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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主要经济指标的模型 

摘       要：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提取了 GDP、通货膨胀率等 12 个与失业率相关的经济指

标，通过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使用因子分析法选出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家税收收入等 5个指标作为分析城镇登记失业率

的主因素。 

通过对 10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经过分析后，选择回归分析

法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将各个经济因素按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细化分析，并结合不同人群的失业系数，得到了一个经过修正

后的精确模型。 

在划分不同地区的时候，依据各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率，以全国人均 GDP

和名义全国平均 GDP 增长率为标准将各个省（市）分为四类，建立波士顿矩阵。 

在预测未来就业前景的时候，本文首先不考虑政府决策和规划的影响，认为经济在

一个“无政府”状态下运行，利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出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失业

率分别为 7.1160%，和 6.2719%。然后在分析了相关政策对各项经济指标的影响，得出

了政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系数矩阵，建立了政策影响下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模型，预测得

到在政策影响下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4.0825%和 3.6256%。 

最后，本文结合所建立的模型和得出的结论，对减小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提出了扩

大内需、增加出口、增加财政支出的建议，并就当前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 

本文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和讯网”、“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华尔街日

报”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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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重述 
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中特别重要的三个指标，就业（或者失业）

是社会、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1.1 影响就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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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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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国家的就业政策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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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需要解决的问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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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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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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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情

况作适当的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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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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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失业率提出咨询建议。 

 

2 问题的分析 
就业：三个月内有稳定的收入或与用人单位有劳动聘用关系。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

比。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 岁以上及男

50 岁以下、女 45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

求职登记的人员。 

2.1 失业的类型和形态 

在发展中国家，失业的类型和形态包括以下四类： 

（1）自然失业，是指由于经济中某些难以避免的原因所引起的失业。自然失业包括：

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临时性或季节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求职性失业。 

（2）周期性失业，又称总需求不足的失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

它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这种失业与经济中周期性波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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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过剩型失业，是指在资本积累不足、劳动严重过剩的发展中经济体，由劳

资配合比例失调引发的、即使工资下降到接近于 0，仍无法消除失业。失业者的主体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失业要到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后才会消失。 

（4）不充分就业。在“劳动过剩型失业”之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经常处于

就业和失业之间，就业的时间不足、在非正规部门临时性地打工——就业缺乏起码的稳

定性、就业的工资报酬极低——经常处于最低工资标准金下，所有这些，使发展中国家

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半就业、半失业群体。 

2.2 历史的回顾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两次失业高峰。70 年代末的失业人

员主要是返乡知青，而 90 年代初则主要是国有企业员工。我国在 70 年代末期，由于需

要面对十年动乱所带来的严重的就业问题，重点在于改革统包分配的就业政策和坚持多

种经济成分并存，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以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在政府政

策的影响下，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国城镇失业率逐年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国在用工制度上对新就业人员开始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试点，

而对于双向选择后剩余的劳动力，却未能有很好的解决方法。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发展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劳动就业也由政府主

导逐渐转为市场主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就业。而国有企业环境的恶化，使大批国

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形成了大批失业人口。 

近几年我国在经济一直以 10％左右的速度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就业率没有得到相应

的增长，相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增加。有数据表明：1995～2002

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 4.0％提高到 6.1％，劳动参与率从 72.9％下降到 66.5％(蔡防

等，2004)。因此，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就认为中国正在出现着令人担忧的“无就业

增长”格局，例如，罗斯基(Rawski，2001)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

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
[1]
。 

2.3 影响我国就业因素分析 

我国是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状况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

求所决定的，而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很多，既有人口、经济发展速度、技术水平、产

业结构等生产力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制度、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

因素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一些观念意识的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仍存在诸多障碍，全国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尚未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分割的格局尚未完全

打破，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此外，工资水平、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就业

观念等，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2.4 问题的分析 

研究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主要目的：建立准确的失业率相关因素模型，给政府决策部

门提出相关的咨询建议和参考，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研究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主要要求包括： 

（1）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归纳总结出所有与登记失业率相关的因素，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数学方法，找出主要的相关因素或指标。 

（2）建立主要因素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回归分析模型，得出各个因素与城镇登记

失业率的数学模型。 

（3）在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大，不同行业的就业前景也各不相同，同时不

同人群的就业能力和要求也不同。所以，为了将模型更加的细化，就需要将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作为考虑因素建立比较详细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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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所建立的失业率数学模型，结合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划，考虑使用 BP 神

经网络等预测方法，预测出我国 2009 年及 2010 年的失业率。 

（5）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和预测结果，结合国家的失业率控制目标，提出一些政策

措施，保证国家的失业率控制目标能够实现。 

 

3 模型的假设 
1）假设只考虑所列出的经济指标，忽略其他经济指标对失业率的影响； 

2）假设只考虑国家政策对经济指标的正面影响； 

3）假设不考虑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稳定； 

4）假设所收集到的数据真实可靠。 

 

4 符号的说明 

1x   GDP 

2x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x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4x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5x   通货膨胀率 

6x   进出口贸易总额 

7x   CPI 

8x   PPI 

9x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10x   国家税收收入 

11x   货运量 

12x   客运量 

ijx   第 i个评价对象的第 j 个指标的取值 

ijx~   标准化标量 

jx   第 j 个指标的样本均值 

js   第 j 个指标的样本的标准差 

ijr   第 i个指标与第 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ijF̂   第 i个样本点对第 j 个因子 jF
得分的估计值 

i   回归系数 

iG   第 i省的 GDP 数值 

it   各省的通货膨胀率 

l   不同人群的失业率系数 

1b   国家决策和规划对 GDP 指标的影响系数 

2b   拉动内需政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影响系数 

3b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系数 

4b   贸易税收政策对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影响系数 

5b   国家政策和规划对税收收入总额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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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的建立 
5.1 问题一的解决 

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所有经济发展过程所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就业的增长意味着

人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就业问题已经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确保我国就业目标的实现，对于我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2]
。 

5.1.1 相关因素的选择 

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中特别重要的指标之一，反映着当前宏观经济的状

况，被很多因素影响着。本文经过分析采用从以下因素中提取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 

（1）GDP： 1x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定义为：一定时期内

（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

市场价值的总值。 

上榜理由：GDP 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

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 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社会 

上榜指数：★★★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x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ocial retailgoods）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

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

零售额的总和。它反映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情况，反映社会商品购

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 

上榜理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社会商品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所

决定，是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社会零售商品购买力、社会生产、货币流通和物价的发展

变化趋势的重要资料。 

上榜指数：★★★ 

（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3x  

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固定资

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 

上榜理由：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

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对我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榜指数：★★ 

（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4x  

M2：M1 的所有项目以及流动性较差、不能直接用作支付工具但可以较方便地变为支

付工具的项目。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Ｍ0，即在银行体

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 M1，即 M0 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

货币供应量Ｍ2，即Ｍ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 

上榜理由：M2 流动性偏弱，但是反应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换恶化未来通货膨胀的压

力状况。 

上榜指数：★★★ 

（5）通货膨胀率： 5x  

通货膨胀率是货币超发部分与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之比,用以反映通货膨胀、货币贬

值的程度。经济学上，通货膨胀率为：物价平均水平的上升速度（以通货膨胀为准）。 

上榜理由：通货膨胀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扭曲商品相对价格，降低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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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促发泡沫经济直接影响就业情况。 

上榜指数：★★★★ 

（6）进出口贸易总额： 6x  

进出口总值是指进出口商品所产生的税金总价值，其中以除去部分免关税的的国内

企业，就是国家总的出口商品服务和进口商品服务之总和。 

上榜理由：进出口总值用以观察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总规模。 

上榜指数：★★ 

（7）CPI： 7x  

CPI 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

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

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 

上榜理由：CPI 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

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上榜指数：★★ 

（8）PPI： 8x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主要的目的在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的生产

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形。 

上榜理由：PPI 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

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

算的重要依据。 

上榜指数：★ 

（9）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9x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是指国家所有部门及各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各项事业经费、社

会保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及其他支出。 

上榜理由：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之间决定了未来经济的走势，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

重要手段之一。 

上榜指数：★★ 

(10)国家税收收入： 10x  

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强制地、无偿地、

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 

上榜理由：税收的作用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外在表现，税收的多少直接

决定政府的支出，影响就业。 

上榜指数：★★★ 

（11）货运量： 11x  

货运量是指在国家区域内进口和出口货物的流通量，只包括进口和出口，不包括转

口的数据。 

上榜理由：货运量反应了国家经济的繁华性。 

上榜指数：★ 

（12）客运量： 12x  

客运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运送旅客的数量，计量单位以“人”表示。 

上榜理由：客运量反应了国家经济的活跃性。 

上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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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中，进行因子分析的指标变量有 12 个： 1221 ,,, xxx  ，共有 1999 年到 2008 年

10 个数据，即有 10 个评价对象，第 i个评价对象的第 j 个指标的取值为 ijx 。将各指标

值 ijx 转化为标准化标量 ijx~  

)12,,2,1;10,2,1(,~  


 ji
s

xx
x

j

jij

ij  

其中，第 j 个指标的样本均值： 





10

110

1

i
ijj xx  

第 j 个指标的样本的标准差： 

)12,,2,1(,)(
110

1 10

1

2 


 


jxxs
i

jijj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  

相关系数矩阵 1212)(  ijrR  

其中 

110

~~
10

1







k

kjki

ij

xx

r ，（ 12,,2,1, ji ） 

式中 1iir ， jiij rr  ， ijr 是第 i个指标与第 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3）计算初等载荷矩阵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 的特征值 01221    ，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1221 ,,, uuu  ，其中 
T

jjjj uuuu ),,,( 1021   

初等载荷矩阵 

][ 12122211 uuuA    

（4）选择2个主因子，进行因子旋转 

根据初等载荷矩阵，计算各个公共因子的贡献率，并选择2个主因子。对提取的因

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矩阵 TAB 2 （其中 2A 为 A的前2列，T 为正交矩阵），构造

因子模型 













22,1211,1212

22,111,11

~

~

FbFbx

FbFbx

  

利用MATLAB程序计算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分析表，见表1。 

表1 旋转因子分析表 

因素 主因子 1 主因子 2 

国内生产总值 GDP 0.9149 -0.39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8980 -0.428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0.9002 -0.4191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0.8956 -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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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 0.8557 -0.1922 

进出口贸易总额 0.9127 -0.3993 

CPI -0.6183 0.5970 

PPI 0.5371 -0.5585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0.2189 -0.9358 

国家税收收入 0.9346 -0.3375 

货运量 0.9133 -0.3974 

客运量 0.9135 -0.3896 

（5）计算因子得分，并进行综合评价 

本文用回归方法求单个因子得分函数 











1212,211,22

1212,111,11

~~ˆ

~~ˆ

xbxbF

xbxbF




 

记第 i个样本点对第 j 个因子 jF 得分的估计值 

ipjpijijij xbxbxbF ~~~ˆ
2211   （ 12,,2,1 i ， 2,1j ） 

则有 

BR

bb

bb

bb

1

12,212,1

2212

2111






















 

且 

BRXFF mnij
1

0)ˆ(ˆ 
   

其中 0X 是 1210 的原始数据矩阵，R 为相关系数矩阵，B 是步骤（4）中得到的载荷矩

阵。 

计算得各个因子得分函数 

121110987

6543211

~5625.0~8~625.4~75.0~1641.0~3728.0

~1875.0~7656.0~75.0~875.1~5625.2~5313.4

xxxxxx

xxxxxxF




 

121110987

6543212

~25.0~625.0~1875.0~0313.1~3125.0~3595.0

~75.0~4297.0~125.0~1875.2~7539.0~3438.0

xxxxxx

xxxxxxF




 

经过计算得到综合因子得分公式 

21 2619.07381.0 FFF   

根据综合因子的得分公式，得到12个因素与失业率关联的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各因素与失业率关联的得分 

因素 得分 

国内生产总值 GDP 0.31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20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0.1351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0.0647 

通货膨胀率 1.0169 

进出口贸易总额 0.0434 

CPI -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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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0.0032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 -0.0784 

国家税收收入 0.5025 

货运量 -0.3755 

客运量 -0.7049 

以 0 为分界，选出与失业率关联最大的 5个因素，得到如图 1的筛选结果。 

 
图 1 各因素与失业率关联的得分图 

从图 1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货膨胀率、

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家税收收入是与失业率相关的主要因素，这个分析结果与上文中主

观标注的上榜指数基本吻合。 

5.2 问题二的解决 

本小节要解决的问题是得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各相关因素之间联系的数学模型，而

本文采用对 10 年的数值进行分析，通常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来得到各个因素与城镇登

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数理统计的角度来看，曲线拟合也是一个估计，有必要对

它做假设检验，因此本文选择回归分析来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5.2.1 模型的建立 

根据经验公式得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各个主要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0(~ 2

105110





N

xxy 
                    （1） 

式中 2
510 ,,,,   是与 106521 ,,,, xxxxx 无关的未知参数，其中 510 ,,,   称为回归系

数。 

现有 10 个独立观测数据 ),,,( 10,1, iii xxy  ， 10,,1i ，由（1）得 











10,,1),,0(~ 2

10,51,10





iN

xxy

i

iiii




                  （2） 

记 



















10,106,105,10

10,16,11,1

1

1

xxx

xx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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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y

Y                    （3） 

T][ 101   ， T][ 510    

因此（1）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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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 EN

XY




                            （4） 

其中 10E 为 10 阶单位矩阵。 

5.5.2 参数估计 

模型（1）中的参数 510 ,,,   仍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即应选取估计值 ĵ ，使当 

jj  ˆ ， 5,,2,1,0 j  

时，误差平方和Q达到最小，即 

 
 


10

1

10

1

2
10,51,10

2 )(minmin
i i

iiii xxyQ              （5） 

令 

0




j

Q


， 10,,2,1,0 j  

得 































5,,2,1,0)(2

0)(2

10

1
10,51,10

10

1
10,51,10

0





jxxxy
Q

xxy
Q

i
ijiii

j

i
iii







     （6） 

经整理化为以下正规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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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正规方程组的矩阵形式为 

YXXX TT                                  （8） 

当矩阵 X 列满秩时， XX T 为可逆方阵，（8）式的解为 

YXXX TT 1)(ˆ                               （9） 

将 ̂代回原模型得到 y 的估计值 

105110
ˆˆˆˆ xxy                            （10） 

而这组数据的拟合值为 ̂ˆ XY  ，拟合误差 YYe ˆ 称为残差，可作为随机误差 的估计，

而残差平方和 

 
 


10

1

10

1

22 )ˆ(
i i

iii yyeQ                         （11） 

5.2.3 统计分析 

假设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i） ̂是 的线性无偏最小方差估计，即： ̂是Y 的线性函数； ̂的期望等于 ；

在 的线性无偏估计中， ̂的方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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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服从正态分布，即 

))(,(~ˆ 12 XXN T                        （12） 

记 1010
1 )()( 
  ij

T cXX 。 

（iii）对残差平方和Q，满足 
2)1510( EQ  

且 

)1510(~ 2

2




Q
                        （13） 

由此得到 2 的无偏估计 

22 ˆ
1510





Q

s                        （14） 

2s 是剩余方差（残差的方差）， s称为剩余标准差。 

（iv）对总平方和 



10

1

2)(
i

i yySST 进行分解，有 

UQSST  ， 



n

i
i yyU

1

2)ˆ(                  （15） 

其中Q是由（5）定义的残差平方和，反映随机误差对 y 的影响，U 称为回归平方和，

反映自变量对 y 的影响。 

5.2.4 回归模型的假设检验 

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51 ,, xx  之间是否存在如模型（1）所示的线性关系是需要检验的，

显然，如果所有的 |ˆ| j )5,,1( j 都很小， y 与 51 ,, xx  的线性关系就不明显，所以可

令原假设为 

)5,,1(0:0  jH j  

当 0H 成立时由分解式（15）定义的 QU , 满足 

)1,(~
)1/(

/



 mnmF

mnQ

mU
F                    (16) 

即 

)4,5(~
4/

5/
F

Q

U
F   

在显著性水平 下有上 分位数 )4,5(F ，若 )4,5(FF  ，接受 0H ；否则，拒绝。 

5.2.5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作如下 7个检验 )5,,1,0( j ： 

0:)(
0 j

jH   

由（12）式 

),(~ˆ 2
jjjj cN   

其中， jjc 是 1)( XX T 中的第 ),( jj 元素，用 2s 代替 2 ，由（12）~（14）式，当 )(
0

jH 成

立时 

)1(~
)1/(

/ˆ



 mnt

mnQ

c
t

jjj

j


                 （17）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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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ˆ
t

Q

c
t

jjj

j


  

对给定的 ，若 )13(||
2

tt j  ，接受 )(
0

jH ；否则，拒绝。 

5.2.6 模型的计算及验证 

经过计算得到回归分析模型中 60 ~  分别为-3.4919、0.0002、-0.0002、8.5419、 

-0.0005、-0.0003，因此回归模型为 

106521 0003.00005.05419.80002.00002.04919.3 xxxxxy   

因为  的系数都在相应的检验区间内，并且所有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点，回归公式

满足要求。其中， 0618.0,0676.0,2054.5,8668.0 22  spFR  

取 05.0 ，此时 p 满足题意，模型成立。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成正线性相关，和通货膨胀率成负相关，咋

一看来容易使人不能接受。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是投

资拉动型和技术推动型相结合，而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被一些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所吸收，所以造成经济增长率较高，失业率高并存现象。 

5.3 问题三的解决 

上述模型所描述的是全国平均的失业率模型，但是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接近 14

亿人口，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建立的模型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和不同行业中应用时，

会有较大的误差，为此有必要对模型进行更加符合实际的细化，以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和不同人群所影响的各项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失业率的修正模型。 

考虑到数据获得比较困难，并不能得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各项经济

指标。为此选择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税收与不同行业相关联，将 GDP、

通货膨胀率与不同地区相关联。 

5.3.1 不同地区的划分及权重的确定 

经济类型区是根据区内同一性和区外差异性原则确定的,即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区

域,在每个区域的内部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发展特征,而在不同区域之间则有明显

的差异。 

在我国,经济类型区的划分,除了众所周知的东中西三分法之外,还有: 

①以产业结构作为区划标准的“五分法”:把全国分为加工型经济区、加工主导型

经济区、资源开发型经济区、资源开发与加工混合型经济区、特殊类型经济区; 

②以产业结构作为区划标准的“五分法”:把全国分为重加工业为主的加工区、轻

加工业为主的加工区、采掘业为主的资源区、原材料工业为主的资源区、资源与加工并

举区; 

③在 1960—1970 年代,曾按照战略位置把全国各地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 

④最近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把我国国土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优

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
[3]
。 

本文认为按上述划分标准来研究失业率问题不是很适合，因为失业率虽然与产业结

构相关，但是相比较经济发展而言，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本文选择使用经济发展情况，

将不同地区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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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8 年内地各地区部分经济数据 

地区 GDP 人均 GDP GDP 增幅 地区 GDP 人均 GDP GDP 增幅 

（亿元） （元） （%） （亿元） （元） （%） 

广东 35696.46 37588 10.1 广西 7171.58 14786 12.8 

山东 31072.06 33038 12.1 山西 6938.73 21103 8.3 

江苏 30312.61 33089 12.5 陕西 6851.32 18386 15.6 

浙江 21486.92 42214 10.1 江西 6480.3 14727 12.6 

河南 18407.78 18322 12.1 吉林 6424.06 18126 16 

河北 16188.6 19588 10.1 天津 6354.38 53175 16.5 

上海 13698.15 73124 9.7 云南 5700.1 12809 11 

辽宁 13461.6 24945 13.1 重庆 5096.66 16014 14.3 

四川 12506.3 11008 9.5 新疆 4203.41 17616 11 

湖北 11330.38 18786 13.4 贵州 3333.4 7264 10.2 

湖南 11156.64 17521 12.8 甘肃 3176.11 11961 10.1 

福建 10823.11 30255 13 海南 1459.23 13361 9.8 

北京 10488 63029 9 宁夏 1098.51 17540 12.2 

安徽 8874.2 14249 12.7 青海 961.53 18940 12.7 

黑龙江 8310 18763 11.8 西藏 395.91 13754 10.1 

内蒙古 7761.8 26128 17.2 全国 30.6 万 20400 9 

    以 2008 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实力（人均 GDP）和经济增长率（GDP 增长率）为依据，

将国内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四类地区，建立波士顿矩阵。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看到，全国的平均 GDP 增长率要低于各地区的 GDP 增长率，出现了数字“打

架”的情况，这是因为各省在计算 GDP 的时候出现了重复计算的情况，导致国家统计局

公布数据的“自相矛盾”。鉴于此情况，本文选 10.5%的名义全国平均 GDP 增长率作为划

分标准，即 GDP 增长率高于 10.5%为一类，低于为一类；而人均 GDP 以全国的人均数据

为基准，地区的人均 GDP 超过全国人均 GDP 的为一类，低于的为另一类，由此可以将内

地的 31 个省（市）采用波士顿矩阵化为四类。 

 
图 2 波士顿矩阵图 

波士顿矩阵的说明： 

1 奶牛类地区：低经济增长率，高经济实力； 

2 明星类地区：高经济增长率，高经济实力； 

3 问题类地区：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实力； 

4 瘦狗类地区：低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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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并经过整理，按照上面的划分标准，将所有的省分类，得到波士

顿逻辑矩阵 431V ，矩阵元素是 imf （ 1imf 是指第 i个地区属于第m 种地区,1，2，3，4

分别代表奶牛类地区、明星类地区、问题类地区和瘦狗类地区）。 

表 4 波士顿逻辑矩阵 

省  份 1  2  3  4 省  份 1  2  3  4 省  份 1  2  3  4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为了更加清楚的看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本文将使用不同的颜色将不同地区

按上述标准进行着色，如图 3 所示。 

 

图 3 各个地区的分类地图 



 

 15

从图 3中可以看出发展快但是经济基础弱的地区（问题类）占主要部分，主要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这符合中国目前的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国情。 

5.3.2 不同行业的划分 

根据第五次（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将上述 19 个行业归纳为 16 个行业，

各个行业的就业人群比例见表 5。  

表 5 第五次人口普查不同行业就业情况 

农林牧渔业 64.38% 金融保险业 0.59% 

采掘业 1.04% 房地产业 0.23% 

制造业 12.46% 社会服务业 2.15% 

建筑业 2.6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06% 

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0.63% 

教育、文化艺术及 

广播电影电视业 
2.56%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0.13%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0.22%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2.58%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35%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6.69% 其他行业 0.25% 

根据 2007 年的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统计，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同

时所占的比例有所减小，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都有所提高。从两个数据中

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正走在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路上，

具体数据见图 4。   

 
图 4 2007 三大产业从业人数分布 

5.3.3 就业人群的划分 

政府划分就业人群的时候通常划分为以下几类：下岗失业人员、困难群体、新生劳

动力、离岗人员、农民。本文不讨论这样划分的合理性，但是考虑到相关数据的收集问

题，因此本文并不能采用这种划分方案。 

依据学历划分不失为一种好的划分方法，不论从划分的合理性还是数据的可收集

性，对于数理统计的问题来讲，按学历划分劳动力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案。图 5表示的是

第五次（2000 年）人口普查的，全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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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5.3.4 精确模型的建立 

要将第一问中所提取的各项经济指标，分行业、分地区、分就业人群的划分，来建

立精确的数学模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各项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货膨胀率、

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家税收收入）与行业、地区、就业人群的关联度。 

依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将 GDP 的数据按照各个地区划分，依据上文将各个地区的划

分标准，将同类地区的各省（市）的 GDP 求平均，得到与地区相关的 GDP 数据 

)4,3,2,1(
1

1  


jGx
nj

i
ij  

其中， iG ——第 i省的 GDP 数值； 

j ——1，2，3，4分别代表奶牛类地区、明星类地区、问题类地区、瘦狗类地区； 

nj —— j 类地区包括的省（市）的个数。 

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照行业划分，收集各个行业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得到

各个行业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1(2 kx k ，其中， 16,,2,1 k 分别代表 16

个行业。 

将通货膨胀率按照不同的地区划分，收集各个省市的通货膨胀率的数据，得到各类

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4,3,2,1(
1

1
5  



jt
nj

x
nj

i
ij  

其中， it ——各省的通货膨胀率。 

将进出口贸易总额按照行业划分，收集不同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16,,2,1(6 kx k ，其中， 16,,2,1 k 分别代表 16 个行业。 

将国家税收收入按照行业划分，收集不同行业的国家税收收入 )16,,2,1(,10 kx k 。 

因为按人群划分的各项数据不能收集到，所以本文暂时只考虑按地区和按行业划分

将模型进行初步的精确化。 

（2）建立初步精确模型并求解 

因为模型二中验证了失业率与各个经济因素存在线性关系，因此选择最小二乘法建

立精确模型，令： 

kkjjj xaxaxaxaxaxf 10564532211)(   

其中 521 ,,, aaa  是待定系数。 

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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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 521 ,,, aaa  使 J 达到最小，只需利用极值的必要条件 

0




ka

J
)5,,1( k  

得到关于 521 ,,, aaa  的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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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A ],,[ 51  ， TyyY ),,( 101   

上述线性方程组可表为 

YRRAR TT   
于是方程组唯一解 

YRRRA TT 1)(   

将所收集到的数据带入计算，得到分行业、分地区的数学模型 

kkjjj xaxaxaxaxaxf ,10564532211)(   

（3）模型的修正 

因为数据收集的原因，上述初步模型并没有考虑不同人群的失业率问题。本文将

就业人群按照学历划分，因为学历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就业选择的宽度。 

按照经验，，将上述的初步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就业模型 

)7,,2,1(12  lyy l  

其中， 7,,2,1 l 分别代表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

生七类人群； 

l ——不同人群的失业率系数。 

假设不考虑就业者对自己岗位的期望，那么学历越高就业面就越广，因此从这个

方面来讲，学历越高失业率就应该越低。但是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调查显示，用人

单位对员工需求素质最看重的前 5个指标是：专业知识与技艺、敬业精神、学习意愿强、

沟通协调能力和基本的解决问题能力。专家表示，工作态度、敬业精神、职业道德、

人际关系处理等非认知技能的缺乏是就业者就业的最大障碍。 

根据实际的调查情况看来，开始找工作半年内，低学历者就业率要高于高学历者，

而中等学历的人群就业率最低。这是因为低学历者对自己的就业期望不高，容易找到工

作；而高学历的就要岗位多、同时需求量要大，所以造成高学历的就业者工作好找；对

于中等学历的就业人群来说，因为自身就业期望比较高，与用人单位的期望不一致，就

业者在选择岗位的时候产生了“高不成低不就”，造成短期内就业的困难
[5]
。 

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登记失业人数最多的是低学历人群，高学历人群登

记失业的最少。得到不同的就业人群的失业比例 

)7,,2,1(  i
P

p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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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人群 i的登记失业人数； iP ——人群 i就业总人数。 

可以依据各个人群的登记失业率的比例来确定不同行业的失业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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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受教育程度区分人群 就业人数 失业人数 

小学以下 27406931 114526 

初中 27889186 588991 

高中 6035725 324435 

中专 2424230 76648 

大学专科 2198092 48250 

大学本科 860585 9250 

研究生 60140 319 

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 年）的数据，得到不同行业的失业率系数，见表 7。 

表 7 各个人群失业率系数 i  

各个人群 失业率系数 

1.  小学以下 0.196 

2.  初中 0.979 

3.  高中 2.496 

4.  中专 1.517 

5.  大学专科 1.028 

6.  大学本科 0.538 

7.  研究生 0.245 

得到修正后的模型 

)()( ,10564532211 kkjjji xaxaxaxaxaxf   

（4）模型的例证 

以奶牛类地区、农林牧渔业和大学本科生为例，收集相关的经济数据，得到一个精

确的失业率模型 

)0038.00028.028375.00003.00001.0(538.0 106521 xxxxxy   

5.4 问题四的解决 

要使用上文所建立的失业率模型，根据国家的有关决策和规划预测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就业前景，需要考虑不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和国家出台的就业政策以及在金融危机

背景下的 4万亿投资的作用。首先不考虑政策的影响，使用能以任意精度逼近的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建立 2009 年和 2010 年失业率预测模型，然后考虑不同政策对各个因素影

响再建立国家决策和规划下的市盈率模型，并进行预测。 

5.4.1 不考虑政策的预测 

建立起五种指标数据与失业率的神经网络模型 

模型输入数据为：1999～2008 年每年的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货膨胀率、

PPI、国家税收收入等五项指标的数据；输出数据为历年的失业率，建立的神经网络结

构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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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人工神经网络结构 

（i）一组连接（对应于生物神经元的突触），连接强度由各连接上的权值表示，权

值为正表示激活，为负表示抑制。 

（ii）一个求和单元，用于求取各输入信号的加权和（线性组合）。 

（iii）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起非线性映射作用并将神经元输出幅度限制在一定范

围内（一般限制在 )1,0( 或 )1,1( 之间）。设定一个阈值 k （或偏置 kkb  ）。 

以上作用可分别以数学式表达出来： 





p

j
jkjk xwu

1

， kkk uv  ， )( kk vy   

式中， pxxx ,,, 21  ——输入信号； 

kpkk www ,,, 21  ——神经元 k 之权值； 

ku 为线性组合结果， k 为阈值，激活函数 

1
1

2
)(

2





 ve
v  

ky 为神经元 k 的输出。 

首先按照原始数据进行神经网络结构的搭建，即建立起五种指标与失业率的函数关

系，各个权值系数存在建立起的各个节点中。然后利用多项式回归方法建起年份与各个

指标的函数关系，考虑到多项式模型精度问题，在此采用三次多项式较适宜，从而对未

来年份指标数据进行预测，得到数值。在预测过程中考虑政策的影响，采用折中的方法，

对未来年份得到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初步定为增加或减小指标百分比。选定的五种指

标为： 

1）GDP；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通货膨胀率； 

4）进出口贸易总额； 

5）国家税收收入； 

利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五个指标因子与失业率的非线性函数关系。考虑到 BP 网络的

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非线性映射的能力，这一功能非常适合于函数逼近等要求，也就是说，

找出两种数据之间的关系，即输入向量 P 和目标向量 T，建立 BP 网络，找出 P 和 T 之

间的关系，图 7是算法迭代运算进行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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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运算迭代计算中 

该网络的输入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均为 1，根据以上的隐层设计经验公式，以

及考虑本例的实际情况，解决该问题的网络的隐层神经元数目可变的 BP 网络，通过误

差对比，确定最佳的隐含层神经元个数，并检验隐含层神经元个数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网络的隐含层神经元的传递函数为“tansig”，输出层神经元的传递函数为“logsig”。

当神经元不同时，拟合误差运行结果见表 8。  

表 8 网络误差 

神经元个数 3 4 5 6 7 8 

网络误差 0.9967 1.1222 1.2103 1.0152 1.1236 0.9163 

上表表明，在经过 6000 次训练后（训练函数采用“traingdx”），隐含层神经元为 8

的 BP 网络对函数的逼近效果最好，因为它的误差最小。所以计算采用的神经元个数为 8

个。 

 
图 8 残差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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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可以看出，计算运行到六千代时，训练曲线残差大约为 110 ，离训练目标 10
-3 

还有差距，在不严格情况下，基本达到要求。 

 
图 9 迭代过程各参数变化情况 

图 9 表示采用天然‘traingd’对网络进行训练，该函数所用的学习算法是普通的

梯度下降法，变化比较平稳。 

 
 

图 10 曲线拟合情况 

从图 10 看出，拟合曲线能基本经过目标点，说明拟合的线性度较好，基本上满足

拟合要求。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得到 2009 年的预计失业率为 7.1160%，2010 年的预计失

业率为 6.2719%，这个失业率对我国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就业。 

5.4.2 相关政策的影响 

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文只讨论上述模型研究的各项经济指标的相关政策和关系到就

业的决策与规划。在模型一中，提取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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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家税收收入五个指标作为分析要点。 

（1）GDP 的分析 

股市反应了经济的基本面，因此，股市走势必然与 GDP 增速存在一定的相关必然

性[]。但是中国股市受政策的影响太过于敏感，并不能完全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只有当股市的市值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满足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作用。目前上

证指数为 2950 点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据，因此目前中国股市基本可以作为预测

未来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2009 年国家对 GDP 的增长目标定为 8%，鉴于研究与 GDP 相关的政策比较困难，

本文转为研究股市的政策。 

国家股市政策是针对两市流通市值与银行存款制定的。国家政策降包括：调整印花

税、调整存款利息、调整存款准备金、回购股票等力图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势
 [4]
。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直接反映了国家的内需情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

对拉动经济促进就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现在的基本状况是因内需不足导致三大

产业发展缓慢,进而影响就业。 

08 年 10 月份的 4 万亿十项投资计划，就是扩大内需的最直接的决策。十项投资计

划分别为： 

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

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

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

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

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

城市电网改造。 

四、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

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

业发展。 

七、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

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

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

轻企业负担 1200 亿元。 

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3）通货膨胀率 

1958 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发表了《1861－1957 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

间的关系》，用近 100 年的数据验证了通货膨胀率（原是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的

负相关关系，即低失业的年份往往有高通货膨胀，而高失业的年份往往有低通货膨胀。 

要想控制通货膨胀，可通过两种手段，即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譬如，政

府可以通过增税、减少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和提高存贷款利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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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国债、提高银行的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手段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 

（4）进出口贸易总额 

进出口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的出口经济占据国民生产总值

的大部分，外贸经济对我国劳动力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最直接的政策就是贸易税收政策，贸易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出口退

税和关税两部分。 

（5）国家税收收入 

税收的作用主要表现筹集财政资金的作用、调节经济的作用、反映与监督作用。税

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一、财政可通过投资性的支出，直接增加就业岗位。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兴修水利、

进行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的投资，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压力。                                

二、政府通过采购各种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性支出，增加对社会商品和劳务需求，从

而刺激企业的生产，促进企业的投资行为，间接增加就业机会。                                

三、政府通过各种转移性支出，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这些收入按一定的比例转化

成消费和储蓄，从而增加对社会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间接增加就业岗位。                                

四、政府在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服务、产业结构转化等方面增加财政支出，如通

过财政补贴、税式支出等手段，可以缩短工人寻找工作的时间，增强工人在不同岗位的

就业适应能力，减少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摩擦性失业以及产业结构转换中造成的结构性

失业
[5]
。 

5.4.3 政策影响经济指标的作用系数 

建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系数矩阵 

][ 54321 bbbbbB   

其中， 1b ——国家决策和规划对 GDP 指标的影响系数； 

2b ——拉动内需政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影响系数； 

3b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系数； 

4b ——贸易税收政策对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影响系数； 

5b ——国家政策和规划对税收收入总额的影响系数。 

令： 

][ 54321 cccccC   

其中 

1055644533222111 ,,,, xacxacxacxacxac   

失业率与各项经济指标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0 BCy  

即 

01055644533222111   xbxbxbxbxby  

根据相关研究，本文将政策影响的系数矩阵进行赋值，得到赋值后的影响系数矩阵

各个元素为 

1.1,1.1,1,1.1,1 54321  ccccc  

得到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2009 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825%，2010 年的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 3.6256%。 

对比政策影响前后的失业率预计值，在没有政策影响下的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偏

高，这样不但会影响社会的繁荣发展而且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但是因为使用宏观调控

的手段，制定相应的政策就可以实现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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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5.5 对提高就业的几点建议 

就业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群众的利益是具体的，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通过就业，一个人

才能获得收入、安居乐业、实现价值，社会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 

根据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可以看出，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家税收收入等５个经济指标的关联度最

大。而在这些经济指标中，与通货膨胀率的关联度又最大，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引起高的

失业率，高的通货膨胀率会降低失业率，国家在把握宏观经济的时候需要在通货膨胀和

失业率之间进行博弈。 

依据本文的模型，要降低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可通过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加国家税收总额，也就是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出口、增加财政支出

的途径提高就业率。 

具体建立如下： 

一、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利于降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

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总和。它反映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的提高情况，反映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消

费的稳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拉动作用
[6]
。 

1．当前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 

     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消费增长，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从去年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大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直接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

二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三是稳定大宗

和热点消费市场的政策，如有关汽车和住房消费的政策。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些政

策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今年以来消费的平稳增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前消费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需要逐步加以解决。首先，是消费增长还不

均衡，在食品、服装、家具和汽车类商品消费增长较快的同时，一些领域的消费增长比

较缓慢。其次，是消费者信心尚需进一步提振。再者，当前的消费增长相当程度是依靠

短期政策的刺激和支撑，为保持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还需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完善

各项制度方面下大功夫。 

2．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1)把扩大就业作为稳定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途径。继续增加各级财政对

扩大就业的投入，落实好已出台的支持大学生和农民工创业、就业和培训的各项政策措

施，创造更多的与改善公共管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环境保护等相关的公共部门就业

岗位。建议对国家投资建设项目进行就业效应评估，在同等条件下对就业带动效应大的

项目优先批准实施。 

  (2)加快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使之成为消费稳定增长

的主力。 

  (3)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并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加快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覆盖面，做

实个人账户，不断提高统筹层次，以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稳定消费预期，提高消费

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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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理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潜在消费能力释放。消费信贷能够优化居民跨期消费

选择，促进潜在消费能力提前释放。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结合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的政策，开发多样化的消费信贷产品。如可参照房地产

消费优惠信贷利率，在一定期限内（暂定 1年）对居民购买 1.6 升及以下排量国产汽车

的消费信贷提供优惠利率。探索加快发展居民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通过降低准入门

槛和实行利率优惠等措施扩大覆盖范围。 

  (5)改善管理，着力发展文化娱乐旅游等新兴消费。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还需要消

费结构的升级转换。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要改革

完善现有管理方式，扩大市场准入和服务供给，加强市场监管，积极引导消费者扩大服

务消费，并相应在休假安排、治安等制度方面予以配合。 

  (6)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方便放心消费。加强商业网点和电子商务建设，

减少消费者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进一步改善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使用

家电、通讯等现代消费品创造条件。严厉打击欺诈和假冒伪劣，提高对消费者的财务、

健康和人身安全的保障，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进一步清理限制消费的行政性措施，

保障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力。 

(7)密切关注一些市场的价格波动情况，防止价格非正常波动扰乱消费。农产品市

场价格易发生较大波动，对消费的稳定有一定的冲击。要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通

过生产补贴、储备、进出口调节等方式防止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房地产市场的

价格波动影响也较大，对购房家庭的消费影响不可低估。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房地产价

格泡沫，严格房地产市场秩序管理，严惩虚假交易和哄抬房价行为，使住房消费能够平

稳有序增长，并与其他消费增长相协调。 
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进出口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就业有很大的影响。进出口贸

易是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发展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是节约生产劳

动、提高经济效益的可靠途径，是积聚资金、吸收先进技术的有效方式。对推动进出口

贸易的政策有以下三点建议： 

1.鼓励双向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学习

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2.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实施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 

3. 同世界各国开展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9]
。 

三、现行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符合国情的税收政策可以提高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我国现行

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有很多，主要是针对各行业，各人群的是税收优惠。但现行税收

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完善。 

1.现行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的不足 

(1)并非所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不合理、不科学的税收

优惠政策将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2)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内容少。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营业税、

所得税里面，而在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里面，相关的优惠政策显得更少。 

(3)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范围狭窄。一是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

对下岗失业人员，对城镇的富余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 涉及较少。二是优惠政策中在

企业的类型和经营行业门槛上有待放宽。 

(4)税收优惠政策的时间范围较短。优惠政策有的规定了截止期限，没有着眼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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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目标，缺乏稳定性。 

(4)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得到切实执行。首先，对于国家规定的有关就业的税

收优惠，各地做法不一致。其次，有的地方税收机关不执行税收优惠。 

2.对现行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的完善建议 

(1)合理适度增加税收优惠内容。一是优化所得税的减免方法，可以适当提高企业

所得税的定额减免额度。对于新办的中小和民营企业，应当给与扶持。二是适当增加优

惠税种。增值税的税收优惠对企业有很大的调节作用，适当情况下应给予某些企业一些

增值税减免。 

(2)扩大对就业优惠的适用。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如制造企业、修理修配企业等)，

其他性质企业（如外商投资企业），只要安置下岗失业人员人数达 30%以上的，均可享受

优惠政策，以体现政策的公平和调动各种企业安置事业人员的积极性。 

(3)适当延长优惠期限。未来十几年，我国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就业

问题将长期作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促进劳动就业工作是一项持久性工作，不能短期

操作。因此，应该允许纳税人适当延长优惠期限。 

(4)统一优惠规定，简化审批手续。对现行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理归并，对新、

老企业的界定要明确，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要统一，使税收促进就业的优惠政

策具有系统性和透明度，从而改变目前规定过多、过繁、难于落实的状况；同时，审批

手续应电子化、报送资料应尽量简化。 

(5)加强对上述税收政策的管理，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征收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不

但会直接削弱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还会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 

国家的决策和规划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需要有力

的政策做支持。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引导和约束，国家的经济将陷入混乱，人民无法安

居乐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就没法完成。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

济体系并不完善，因此政策的制定相当的重要。希望政策制定机构和人员在制定相关政

策的时候，一定要从长远出发、考虑大局，制定出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政策，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6 模型的评价 
6.1 模型优点 

1.数据来源可靠。所收集的数据来自“和讯网”、“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华尔街日报”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8》，数据的

可靠性高。 

2.正确选择了与失业率相关的 12 个经济指标。通过对失业率的分析，从各项经济

指标中选择了 12 个关联性大的经济指标，作为模型建立的基础，从最后的模型来看，

得到的结果与经济学相符合。 

3.地区分类比较合理。没有按照地域将各个省（市）进行分类，而是使用波士顿矩

阵将各个省（市）按照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速为标准，将各个地区划分为四类。 

4.政策对就业影响分析有力。先利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没有政府政策影响情况

下的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7.1160%，和 6.2719%，然后分析了各项经济指

标在政策影响下的变化情况，再次预测了2009年和2010年的失业率4.0825%和3.6256%，

由此可以看出政策对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性。 

5.给出的建议针对性强。本文就当前的扩大内需、增加出口、增加财政支出的相关

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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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模型的缺点  

1.数据量不够多。十年的数据量做为分析的依据，不够准确的反映各项指标与失业

率的关系，应该更多的收集数据。 

2.政策的分析不够系统。各项政策的出台不光对一个经济指标产生影响，各项经济

指标之间都存在着联系，一个政策会影响多个经济指标，所以有必要将政策对经济指标

的影响做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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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模型二的计算程序 

附件三：模型三的计算程序及数据 

附件四：模型四的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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