待检验，另外对于建立经济模型，过多的指标也限制了模型的实用性。下面我

们就将利用简单的统计分析从上述 10 个影响因素中筛选出更加有效的影响因素。为了

进行统计分析，我们从统计年鉴和相关财经网站上找出了上述 11 个指标从 1978 年到

2008 年以来 31 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并对此进行相关的统计检验。首先，我们对上述 11

个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得到了各因素对城镇就业人数的相关系数如下表 2 

表 1 各因素与就业人数的相关系数 

 GDP XFZS SHLS JCK GDTZ HB PJGZ KJTR CYBL D  

JYRS  0.96  0.92 -0.04  0.96  0.96  0.97  0.91  0.95  0.94  0.78 

从上表 1 中可见，上述 10 个因素除了社会零售总额外其他 9 个因素与城镇就业人

数的相关系数较小都很高，大部分在 0.9 以上。这充分说明了各指标与就业人数存在较

强的相关关系，也说明我们选择上述因素对就业人数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合理性。

另外，社会零售总额与城镇就业人数相关性不高也不能因此就将其排除，因为相关系数

反映的只是一种线性关系，没有线性相关，但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在上述经济因素与城镇就业人数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同时，各指标之间相关系数也

较大反映了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线性相关。对于存在线性相关的问题，由于其中的变量

能够被其他变量所替代，如果直接建立模型可能会带来不好影响。对此，我们考虑将上

述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缩减。首先，我们对上述各因素进行共线性诊断，并通过逐步回

归和显著性检验对上述因素进行筛选。 

表 2 各指标多重共线性诊断 

系数 参数估计 估计标准差 VIF 

1  0.40445 0.10873 2049.78977 

2  0.08028 0.05154 10.99801 

3  -0.33845 0.11255 1428.32900 

4  0.08081 0.05120 623.12363 

5  -0.18664 0.09727 3.87458 

6  0.12405 0.03310 356.47369 

7  -0.13997 0.06851 533.87058 

8  -0.10366 0.05161 651.06365 

9  -0.10910 0.08933 1086.47561 

10  -0.08205 0.02633 15.65152 

从表 2、表 3 输出结果可以看出，这些指标间具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首先，最小

的特征根为 0.00001534， 807.9991  ，它对某些系数方差的膨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再看表 4，其中最小特征根对系数 3 和 7 的方差贡献率比为 80.4 %，56.8%因此估计的

3 和 7 将十分不稳定，结果很差，这一点从其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为 1428.32900

和 533.87058 远超过了 10。综上所述，上述指标间存在较强的共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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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差贡献比 

特征根 j  
1  2  3  

4  5  6  7  8  9  10  

10.013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843 3.446 0.000 0.0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3 

0.132 8.722 0.000 0.05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5 

0.010 32.275 0.000 0.389 0.001 0.000 0.000 0.003 0.000 0.001 0.000 0.164 

0.001 86.396 0.004 0.108 0.001 0.000 0.002 0.036 0.027 0.000 0.015 0.007 

0.000 172.200 0.011 0.054 0.005 0.249 0.004 0.220 0.001 0.066 0.002 0.204 

0.000 184.998 0.013 0.079 0.000 0.014 0.002 0.605 0.002 0.259 0.003 0.025 

0.000 215.093 0.058 0.008 0.002 0.117 0.004 0.048 0.025 0.127 0.155 0.126 

0.000 508.505 0.655 0.001 0.073 0.138 0.202 0.045 0.160 0.038 0.295 0.036 

0.000 542.509 0.001 0.273 0.113 0.481 0.774 0.019 0.218 0.116 0.224 0.258 

0.000 807.999 0.258 0.022 0.804 0.000 0.011 0.024 0.568 0.393 0.306 0.012 

对于上述因素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下面将采用逐步回归法，并运用显著性

检验，对上述因素进行取舍，最后保留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GDP 和科技

投入作为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最终指标。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因素 

因素名称 符号 

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XFZS  

全国进出口总额 JCK  

全国GDP总值 GDP  

全国科技投入总量 KJTR  

4.3  问题二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3.1 问题二的分析 

对于要建立上述 4 个经济因素指标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数学模型，我们首先想到进行

回归拟合。但考虑到本文中的各经济社会指标本身都是一个时间序列，对于经济时间序

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根据计量经济学知识，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伪

回归现象。所以，在建立回归模型前，我们首先要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序列

平稳则可以直接进行回归拟合，而对于非平稳的序列则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整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一流程，建立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XFZS），进出口总额（JCK）科技投入（KJTR），GDP 和城镇就业人数的数学模

型 

4.3.2 问题二模型的建立 

4.3.2.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因为上述经济变量的非平稳性产生的伪回归，我们首先要采用单位根检验

法来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单位根检验有 ADF 法和 PP 法，本文采用 ADF

法对上述影响就业人数的各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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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位根的 ADF 检验 

变量 系数对应的 t统计值 10%临界值 变量 系数对应的 t统计值 10%临界值 

tGDP  -3.221728 -3.153936 
tGDP  -3.233456 -3.248562 

tJTRK  -1.678836 -3.218382 
tKJTR  -2.622989 -4.003216 

tJCK  -1.678836 -3.218382 
tJCK  -4.263979 -2.622989 

tFZSX  -0.096896 -1.609798 
tXFZS  -5.160149  0.0003 

tJYRS  -2.304618 -2.621007 
tJYRS  -4.913188 -2.622989 

从上表 5 可以看出，所有指标的序列 JYRS，GDP，KJTR，JCK，XFZS 均为非平

稳性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在置信水平 10%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其均为平

稳性序列。故上述五个序列都是一阶平稳的，也就是说这五个变量都是 I(1)的过程。对

于具有同阶单整序列，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下面我就着手对这五个序列协整

关系进行检验。 

4.3.2.2 协整检验 

上述单位根检验表明 JYRS，GDP，KJTR，JCK，XFZS 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对于同阶单整序列其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模型的设定和滞后期确定原则是现根据最

小化 AIC 和 SC 信息的标准选取，然后进行模型检验，若不能通过检验，则重新进行设

定，直到找到相对理想的模型，经过反复检验确定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势并有截距项。

我们用 Johansen 最大似然法分析各个变量的协整关系，并求得协整向量，其结果整理如

下：  

表 6 各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秩 0H  最大特征根 迹统计量 5%的临界值 P值 

*0r  64.94610 135.4076 79.34145 0.0000 
*1r  31.35717 70.46148 55.24578 0.0013 
*2r  21.70105 39.10431 35.01090 0.0173 

3r  15.71251 17.40327 18.39771 0.0685 

4r  1.690758 1.690758 3.841466 0.1935 

注：
*
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中 r 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 r<=2 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

在三个协整关系。 

4.3.2.3 对数回归模型 

上述协整检验表明 JYRS，GDP，KJTR，JCK，XFZS 这 5 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

期的稳定关系，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建立反映其相互联系的数学

模型。我们首先尝试建立以 JYRS 为因变量，其他四个变量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

程，但模型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后来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并采取逐步回归法，但遗

憾的是得到的模型拟合效果始终不理想。 

对此，我们选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非线性），试图对上述变量间的数学关系进行

拟合。 

对于多变量对数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uxy
k

i
ii  

1
0 )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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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为因变量， ix 表示第 i个自变量， 0 为截距项， i 为各自变量系数，u为

残差项。 i 称为偏弹性，它度量了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解释变量 ix 对因变量 y的

弹性影响。 

结合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我们试图建立以 )ln( tJYRS 为因变量，以 )ln( tGDP ，

)ln( tXFZS ， )ln( tKJTR ， )ln( tJCK 为自变量的如下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ttttt uJCKKJTRXFZSGDPJYRS  )ln()ln()ln()ln()ln( 43210   

其中 )ln( tJYRS 表示第 t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 )ln( tGDP 表示第 t年全国 GDP，

)ln( tXFZS ，表示第 t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 )ln( tKJTR ，表示第 t年全国科技投入总量， 

)ln( tJCK 表示第 t年全国进出口总额。 

4.3.3 问题二模型的求解 

我们选用 )ln( tJYRS ， )ln( tGDP ， )ln( tXFZS ， )ln( tKJTR ， )ln( tJCK 五个指标从 1978

年到 2008 年 31 年的年度数据，运用 SAS 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其结果如下： 
 

(2)        )(-4.427182        (8.726931)            6.656232)(       1.942411)(     (11.53927)             

)ln(0.22)ln(0.25)ln(0.5-)ln(0.446.67)ln( ttttt JCKKJTRXFZSGDPJYRS 

  0.9861492 R , 462.7735F  

从 2R 大小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 98.6%，而且 F 统计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

系数也通过了 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建立的模型比较科学和合理。 

对上述所建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方程（2）中 )ln( tgdp 和 )ln( tjck 前面系数均

为正数，说明 GDP 和进出口额对就业人数具有正的影响，且对应的偏弹性分别为 0.44

和 0.22。从经济学上意义是一单位 GDP 增长和一单位进出口额增长分别带来 0.44 单位

和 0.22 单位就业人数的增加。而， )ln( txfzs 和 )ln( tkjtr 前系数为负数，这表明消费者物

价指数和科技投入对就业人数有负的影响。同样，一单位科技投入增长和一单位消费物

价指数的增长分别带来 0.25 单位和 0.5 单位就业人数的减少。下面我们将对模型的经济

学意义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对于方程（2）中反映的 GDP 和进出口额对就业人数具有正的影响与实际也是相符

的，GDP 和进出口的增长表现为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所以能提高

城镇就业人数。同时对比 GDP 和进出口对就业的偏弹性发现，进出口对就业人数的弹

性达到 GDP 的一半，这也与我国 GDP 中外贸出口占有比例相符，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

现状。另外，对于科技投入会导致城镇就业人数减少的结论也好理解。因为科技投入增

加，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全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也将会减少，因此对科技投入的增加导致

的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虽然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但同时也会产生失业增加等社

会问题。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就业人数的反向变动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不符合。“失业—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而本文所得结论—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就业人数之间的这种负

相关关系显然与传统理论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由于我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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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元经济，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的城镇劳动力供给趋于无穷的现状与

菲利普斯曲线反映的经济基础不相同，导致了该曲线揭示的理论不适用于我国的现状。 

4.3.4 对问题二模型的改进 

4.3.4.1 误差修正（ECM）模型 

经过前文的变量之间的协整分析可知，上述模型中的时间序列向量之间是协整的，

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变量之间是具有均衡的关系。但上述建立的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只提

供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短期中由于会受到随即干扰的影响，这些变量有可能偏离均

衡值，虽然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并且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但是这种短期动态的影响却

无法从上述基于协整检验的对数回归模型中得到反映，正是基于上述模型的不足，我们

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对此，我们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并借此研

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和短期动态变化的关系，然后通过脉冲响应来比较失业率对各

变量一个单位正向冲击的反应结果，以及各变量对失业率的冲击效应分解，我们采用的

统计软件是 Eviews6.0。 

其中误差修正项：

)ln(XFZS0.5

)ln(KJTR0.25)ln(JCK0.22-)ln(0.44-6.67-)ln(

1-t

1-t1-t111



  ttt GDPJYRSecm
 

调整后的 0.9953472 R , 213.9106F  

误差修正项系数为 0.454400 ，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逐渐向

长期的均衡状态趋近。 

从式(3)来看, GDP 和科技投入在短期内并不会对就业人数产生显著的影响。当期进

出口对就业人数有正向作用，相关系数为 0.157754。当期的消费者指数对城镇就业人数

存在负向作用，相关系数为-0.367954。由此可见，就业人数的短期变化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期进出口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

差修正项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

长期均衡的时候，将以 0.454400 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3.4.2 脉冲响应函数 

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时，或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的方法称

之为脉冲响应函数法。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衡量这种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

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及

其效应。下面我们就以 ECM 模型为基础，采用正交化方法和 Choleski 分解技术，建立

就业人数与其他影响因素的脉冲相应函数模型。图 2 是基于 ECM(2)模型的城镇就业人

数对四个影响因素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3)                     )(-1.975246                         )(-3.681984                      (3.350575)                     

0.454400)ln(0.367954-)ln(0.157754)ln( 1 tttt ecmXFZSJCKJ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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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个变量各自的冲击对城镇就业人数的影响程度 

图 1 分别给出了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城镇就业人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期间数（年），纵轴表示城镇就业人数的变换程度，曲线表示了

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各相应变量冲击的动态响应；两侧的虚线是脉冲响应函数加减两

倍标准差的值，表明冲击响应的可能范围。 

图 1 是 4 个影响城镇就业人数变量的冲击引起的城镇就业人数变化的脉冲响应图。

我们逐一对其进行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 GDP 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即增加），影响就业人数

先减少后上升，并在第 4 期到达最高，此后趋于稳定，并在第 6 年以后收敛于 0，这说

明 GDP 对就业人数的影响的响应大约持续为 6 年左右。 

进出口的冲击对城镇就业人口的影响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图中可以发现，当本

期给进出口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其影响城镇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即使在 10 年后还保

持较高水平。 

科技投入对城镇就业人数的冲击最明显，其对城镇就业人数的减少在第 4 年处于最

大水平。此后也逐步收敛于 0。这说明科技投入后在第四年左右对城镇就业人数的负面

影响最大程度爆发。 

而居民消费指数对城镇就业人数的冲击不明显。 

4.3.4.3 方差分解 

我们可以使用方差分解法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均方误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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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了解各类因素对就业人数的冲击作用，各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表 7 JYRS的方差分解 

时期 标准差 GDP JCK JYRS KJTR XFZS 

1 0.028558 5.913390 25.58006 68.50655 0.000000 0.000000 

2 0.045865 26.78269 29.36215 41.50608 0.072324 2.276752 

3 0.062458 17.19454 46.99485 27.07077 2.060717 6.679121 

4 0.083225 11.33552 53.66962 18.20401 11.92574 4.865107 

5 0.112749 10.48070 63.09574 12.45665 9.665749 4.301157 

6 0.148502 8.416641 69.55771 11.40658 7.407965 3.211108 

7 0.183791 7.804283 71.73590 11.38226 6.332348 2.745204 

8 0.221115 7.321681 72.76076 11.58675 5.720751 2.610051 

9 0.256646 6.920015 73.47173 11.55586 5.577558 2.474829 

10 0.283504 6.814936 74.26993 11.09665 5.442771 2.375705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量的扩大，进出口总额对就业人数的解释

力度不断加大。长期而言除了就业人数自身的变动影响外，GDP 和科技投入值是影响就

业人数最重要的因素，分别解释 6.8%和 5.4%的就业人数的变动。 

4.4  问题三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4.1 问题三的分析 

由于问题二中建立的各因素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数学模型中所用的数据是全国数据。

全国数据作为一个平均值，没有充分反映个体的差异性。为了建立更加精确的各因素与

就业人数的数学模型，我们就应该避免全国数据对数据平均化处理后造成数据信息丢失

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针对单个地区，或行业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建立针对地区或行业

的城镇就业人数与相关影响因素的数学模型。 

4.4.2 问题三模型的建立 

为了建立更加精确的城镇就业人数与相关因素的精确数学模型，考虑到时间的问

题，我们仅分地区建立了城镇就业人数的数学模型。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操作性，我们选择以省作为划分地区的标准。同时，为了

不失一般性，我们按照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式，分别在东部，中部，西部各

选择一个省份，作为研究的对象。最后我们选择的省份或直辖市分别为：上海市，湖北

省，四川省。同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我们将上述指标作了相应调整。新构建指标

体系包括：省城镇就业人数( SJYRS )；省平均 GDP（ SAGDP）；省进出口总额（ SJCK ）；

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SXFZS）。结合本文讨论问题，试图建立如下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itiitiit uSAGDPSJYRS  )ln(SJCK)ln()ln( it210   

其中 itSJYRS 表示 i省第 t年就业人数。 itSAGDP 表示 i省第 t年人均GDP水平， itSJCK

表示 i省第 t年进出口总额。 itu 为残差项， 321 ，，i 分别对应上海市，湖北省和四川省。 

数据上，我们选取了上海市，湖北省和四川省从 1995 年到 2008 年 14 年，上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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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的年度数据进行拟合。 

4.4.3 问题三模型的求解 

首先笔者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以估计截面残差的方差为权数，

然后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此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EVIEWS 软件运行相

关程序，最后得到结果如下： 
上海市： 

       52.4666723.52090142.043493.15

)ln(1.532427)ln(0.078292)ln(80.3173163.273361)ln( *
1111

值t

sxfzssjcksagdpsjyrs itttt 
 

湖北省： 

       99.42362108.2538069.48919493.1503

)ln(0.772740)ln(0.294875)ln(0.3718913.273361)ln( *
1111

值t

sxfzssjcksagdpsjyrs itttt 
 

四川省： 

       9.74434133.15992139.1834493.1503

)ln(2.537304)ln(0.091387)ln(0.0416553.273361)ln( *
1111

值t

sxfzssjcksagdpsjyrs itttt 
  

表 8 各地区的不同截距 

上海
*
i  湖北

*
i  四川

*
i  

-1.382000 1.007526 0.374474 

4.4.3 问题三模型的检验 

首先是经济学上的检验，也就是定性的观察各个指标是不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

我们发现人均 GDP，进出口总额,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就业人数是正指标，所以它

们的前面系数是正值，符合实际。 

其次，我们对其参数进行检验，有上述公式里的 T 统计量都显著的大于 2，所以认

为这几个指标通过 t 检验，也就是说参数是显著的。对于模型的检验，我们则要看 F 统

计量，从下表我们看出 F 值为 524.8577，也就是说模型也是合理的。也由此有了我们以

下的分析。 

表 9 统计检验结果 

加权后的统计值 
2R  0.994831 均值 3.915375 

调整
2R  0.992935 标准差 1.445345 

F 统计值 524.8577 AIC 3.409866 

残差平方和 0.023521 SC 3.906343 

极大似然估计值 -59.60718 HQC 3.591844 

没有加权的统计值 
2R  0.995088 均值 3.330301 

残差平方和 0.023521 DW 1.325115 

（1）从上表中可以发现，每一个地区截距项以及指标系数都不同，代表每个地区

对就业人数的影响不同。由于各项指标是经过对数化处理的，所以其系数就是就业弹性。

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其他指标）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

百分比。就业弹性为正值时:弹性越高经济增长（其他指标）对就业的拉动效应越大，反

之则拉动效应越低。就业弹性为负值时，经济增长（其他指标）对就业的作用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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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一种为“挤出”效应，是指经济为正增长但就业减少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

越大对就业“挤出”越大;另一种为“吸入”效应，这种效应是指经济（其他指标）为负

增长但就业增加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大。 

（2）人均GDP对就业人数的影响是正向的，因为人均GDP提高，表明我国经济较

景气，能够提供更多的岗位给劳动者，并且我国是人口大国，能够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有岗位需求，因此，就业情况较好。但是上海，湖北等相对较发达的东、中地

区前面的系数小于四川等西部地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较发达的地区劳动生产率比

较高，同样多的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职工人数就相对的少，也就是能提供的岗位相对

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3）我们观察到进出口对就业人数的影响效应为负，进出口提高，表明对商品的

需求增加，也就是说职工工作的岗位供给就相应的提高，从而吸纳剩余劳动力。但是它

们的弹性有大有小(上海<四川<湖北)，可能是因为进出口的商品一般指需加工的商品，

吸纳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上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多，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较少，并且

工资价格水平也较高，所以即使有需要也往往运送中部加工，正好湖北等中部地区有大

量廉价劳动力，并且离东部也较近，所以由于进出口吸纳的劳动力就越多，西部地区虽

有大量劳动力，但是距离远，所以弹性又相对的少了。 

（4）最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就业也是正向关系，也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可以结

合第二类费利普斯曲线来说明这个现象。第二类费利普斯曲线描绘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

之间的关系：即当失业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便较低；而当失业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

便较高，也称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那么在这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就业

也有类似的表现，只不过两者的表示是正相关。 

4.5  问题四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5.1 问题四的分析 

在问题二中，我们建立了城镇就业人数与相应指标之间的对数回归模型，上述模型

虽然能够对变量间相互关系进行很好的拟合，但其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则发生了困难。

对于本问中要求根据国家的有关决策和规划对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的我国就业前景

进行仿真。很显然其实通过当前期数据对未来期数据进行预测，这样我们很自然想到了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4.5.2 问题四模型的建立 

由于 VAR 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做任何先验性约束,该模型采用多

方程联立的形式，它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

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 

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法进行预测时，主要是依靠隶属数据的变化来预测未

来数据，同时考虑相关变量的交互变化，其结合了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两种方法。

通常，模型没有任何外生变量，每一内生变量都由它的滞后或者过去值以及模型中所有

其他内生变量的滞后或过去值解释。对于一个包含 N个变量的P阶向量自回归模型，记

作 )(PVAR ，表示为： 

tktttt uBYBYBYcY   ......21  

其中， '
,,2,1 ).....( Ntttt yyyY  , '

21 ).......,( NCCCC  ， tu 为残差项。 

根据本问研究实际，我们建立了如下关于城镇就业人数与其相关因素的的向量自回

归（VAR）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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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tptt YYYcY    ...2211t  

其中：
'

tttttt )GDPXFZSKJTRJYRSJCK( ，，，，Y ，
'

54321 )( ，，，，， cccccc   

pi

iiiii

iiiii

iiiii

iiiii

iiiii

,...,2,1,

5554535251

4544434241

3534333231

2524232221

1514131211

i 



































  

4.5.3 问题四模型的求解 

利用问题二中相关经济统计数据，我们建立 VAR 模型，相关结果如下： 

表 10 VAR(P)模型 AIC 和 SC 值结果 

 Lag LR AIC SC HQ 

0 NA  -5.586875 -5.348981 -5.514148 

1  286.2455 -16.81232  -15.38496* -16.37596 

2   49.33236* -17.92851 -15.31168 -17.12852 

3  28.14301  -18.48805* -14.68175  -17.32442* 

从上表可以看出，根据 AIC 信息准则和 SC 信息准则值的最小化标准，我们确定滞

后阶数 P=2。对应于参数 c，和变量 Yt，Yt-1 的系数矩阵估计值如下表 11，表 12，表

13，其中括号内数据为估计参数的标准差。 

表 11 变量 C的矩阵 

-27.45387 -5.690222  0.884226  5.755755 -4.767038 

 (9.26140)  (1.92901)  (6.28172)  (3.12562)  (2.85583) 

 

表 12 Yt 系数矩阵 

 0.088658 -0.042624 -0.123001 -0.061463 -0.181170 

 (0.31698)  (0.06602)  (0.21500)  (0.10698)  (0.09774) 

 3.082179  0.877511  0.186407  0.383390  0.562141 

 (1.04436)  (0.21752)  (0.70836)  (0.35246)  (0.32204) 

 1.081985  0.099766  0.854999 -0.044122  0.173690 

 (0.36202)  (0.07540)  (0.24555)  (0.12218)  (0.11163) 

 1.374868  0.604854 -0.805940  0.257378 -0.272140 

 (0.88869)  (0.18510)  (0.60277)  (0.29992)  (0.27404) 

 0.099783 -0.630303  0.585387  0.679745  1.673011 

 (0.88300)  (0.18391)  (0.59891)  (0.29800)  (0.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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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Yt-1 系数矩阵 

-0.015784 -0.020348  0.066350  0.152117  0.109801 

 (0.21850)  (0.04551)  (0.14820)  (0.07374)  (0.06738) 

 1.110966  0.548805  0.373357 -0.388069  0.596639 

 (1.32088)  (0.27512)  (0.89591)  (0.44578)  (0.40730) 

 0.140710  0.050925  0.134422 -0.000262  0.117683 

 (0.47290)  (0.09850)  (0.32075)  (0.15960)  (0.14582) 

 0.576895  0.224389  0.195282 -0.471160  0.243143 

 (0.79565)  (0.16572)  (0.53967)  (0.26852)  (0.24535) 

-0.457059  0.526347 -0.570688 -0.777017 -0.988419 

 (0.77062)  (0.16051)  (0.52268)  (0.26007)  (0.23763) 

根据上述建立的 VAR（2）模型，我们对 1978 年以来城镇就业人数的实际值与模型

预测值进行对照，其结果见下图 2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JYRS (Baseline) Actuals

JYRS

 

图 2 VAR 模型拟合效果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上述建立的 VAR(2)能够很好的对历史数据进行拟合，我们利用

上述模型对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进行预测，得到预测值分别为： 2009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 31430 万人，2010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 32490 万人，也就是说 09

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1040 万，2010 年新增就业人数 1060 万。 

虽然预测结果比政府报告设定目标高了 140 万个岗位，但我们切不能掉以轻心，在

当前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年增 900 万就业岗位目标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目

前全球经济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背景下，虽然政府通过各项政策暂时避免了经

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还不明显，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

这就需要我们以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为依据，从对增加城镇就业人数有正向作用的指标

出发，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有效提高劳动力需求，努力实现政府报告提出的 09 年新

增 900 万岗位的目标，并争取达到我们预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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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问题五的分析 

通过对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从长期看 GDP，进出口总额对城镇

就业人数有正向作用，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科技投入对城镇就业人数有负向影响。所以

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针对 GDP 和进出口总额，制定相应的措施，从而才能从根本上

化解我国就业问题。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继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发展。 

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只有保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

在发展中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更有专家提出，中国经济只有保持 7%以上的增

速才能不产生重大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增加

就业人数，减少城镇的登记失业率。为达到高的经济增长率，国家应实行积极的宏观经

济政策，加大政府投资，鼓励消费扩大内需。 

2.积极发展高质量对外贸易。 

从文中建立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外贸对就业人数的增加具有重要作用。

对此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外贸如此重要，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

而可以增加城镇就业人数。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

外贸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这种发展模式有其局限性，经济过度的依赖外

部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的非独立性。比如在当期，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

机不断蔓延，西方国家传统的信用消费模式受到挑战，一向透支消费的“美国人”也开

始储蓄的，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外贸环境越来越严峻。在当前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

融危机阴影的前提下，贸易保护势力又有所抬头，美国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案就是典型的

例子。可以想象，在未来各国间贸易摩擦将会越来越多。正是因为我国过度依赖利用对

外贸易来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一旦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我国的失业人数

将显著上升。所以，综合来看，我们不可一味的追求对外贸易数量的增加，更应该从质

量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外贸质量。 

3.合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高新技术发展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

有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必然导致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

替代作用。随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不断转移，必

然会带来失业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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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的评价及推广 

本文紧密围绕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影响问题，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出发，运用

现实经济数据，建立了影响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模型，并据此对 2009 年和 2010 上半年

的就业情况进行预测。 

在问题一中，我们在对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因素选择过程中，采用了文献查阅——

指标初选——统计分析——指标筛选的方法。对于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因为往往最后结

果是不确定，这就需要对前人基础上进行总结，并根据相关技术进行分析判别，所以本

文在问题一的研究中所采用这种理论到实证的方法对于人文社科的其他研究也是适用

的。 

在本文问题二的研究中，我们先后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并据此

建立了城镇就业人数和其影响因素的多元对数回归模型。同时，在分析了回归模型局限

性后，借助 ECM 模型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对变量间短期波动和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描

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问题二中模型不仅适用于就业模型的

建立，对于一般的经济问题，也可以按照这一流程进行分析，因此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推

广性。 

问题三的模型主要是基于有效保留信息这一目标，通过分地区进行城镇就业人数与

其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通过选择多样本时间序列构造面板数据，并以此对变量间的相

互关系进行拟合。面板数据作为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结合，能够有效克服两者的不足，

其运用也越来越广泛。 

在问题四，我们建立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于 VAR 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

型,它无需对变量做任何先验性约束，且该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

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它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预

测上具有良好的性能。 

而由于时间仓促，本文在模型建立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另外，对于问题三，也因为

时间原因，我们仅仅分地区进行了研究，而对分行业和分人群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也为

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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