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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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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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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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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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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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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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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问题的分析 

 2.1 寻找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或指标 
我们从失业出发，来寻求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或指标。按照西方市场经济国

家中较成熟的失业理论，失业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济循环所影响的需求不

足性失业；另一种是劳动市场供求结合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解决前者的需求不足性失业，需动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后者的失业则属于劳动

就业政策的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失业的类型。 

   我们先考虑影响失业的宏观经济因素，通过查找相关文献找出与失业尽可能相

关的各个宏观经济指标及这些指标的数据。然后先应用相关性分析法，对这些因

素进行筛选剔除，找出尽可能多的真正相关的指标。由于各个指标间可能还有相

关关系，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筛选出来的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找到我

们需要的最重要的相互无关的指标因素组。如果经过分析发现这些宏观经济因素

对失业率的影响不是太大，则我们可能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失业是第二种类型的失

业。然后根据相关文献查找相关失业的其他指标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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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建立失业率与上述各指标间的数学模型 

    根据问题一得出的结论，首先查找与失业相关的各个指标的数据，然后对数

据进行分析，选择较合理的因素对其建模。 

 2.3 分行业、分地区、分就业人群建立更精确的模型 

    由于时间紧迫以及数据的搜集工作比较繁杂，我们只考虑分地区的情况。我

们准备选取东西部两个典型地区，对其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分析。 

 2.4 仿真预测 2009 及 2010 年上半年失业率 

    根据问题二建立的预测模型，结合近年来的数据，对 2009 年及 2010 年的就

业前景进行仿真预测。由于问题二，我们只考虑每年的数据，如果模型也适合于

季度或月份数据，我们仍然用这个模型来预测 2010 年失业率；如果不适合，我们

将重新拟合模型，使其适合季度或月份数据。 

     

三、 模型假设 

 

 1、假设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操作很规范。 

 2、假设 2009 年我国 GDP 增长 8%。 

 3、假设 2010 年之前中国经济呈现复苏现象，国外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 

 4、假设各种统计数据真实。 

5. 假设中国经济运行平稳。 

                   

四、模型的建立与解答 

问题一 ：影响失业率（就业）的主要因素 

 

根据相关报告和文献[1]，我们得知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 GDP、城镇就业

人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

总额、净出口额、城镇人均收入、CPI、PPI、广义货币供应量 M2、狭义货币 M1、

流通现金 M0、汇率等等。于是我们从中国统计局及相关财经网站搜集了以上经济

指标从 1990 年至 2008 年的年度的数据。考虑到经济指标的量纲不一致，我们对

其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进而得到无量纲的统一数据，然后我们利用 Spearman 相关

性分析法对各个指标与失业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与失业率相关的主

要经济指标。 

 

4.1.1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模型 

 

 模型中的符号意义如下： 

 iX ：第 i年的失业率 。 

 jiY ： ...3,2,1j   第 i年与失业率可能相关的指标 j，其中 i代

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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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XR ： iX 与其他 X 值相比的秩。 

 ）（ iYR ：类似 ）（ iXR 。 

  ：相关性度量 

假设： 0H ： iX 和 jiY 互相独立  1, 2,3j m   表示 m个指标 

1H ： iX 和 jiY 不独立，即有相关关系 

X 与 Y 的相关性可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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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检验用到的统计量为： 1n  ，并且： )1,0(~1n N  

）（值 1ZP2  np   

如果 的绝对值大于它的 2/1  分位数，则以水平 拒绝 0H  

通过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到与失业率相关的经济指标因素主要有固定投资总

额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净出口增长率，CPI(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广义货币

供应量 M2 增长率，第一产业 GDP 比重。然后我们又对这些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

现很多指标间存在相关关系，所以我们又对这些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找出反映

失业的主要指标或综合指标。 

 

4.1.2 对上述经济指标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 

 

1.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处理高维数据的方法，它通过投影的方法，将高维数据以

尽可能少的投影到低维的空间，使数据将为达到简化数据结构的目的。它也是将

多个相关变量以尽可能少的信息损失为原则进行综合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变量的

方法。 

 

2.主成分分析的数学模型 

设  ijxX  为一个 pn 的数据阵，常常列表示变量或指标，行表示样本或个

体，我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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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p
T

n xxxxX   ， 

其中 ix 为 X 的第 i行， jx 为 X 的第 j列，即 X 既是 n个 p维点的集合，又可视为 p

个n维点的集合。考虑 X 是 p维点的集合时，我们希望在 pR 空间的一个低维子空

间，设为 pR 空间( pq  ),使得这些点到 pR 子空间的投影点与原始点最接近，即信

息损失最小。 

（1） 首先将  pnX  中心标准化，即   

1 HXDX ， 

其中 T

n
IH 111 ， I 为 n维单位阵， T)1,,1(1  ，     },,{ 1 pHxHxdiagD  ， 

变换后的数据仍记为 X 。 

（2） 求 XX T
的特征值 01  p  和对应的标准正交特征向量 puu ,,1  ，这

是对 XX T
的谱分解完成的，即 

TT UUXX  ，其中 ),,( 1 puuU  。 

（3） 求主成分对总变差的累计贡献率，即对 pq 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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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先选好的贡献率 0c ，确定使 0cq  的最小的 q，通常取 %850 c 。 

（4） 计算主成分     qjXuy jj ,,1, 
即为第 i个个体（样本）在第 j个主成分上

的得分。 

（5） 根据实际问题对主成分以及个体特征作出解释，作图和其他分析。 

 

3.主成分分析的 SPSS 实现 

取    ),,(),,( 11 p
T

n xxxxX   为我们筛选出的与失业率相关的经济

指标，其样本数据为各指标从 1990 年到 2008 年的年度数据。对这一样本数据阵

 819X
，我们利用 SPSS 软件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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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 

  
   上表显示了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由于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

率就达到了 92.74%，而且第四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较小，故我们选取前三个主成分

即可。 

 

表二 Component Matrix 信息 

Component Matrix
a
 

 Component 

 1 2 3 4 

固定投资总额增长率 .742 -.322 -.421 -.1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率 
.914 -.010 .175 -.326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578 -.319 .354 .656 

净出口增长率 -.609 .260 .623 -.196 

CPI .919 .104 .317 -.101 

PPI .951 -.090 .064 -.122 

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 .954 -.100 .188 -.035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

长率 
.923 .304 -.112 -.017 

一产GDP比重 .502 .788 -.200 .282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 4 components extracted. 

 

上表显示，第一主成分包括以下信息：固定投资总额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率，CPI,PPI, 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长率，该

主成分可以理解为投资和消费对失业的影响；第二主成分主要含有第一产业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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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信息，该主成分可以理解为农业或农村劳动力对失业的影响。第三主成分

含有净出口总额增长率的信息，该主成分可以理解为净出口对失业的影响。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就业（失业率）的主要指标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

排列为 1、投资和消费；2、农业比重或农村剩余劳动力；3、净出口总额（即出口

与进口的总额的差额）。然而我们想知道各个主成分对失业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而这可以用主成分回归来实现。 

 

4.主成分回归分析 

   由于与失业率相关的主要经济指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体现出多重共线性，

于是经典回归方法作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的效果会很差，而采用主成分回归

能够克服经典回归带来的不足。 

主成分回归的模型如下： 

  *
33

*
22

*
11 ZZZY  

),0(~ 2 N  

其中 )3,2,1(,* iZi 分别代表第 i主成分。 

通过主成分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92.74%，

于是我们对前三个主成分的预测值在 SPSS 中作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三  影响失业率的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均通过检验，而且效果显著，于是得到回归方程为 
*
3

*
2

*
1 356.0430.0344.0378.3 ZZZY 

             （1） 

模型检验：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924.0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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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参差的正态 PP 图大致可以看出，残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于是我 

可以认定，主成分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是显著的，模型的建立也是可信的。 

由方程（1）各因素系数的大小我们分析其对失业率的影响，得知净出口总额越大，

城镇失业率越大，这与客观实际相违背。 

 

下面我们分析 GDP 增长率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关系，见下图： 

 

图一 GDP 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 

 

图一显示，9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和城镇失业率的关系不如 80 年代那么密切，

GDP 增长的时候，我国城镇失业率反而有上升趋势，这同样有背客观事实，说明单

单考虑经济指标与失业率的关系是不对的。也有文献[2]中指出了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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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上述宏观经济指标与我国城镇失业率的关系，与实际状况相违背。

这说明，我们研究与失业有关的因素时不能简单的只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而且有

文献[2]说明我国的失业还不能达到需求不足性失业，于是我们考虑劳动市场供求

结合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相关因素。 

 

4.1.3  影响失业率的真正因素 

根据文献[2]，我们得知（1）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在高位区，不可能出现需求

不足性失业；（2）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失业主要由供给过剩造成，与经济波动

关系很小。因此，我们考虑影响失业率的上述宏观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根据相关文献[2]得知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以下几个方面： 

 上一年的失业率（ 1tU  ）,上一年结余的劳动力也是劳动力供给，影响

新生劳动力的失业发生和失业流出。 

 结构变化指标（ STO），这里区分公有经济和其他经济两组的职工增长

差异。表达式如下： 

      
1

/
n

i i
i

STO E E E E


     其中， iE 为公有经济（ 1i  ）或其他经济

（ 2i  ）的就业者人数， E 为就业变化率。 

       

 直接接受的农村劳动力占城镇新就业人数的比例（F），表示农村劳动

力挤占城镇劳动力就业机会的程度，对失业率的影响。由于此数据很难获

得，我们考虑与此量相关的指标。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受城

乡收入差距、物价水平等因素有关，所以我们用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来量化

此指标： 

       /F 
城镇绝对收入 农村绝对收入

城镇CPI 农村CPI
    

 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例（ X ），一产 GDP 越高说明农村劳动力参与越多，

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城镇失业率。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该指标作为影响失业率的因素应该是显然的。 

对于上述指标因素与失业率的关系，我们分别做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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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上一年失业率对当年失业率的影响 

 

从图二可以看出，上一年的失业率与当年失业率成正相关关系，即上一年失

业率越高，第二年失业率也会越高，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图三 结构变化（ STO）与失业率的关系 

                                                                                                      

 

    图三表示，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化与失业率成正相关，这说明，在劳动力

市场中，结构变化越厉害，失业率越高。这是因为，结构变化后，劳动力需要重

新寻找工作，而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前需要一段时间，即要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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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数关系图 

 

    从图四我们看出，城乡收入差距与失业率成正相关，这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

越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更加迫切进去城市获取更多经济收入。进而会挤占更

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使得城镇失业率变大。 

     

    

           图五 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例与失业率的关系 

 

如图五，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例增加，失业率降低。这是因为第一产业 GDP

增加，说明劳动力参与到第一产业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

的比例就要减少，进而使城镇失业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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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 

 

    上图六显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对失业率的影响时大时小，这一因素对城镇

失业率不具有长期影响力，因此我们只考虑上述分析的其他指标。 

 

结论二： 由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得到结论，影响城镇失业率的主要因素有： 

 上一年的失业率 1tU   

 结构变化指标 STO       

 直接接受的农村劳动力占城镇新就业人数的比例F，用城乡收

入差距指数表示 

 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例 X  

而且我们发现上述各因素与失业率基本上都成线性关系。 

 

问题二  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各主要因素的模型建立 

4.2.1 模型的建立 

目前，我国的实际就业情况与 GDP 增长的关系很小，但是为了更加全面得考

虑影响失业率的因素，我们还是考虑了 GDP 对失业率的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

认为 GDP 增长是拉动就业岗位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考虑了上一年的失业率 1tU  ，

结构变化指标 STO，直接接受的农村劳动力占城镇新就业人数的比例F，用城乡

收入差距指数表示，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例 X ，以及 GDP 的增长率五个因素。 

由问题一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五个因素与失业率都成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对

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0 1 1 2 3 4 5

2~ (0, )

t tU U GDP STO F X

N

      

 

      
                 （2） 



 13

    我们首先利用统计数据计算了各个指标的值，然后输入 SPSS 软件系统，

得到如下结果： 

表 4.2.3.1    

 

  故其回归方程为 

10.211 0.450 0.047 1.448 0.823 1.604t tU U GDP STO F X     
      （3） 

4.2.2 模型检验： 

 

    从表 4.2.3.1 知，每个变量表示系数的 t值都比较高，具有统计意义，说明

所选的变量对我国失业率都有影响，而且正负号也符合我们的合理期待。 

拟合优度 2 0.976R   ，PP 概率图如下： 

 

通过残差的正态 PP 图大致可以看出，残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于是我们可以

认定，上述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是显著的，模型的建立也是可信的。 

4.2.3 模型解释： 

  式（3）的回归结果说明，影响我过城镇失业率的五个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大到



 14

小依次为 一产 GDP 所占比重，产业结构调整程度 STO,城乡收入差距 F,上一期失

业率 1tU ，GDP 增长率。从而我们得知，影响我国城镇失业率的主要因素是产业

结构调整程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及流动性，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

的。 

    

问题三  分地区建立更精确的数学模型 

 

  我们只分地区考虑来建立模型，作为东西部地区的代表，选取上海和甘肃两地

区为例。 

  结合问题二的模型，我们建立地区统计模型如下：  

2~ (0, )

tU X

N

  

 

  
                        (4) 

  X 代表问题二中，我们考虑的全部或部分指标因素组。 

 

4.3.1 上海的模型分析如下： 

第一步：考虑问题二中所有因素，将上海地区失业率因素的数据进行处理，

输入 SPSS 软件系统，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表 4.3.1.1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

d 

Coefficient

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3.683 2.066  -1.783 .100 

GDP .031 .030 .063 1.024 .326 

GDP1比重 .455 .318 .353 1.431 .178 

城乡收入差距

指数 
2.065 .708 .688 2.916 .013 

上期失业率 .510 .154 .558 3.313 .006 

STO 5.703 2.487 .178 2.293 .041 

a. Dependent Variable: 失业率     

从表 4.3.1.1 可以发现，对于上海的失业率，GDP 的影响系数较小，P值很大，

因此我们剔除 GDP 的增长率这一变量，用其他变量做回归。得出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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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

ed 

Coefficien

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408 1.652  -1.458 .169 

GDP1比重 .311 .286 .241 1.088 .296 

城乡收入差距

指数 
1.742 .635 .581 2.742 .017 

上期失业率 .522 .154 .572 3.402 .005 

STO 4.569 2.231 .143 2.048 .061 

a. Dependent Variable: 失业率     

从表 4.3.1.2 得知，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重，其对上海失业率的影响也很小。

因此，我们也将其剔除，只考虑剩余变量。 

第三步，我们计算剩余因素对上海失业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果： 

表 4.3.1.3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

d 

Coefficient

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687 .477  -1.438 .172 

城乡收入差距

指数 
1.253 .452 .418 2.771 .015 

上期失业率 .469 .146 .514 3.202 .006 

STO 3.637 2.073 .113 1.754 .101 

a. Dependent Variable: 失业率     

从表 4.3.1.3 可知，影响上海城镇失业率的主要因素为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上一年失业率，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STO，其中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STO 的影响程度

最大。 

因此，我们针对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建立以下模型： 

10.687 1.253 0.469 3.637t tU F U S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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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检验： 

961.02 R  

 

上述结果显示， 961.02 R ，且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说明我们的预测模型是合

乎统计学要求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知影响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主要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

指数，上一年失业率，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STO，其中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STO 的影

响程度最大。 

4.3.2 甘肃地区城镇失业率分析 

这里与上海失业率分析步骤类似，对于甘肃地区城镇失业率影响因素我们得

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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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

d 

Coefficient

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388 1.522  -1.569 .139 

城乡收入差距

指数 
.496 .243 .477 2.043 .060 

上期失业率 .694 .092 .958 7.547 .000 

STO 3.790 1.929 .256 1.965 .070 

GDP1比重 .068 .032 .525 2.112 .053 

a. Dependent Variable: 失业率     

 

    从表 3.2.1 我们得知，影响甘肃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主要因素有：城乡收入差

距指数，上一年失业率，产业结构变化程度 STO,一产 GDP 所占比重。 

    我们得到甘肃城镇就业失业率的模型如下： 

12.388 0.496 0.694 3.970 0.068t tU F U STO X                           (6) 

模型检验： 

 

通过上表可知变量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拟合优度 2 0.848R  ，残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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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态分布，拟合较好，检验通过。 

同样，我们得知甘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F，上一年失业率，产业结构变化程度 STO,一产 GDP 所占比重 X 。按照影响因素由

大到小是产业结构变化程度 STO, 上一年失业率,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F和一产 GDP

所占比重。 

 

结论三：通过对上海和甘肃两个地区的城镇失业率的分析，我们得知 

 

a、影响两地失业率的共同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F，上一年失业率，产

业结构变化程度 STO,，这正说明，我们上面认为的观点，即近年来，宏观

经济指标对我国失业率的影响是微弱的，然而影响我国失业率的主要因素

是上述指标。 

b、两地失业率所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作为经济发达

的上海，城乡收入差距 F（即农村劳动力挤占城镇就业机会的比例）对其失

业率的影响相对于欠发达的甘肃地区更大；另一方面，由于甘肃地区对第

一产业投入比例比较大，加上其城乡差距相对上海要小，因此，其失业率

受一产 GDP 比重的影响要比上海严重，事实上，由模型可知，上海失业率

几乎不受一产 GDP 比重影响。我们可以理解为，其一产 GDP 比重越大，农

村劳动力挤占城镇就业机会就越小，这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问题四  对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前景进行仿真 

4.4.1 2009 年失业率的预测 

      数据的准备： 

 

 GDP 增长率，由于政府的目标是保证 2009 年的 GDP 增长率为 8%，故假

设我国 GDP 增长率为 8%。 

 上一年的失业率，由统计数据可以得到 2008U =4.2% 

 结构变化 STO，此值较难获得，但是我们可以用上两年 STO 的平均值     

来近似表示，此时 STO 为 0.050072 

 一产 GDP 占总 GDP 的比例，由以下的散点图可以知道它随着时间的变

化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拟合，然后利用拟合方程对其进行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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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一产 GDP 占总 GDP 的比例 

y = 0.2581e-0.0464x

R2 =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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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据的拟合我们得到拟合方程为 

tey 0464.02581.0   

    其中拟合优度为 0.987，说明拟合效果很好。 

利用此方程我们可以得到 2009 年一产 GDP 所占比例为 10.2%。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我们发现每年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图： 

 

 

图八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预测 

y = 0.0591x + 2.2519

R2 = 0.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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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可以对其拟合，拟合方程为 2519.20591.0y  x ，拟合优度为

0.8082，说明拟合效果不错。利用此方程我们可以得到 2009 年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的预测值为 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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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数据带入我们的预测模型  

10.211 0.450 0.047 1.448 0.823 1.604t tU U GDP STO F X     
   （7） 

得知 2009 4.46U  。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到 2009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将达到 4.46%。 

 

4.4.2   2010 年上半年失业率的预测： 

 

由于问题二我们是对年数据建立的模型，而此问题要求预测上半年的失业率，

所以我们考虑到问题二的模型可能不适合于此问题的预测。因此我们想先用半年

的数据来检验问题二的模型，如果正确，我们将用问题二的模型进行预测。如果

不正确重新建立数学模型。 

 

模型的检验： 

从相关网站上我们得到了与问题二的指标有关的数据，经过数据处理最终得

到了五个指标的数据，然后将此数据带入问题二的方程得到预测失业率，我们想

比较真实失业率与预测失业率的关系，下图为两者的关系图： 

 

图九  真实失业率与预测失业率的关系 

 
从上图我们可以得知用半年的数据预测的失业率与年数据的真实失业率相差

不大，所以问题二的模型同样适合半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可以用问题二的模型对

2010 年上半年的失业率作出预测。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我们需要用 2009 年上半

年的失业率对 2010 年上半年失业率做预测，另外还要考虑 2010 年上半年的其他

四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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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准备： 

 

   GDP 增长率，网上相关专家预测 2010 年上半年的 GDP 增长率为 9%，         

这里我们假设 2010 年上半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为 9%。 

    2009 上半年的失业率，4.3%（已知） 

  结构变化 STO 的值，此数据较难获得，同样可以用上两年 STO 的平均

来近似表示。此时 STO 为 0.05437。 

   一产 GDP 占总 GDP 的比例，与 2009 年失业率的预测相同 ，经过数据                

的拟合我们得到拟合方程为 

tey 0457.002641.0   

     其中拟合优度为 0.96，说明拟合效果很好。利用此方程我们可以得到

2010 上半年一产 GDP 所占比例为 10.11%。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考虑到由于半年时间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不大， 所

以用 2010 年的年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代表上半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2010

年的年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仍用公式 2519.20591.0y  x 预测，由此得到值为

3.4909。 

10.211 0.450 0.047 1.448 0.823 1.604t tU U GDP STO F X     
    （8） 

   把上述五个指标代入方程（8），我们得到 2010 年上半年的失业率是 4.446%。 

  

 

问题五 对减少我国失业率的咨询建议 

        由我们得到的模型和结论可以看出，到 2009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将

会进一步增高，达到 4.46%，为进一步控制失业率的上升，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保持 GDP 的持续增长。虽然在我们的模型中 GDP 对失业率的影响

比较小，但是 GDP 依然是拉动就业的主要因素。所以要降低失业率应该继续

保持我国经济增长，而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因此应

该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并且增加

进出口的数量。 

 合理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性。有关部门应加强《劳动合同法》及《实施

条例》的精神和主要内容，自觉遵守各项劳动法规，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

动关系，积极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出台国家统一的社会保

险接续办法，增强人资源市场的合理流动性和配置效率。[3]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完善小额贷款制度，适当向农民兄弟倾斜。

让农民通过贷款实现创业，再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这将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

条重要途径。[4]从而，农民挤占城镇就业机会的比例就会降低。 

 合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一、二、三产的投资比重，以此来控制农村

剩余劳动力，避免给城镇就业带来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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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的改进设想 

1、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不是很全面，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2、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因素对失业率的影响。 

3、我们考虑的是年度数据，考虑更细致的月度或季度数据，模型会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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