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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A 题 我国就业人数或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数学建模 

摘       要： 

本文针对就业问题，运用多元线性回归、VAR 模型以及面板数据处理等方法，

分别建立全国和各地区城镇就业人数与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利用

VAR模型对我国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的就业前景进行仿真。本文的亮点在于：

第一，通过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寻找出了影响就业的两套主要因素；第二，在分

地区进一步细化模型后，利用面板数据，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第三，运用

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提高城镇就业人口数提出了若干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问题 1，一方面，根据灰色关联度原则和模糊数学中最大最小贴近度准

则，建立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的模型，运用 MATLAB 软件编程求解，得出影响就

业的主要因素为全国总人口、劳动生产率、全国城镇单位平均工资、三产产值和

CPI；另一方面，利用逐步回归法，运用 Eviews 软件对影响就业的 7个指标进行

回归，得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全国总人口、GDP、三产产值、CPI 和 M2。 

针对问题 2，利用逐步回归方法，采用 Eviews 软件编程，建立了全国城镇

就业人数的两个多元回归模型。一个模型的结论为：城镇就业人数与全国总人口、

GDP 和 CPI 成负相关，与三产产值和 M2 成正相关；另一个模型的结论为：城镇

就业人数与劳动生产率和 CPI 成负相关，与全国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成正相关，表

现为其每增长 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城镇就业人数增长 0.4097 个百分点。 

针对问题 3，针对面板数据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利用 Eviews 软件编

程求解，得出全国各地区城镇就业人数与劳动生产率、三产产值和 CPI 成负相关，

与 GDP 成正相关，且 GDP 每增加 1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将被拉动增长 0.5739

个百分点。 

针对问题 4，在问题 2的基础上建立 2个 VAR 模型，通过对样本期内的数据

拟合，发现两个模型精度都相当高，在两个模型比较后，得出 VAR2 模型在预测

精度上优于 VAR1，最后运用 VAR2 模型预测出 2009 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31304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94 万人，与中央预期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的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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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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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已有研究，就业可以定义为三

个月内有稳定的收入或与用人单位有劳动聘用关系。失业的统计方法各国差异较

大， 我国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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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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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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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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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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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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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模型假设 
假设 1：官方统计年鉴所得数据真实可靠，能够反映指标所代表的真实含义。 

假设 2：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较为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就业情况。 

假设 3：在预测年份中，没有发生重大的灾难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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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说明 

符号 定义 

Y  城镇就业人数 

1X  全国(地区)总人口 

2X  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国就业人员） 

3X  城镇单位平均工资 

4X  经济增长（GDP） 

5X  第三产业产值 

6X  消费价格指数（CPI） 

7X  货币政策（M2） 

~
iA  各项指标的模糊子集（i=1...7 时，指标为 iX ;i=8 时，指标为Y ） 

 
4 问题分析 

本题主要是涉及到宏观、中观经济背景的分析，要求参赛者具有一定的经济

学素养，同时也要求具备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知识。该题主要要求参赛者先找出影

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建立他它们之间联系的数学模型，并从分地区、行业角度建

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最后要求参赛者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就业前景进行仿真预测，

并提出建议。由此看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如何找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

2、怎样建立模型？3、如何细化模型并对未来预测？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计量

经济学知识。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可以考虑运用灰色关联度确定这些主要因素；

其次考虑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或非线性回归建立模型；再次，对所建立

的模型结合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形势进行预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1 问题 1 分析 

对于问题一，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可能会影响到就业的因素。在初步确定

影响就业的众多因素之后，再尝试用量化的方法找出哪些是主要因素，哪些是次

要因素。 

4.2 问题 2 分析 

该问题其实就是假设知道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怎么来确定它们之间的

关系。通常我们会想到计量经济学中的很多模型，比如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

归等模型，在对就业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具体分析后，即可尝试建立相应的回归模

型。 
4.3 问题 3 分析 

问题 3 则是强调从更细的方面来考虑，旨在期望研究生们能够建立更加精确

的模型。这个题目要求“不求全而求专”，即以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一侧面展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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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寻求影响该领域的就业的主要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4.4 问题 4 分析 

对于问题 4，我们根据已经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形势作出

预测，在这里，要求根据国家的有关决策和规划，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的指

标，对 2009 年及 2010 年我国的就业情况进行仿真。 
4.5 问题 5 分析 

问题 5 要求参赛者根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预测效果，结合当前我国实际，

提出一些能够改善国家就业压力的可行性措施、建议；当然，要结合相关的经济

学理论进行分析。 

5 模型建立与求解 
5.1 问题 1模型与求解 

5.1.1 理论分析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分析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1. 劳动力数量（指标：全国总人口数） 

劳动力数量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当劳动力数量增加时，劳动力供给会增加，

由于工资的刚性作用，供给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从而新增加的劳动力会在这一工

资水平下加入到就业人员行列，因此在此种状况下就业会有所变化。 

2. 劳动生产率（指标：工业增加值／全国就业人员） 

劳动生产率是指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比率。技术进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主要因素，并且从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越高，失业人口会增加，相应的就业人

口就会减少，这是因为一部分就业人员被机器所代替。但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

发展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也是会有利于增加就业人数的。 

3. 工资水平（指标：城镇单位平均工资） 

工资水平是用来衡量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

求，是市场化的行为，但在现实中工资水平还受国家政策和工会组织等的影响；

工资水平不单是被动地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也会主动的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

与需求。一般来说，就业人数与工资水平呈同向变化的趋势。 

4. 经济增长率（指标：GDP）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水平）水

平持续增加。完整的经济增长衡量主要包括有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进出口等

方面，这些主要的经济指标都与就业息息相关，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可忽视的。

依照奥肯定律，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相应的,经济增长与就业

之间存在同向变化的趋势问题。 

5. 产业结构（指标：第三产业产值）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一般的产业构成

从三次产业划分法来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社会不同部门的分工

趋向性，不同产业的就业状况不同，因此，产业结构与就业状况联系就十分紧密。 

6. 通货膨胀率（指标：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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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价格指数则是反映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依据菲利

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后来各派学者亦对这一结论

进行分析和论证，也得出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不同结论，但是两者之间的存在关

系确实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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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货币政策（指标：M2） 

货币政策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表现在于调控市场货币数量来

达到紧缩或者放松银根进而影响经济。起其实质就是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货币政

策直接关系到整个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因此，对于就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是经济手段但是包含有政治体制因素在其中，对于市场作用

程度也会影响到就业状况。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决定选取全国总人口、劳动生产率、全国城镇单位平均

工资、GDP、第三产业产值、CPI、M2 七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因素，相关数据

见附件 1.1 所示：  
对于问题 1,我们得出两个模型。我们将在 5.4.3 节来讨论这两个模型的优

劣性。 

5.1.2 问题 1 模型Ⅰ 

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求Y 与 、 、 、 、 、 、 之间

的回归模型。 
1X 2X 3X 4X 5X 6X 7X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εαααααααα ++++++++= 776655443322110 XXXXXXXY  

回归过程和结果如表 1 所示(表中标识为蓝色单元格是逐步回归每步下的最优模

型，同表 7)： 

表 1  Y 模型逐步回归预测结果 

模型 1X  2X  3X  
4X  5X  6X  7X  2R   2R

)( 5XfY =      
0.13 

(17.77) 
  0.95 0.95

),( 15 XXfY =  0.36 

(8.23) 
   

0.07 

(8.81) 
  0.99 0.99

),( 25 XXfY =   
-1.16 

(-2.06) 
  

0.28 

(3.74) 
  0.96 0.95

),( 35 XXfY =    
-1.04 

(-1.13) 
 

0.38 

(1.69) 
  0.95 0.95

),( 45 XXfY =     
-0.10 

(-1.97) 

0.37 

(2.98) 
  0.96 0.95

),( 65 XXfY =      
0.12 

(19.00) 

-83.66 

(-2.68) 
 0.96 0.96

),( 75 XXfY =      
0.13 

(0.85) 
 0 0.95 0.94

),,( 215 XXXfY =  0.34 

(11.74) 

-0.86 

(-4.68) 
  

0.18 

(7.26) 
  1.00 1.00

),,( 315 XXXfY =  0.39 

(8.05) 
 

0.55 

(1.20) 
 

-0.07 

(-0.60) 
  0.99 0.99

),,( 415 XXXfY =  0.35   -0.08 0.27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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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 （-5.40） （7.18）

),,( 615 XXXfY =  0.32 

（8.19） 
   

0.07 

（10.85）

-40.95 

（-2.78）
 0.99 0.99

),,( 715 XXXfY =  0.41 

（12.26） 
   

-0.14 

（-2.75）
 

0.05 

（4.07） 
1.00 0.99

),,,( 2415 XXXXfY =  0.36 

（13.13） 

1.08 

（1.14）
 

-0.18 

（-2.09）

0.36 

（4.14）
  1.00 1.00

),,,( 3415 XXXXfY =  0.36 

（12.21） 
 

0.30 

（1.05）

-0.08 

（-5.16）

0.19 

（2.22）
  1.00 1.00

),,,( 6415 XXXXfY =  0.33 

（13.09） 
  

-0.07 

（-4.81）

0.24 

（6.81）

-22.83 

（-2.27）
 1.00 1.00

),,,( 7415 XXXXfY =  0.38 

（21.79） 
  

-0.07 

（-6.52）

0.08 

（1.80）
 

0.03 

（5.14） 
1.00 1.00

),,,,( 27415 XXXXXfY =
0.38 

（21.58） 

-0.60 

（-0.87）
 

-0.01 

（-0.15）

0.01 

（0.11）
 

0.04 

（4.83） 
1.00 1.00

)  ,,,,( 37415 XXXXXfY =
0.37 

（22.5） 
 

-0.39 

（-1.99）

-0.06 

（-7.04）

0.13 

（2.76）
 

0.04 

（5.69） 
1.00 1.00

)  ,,,,( 67415 XXXXXfY =
0.36 

（29.27） 
  

-0.05 

（-7.84）

0.06 

（2.16）

-20.02 

（-4.34）

0.03 

（7.35） 
1.00 1.00

),,,,,( 267415 XXXXXXfY =  0.36 

（28.09） 

-0.08 

（-0.17）
 

-0.05 

（-1.05）

0.05 

（0.85）

-19.79 

（-3.97）

0.03 

（6.06） 
1.00 1.00

) ,,,,,( 367415 XXXXXXfY =
0.36 

（28.08） 
 

0.01 

（0.07）

-0.05 

（-7.38）

0.06 

（1.41）

-20.29 

（-3.24）

0.03 

（4.76） 
1.00 1.00

注：表格的单元格中，上面的是系数，下面的是 t 值(下同)。 

由表 1 可知，模型中影响Y 的主要因素只保留了 5 个，即： 、 、 、

、 。 
1X 4X 5X

6X 7X
5.1.3 问题 1 模型Ⅱ 

在本模型中，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模糊数学中的最大最小贴近度；

二是灰度关联系数。 

模糊数学中，贴近度常用来反映两个模糊集合的相近程度，贴近度越接近于

1，则表明两模糊集越接近，否则，两模糊集越远。因此，利用模糊数学中的贴

近度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影响某个指标的一批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1）模糊子集及隶属度函数[1] 

对于某一集合 A,元素 a 要么属于 A,要么不属于 A。二者必居其一，且仅仅

居其一。这是经典集合的特征。对于这一特征，经典集合 A中的元素 u与集合 A

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函数——特征函数来刻画。集合 A的特征函数（也成示性函数）

是指： 

           （1） 
⎩
⎨
⎧

∉
∈

=
Au
Au

uI A 0
1

)(

也就是说，若 是 A 中元素，则其特征函数 的值为 1，若 u 不是 A 中

元素，则特征函数 的值为 0。上述特征函数体现了经典集合论中的“非此

u
I A

)(uI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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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彼”的二值逻辑关系。 
然而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常遇到并非都是“非此即彼”的情况，而是

介于“是”与“不是”之间，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比如，对于某种商品

的质量，由人认为很好，由人认为一般，也有人认为较差。因此，我们很难用好

或不好来形容该商品的质量。 
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把元素属于集合的概念模糊化，

变经典集合的“非此即彼”关系为“亦此亦彼”关系；承认论域上存在并非完全

属于该集合的元素，使经典结合的绝对属于变为相对属于的概念。 
定义 1：给定论域U ，所谓U 上的一个模糊子集 是指，对于任意的 ，

都能确定
~
A Ux∈

[ 1,0
~
∈A ]μ ，用这个数表示 x属于 的程度。映射： 

~
A

]1,0[

]1,0[:

~

~

∈→

→

A

A

x

U

μ

μ
 （2） 

称为 的隶属度函数，常用
~
A )(

~
xAμ 叫做U 中的元素对模糊子集 的隶属度。隶属

度 表示

~
A

~
A x 属于 的程度，

~
A )(

~
xAμ 越接近于 0，表示 x 隶属于 的程度越小；

~
A )(

~
xAμ

越接近于 1，表示 x隶属于 的程度越大；若
~
A )x(

~
Aμ 越接近于 0.5，则表示 x隶属

于模糊集合 的程度越模糊。 
~
A

（2）最大值和最小值贴近度 

 最大值和最小值贴近度 ( )
~~

, BANM 定义为： 

 

∑

∑

=

=

∨

∧
= n

i
iBiA

n

i
iBiA

M

xx

xx
BAN

1

1
~~

)()(

)()(
),(

~~

~~

μμ

μμ
                      （3） 

其中， )(
~

iA xμ 、 )(
~

iB xμ 为U 中元素 对模糊子集 和 的隶属度。∧、 分别表

示取小和取大运算符。 

ix
~
A

~
B ∨

（3）灰关联度简介[2] 

灰色系统理论（Grey Theory）是由华中科技大学的邓聚龙教授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提出，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科技、农业、生态、生

物等各个领域。 

灰色系统分析方法针对不同问题性质有几种不同做法，灰色关联度分析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其中的一种。基本上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依据

各因素数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做发展态势的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透过

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简言之，灰

色关联度分析的意义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是一

致的，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

度较小。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

量，非常适合动态(Dynamic)的历程分析。 

灰色关联度可分成“局部性灰色关联度”与“整体性灰色关联度”两

类。主要的差别在于局部性灰色关联度有一参考序列，而整体性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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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一序列均可为参考序列。 

（4） 灰关联度模型 

灰关联度是在一定的范畴内测度的量，因此，首先介绍灰关联空间的概

念。 

灰关联空间的构造机制属于公理化体系，既先有公理，然后根据公理来

构造灰关联度的比较测度。 

在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 中： GRΔ
@GRF GR⇒Δ   

( ) (( 0 0, , max , minGR i iςΔ = Δ Δ Δ )) （4） 

( ){ } ( ){ }0 | , , |i k i I k K or k i IΔ = Δ ∈ ∈ Δ = Δ ∈0i  （5） 

( ) ( ) ( )0 0i k x k x kΔ = − i  （6） 

点与点之间的比较测度称为灰关联系数；序列与序列间的比较测度称为灰关

联度。 

灰关联空间实质上是满足灰关联公理的差异信息测度空间。 

定义 2：令 X 为灰关联因子集， GRΔ 为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令Γ为灰关

联映射集，则称 ( ),ΓX 为灰关联空间因子态，称 ( ,GR )Δ Γ 为灰关联空间差异信

息态。 ( )和,X Γ ( ,GR )Δ Γ 统称灰关联空间。 

定理 1：令 ( ,GR )Δ Γ 为灰关联空间差异信息态 

( ) (( )0 0, , max , minGR i iςΔ = Δ Δ Δ ) ， （7） 

( ){ } ( ){ }0 0| , , |i ik i I k K or k i IΔ = Δ ∈ ∈ Δ = Δ ∈ ， （8） 

( ) ( ) ( )0 0i k x k x kΔ = − i

)

 （9） 

Γ满足灰关联 4 公理， 

则 下有灰关联系数( ,GRΔ Γ ( ) ( )( )0 , ix k x kγ 为 

( ) ( )( )
( ) ( )

( ) ( )
0 0

0
0 0

min min max max
,

max max
i ii k i k

i
i ii k

k k
x k x k

k k

ς
γ

ς

Δ + Δ
=

Δ + Δ  （10） 

                ( ) ( ) ( )0 0i ik x k x kΔ = −  （11） 

                       [ ]0,1ς ∈ , 

则灰关联度 ( )0 , ix xγ 为 

( ) ( ) ( )( )0 0
1

1, ,
n

i i
k

x x x k x
n

γ γ
=

= ∑ k  （12） 

5.1.4 问题 1 模型Ⅱ求解――最大值和最小值贴近度的计算 

首先，利用原始数据(附录 1.1)，我们分别求出它们的隶属度函数。由于七

个指标与城镇就业人数都是效益型指标，因此，考虑用如下隶属度函数： 

8,...,3,2,1
)max(

)(
~

== i
X

xx
i

Ai
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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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x
iAμ 表示  （14） 

⎩
⎨
⎧

=
=

8
7,...,2,1Xi

iY
i

的隶属度函数

的隶属度函数指标

 
于是，可以求得各指标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模糊子集，如果表 2所示； 

表 2  各项指标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模糊子集 

1
~

A  
2

~

A  
3

~

A  
4

~

A  
5

~

A  
6

~

A  
7

~

A  
8

~

A  

0.8609 0.0636 0.0732 0.0621 0.7607 0.8308 0.0322 0.5641 
0.8721 0.0741 0.0801 0.0724 0.8123 0.8332 0.0407 0.5781 
0.8823 0.0933 0.0928 0.0895 0.8381 0.8574 0.0535 0.5912 
0.8924 0.1274 0.1153 0.1175 0.8132 0.9243 0.0734 0.6045 
0.9025 0.1733 0.1553 0.1603 0.8095 1.0000 0.0988 0.6174 
0.9120 0.2200 0.1882 0.2022 0.7925 0.9436 0.1279 0.6303 
0.9216 0.2563 0.2125 0.2367 0.7903 0.8727 0.1601 0.6595 
0.9309 0.2830 0.2214 0.2627 0.8241 0.8284 0.1915 0.6879 
0.9395 0.2890 0.2559 0.2807 0.8737 0.7994 0.2199 0.7155 
0.9472 0.3014 0.2855 0.2983 0.9109 0.7945 0.2523 0.7419 
0.9544 0.3333 0.3206 0.3300 0.9410 0.8090 0.2833 0.7663 
0.9610 0.3581 0.3719 0.3647 0.9756 0.8114 0.3332 0.7925 
0.9673 0.3860 0.4250 0.4002 1.0000 0.7994 0.3894 0.8203 
0.9731 0.4430 0.4803 0.4517 0.9944 0.8155 0.4656 0.8487 
0.9788 0.5204 0.5482 0.5317 0.9738 0.8372 0.5348 0.8764 
0.9846 0.6112 0.6283 0.6094 0.9665 0.8203 0.6287 0.9047 
0.9898 0.7172 0.7185 0.7048 0.9641 0.8179 0.7273 0.9371 
0.9949 0.8369 0.8530 0.8299 0.9669 0.8445 0.8491 0.971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9664 0.8533 1.0000 1.0000 

然后，利用 MATLAB 7.0 编程（附录 2.1），即可求得七个指标与城镇就业人

数的最大最小值贴近度如表 3所示： 

表 3 七个指标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最大最小贴近度 

 影响因素 
 

 
城镇就业人员 

1X  2X  3X  4X  5X  6X  7X  

Y  0.8009 0.4954 0.491 0.4896 0.8388 0.8244 0.4516

由表 3 可知，在影响城镇就业人数的 7 个因素中， 对5X Y 的最大最小贴近

度最大，因此说明指标 与5X Y 最贴近， 、 与7X 4X Y 的最大最小贴近度最小和次

小，说明 、 的与7X 4X Y 距离最远。 

5.1.5 问题 1 模型Ⅱ求解――灰关联度计算 

由灰色关联度的模型，利用 MATLAB7.0 软件编程（附录 2.1），我们可以求

得影响就业的七个因素与城镇就业人数的灰色关联度如表 4所示： 
表 4  影响就业的七个指标与城镇就业人员的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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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因素 
 

城镇就业人数 
1X  2X  3X  4X  5X  6X  7X  

Y  0.9839 0.7902 0.8219 0.7891 0.9886 0.978 0.6845 

 

由表 4可知: 

),(),(),(),(),(),(),( 7423615 YXYXYXYXYXYXYX γγγγγγγ >>>>>>   （15） 

                                    （16） 7423615 XXXXXXX

其中 表示偏序关系。 

由（15）、（16）两式可知， 、 对5X 1X Y 的影响位于前两位， 、 对7X 4X Y 的

影响位于最后两位。 

5.1.6 问题 1 结论 

问题 1模型Ⅰ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出模型中影响Y 的主要因素为 5 个，即：

、 、 、 、 。 1X 4X 5X 6X 7X
在问题 1模型Ⅱ中，综合最大最小贴近度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这两种方法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结论都是 与 这两个指标排在最后两位，因此，

可以认为它们两对
7X 4X

Y 的影响相对较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影响Y 的主要因素为：

、 、 、 、 。 5X 1X 6X 3X 2X
5.2 问题 2 模型与求解 

相对于问题 1 的二个模型，对于问题 2 我们也有二个模型。 
5.2.1 问题 2 模型Ⅰ的建立 

 问题 2 模型Ⅰ是基于问题 1 模型Ⅰ的结论上的。 
由问题 1 模型Ⅰ的结论可知，所选择的就业主要经济指标有：全国总人口

（ ）、经济增长 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 ）、通货膨胀率 CPI（ ）、

货币政策 （ ）。 
1X 4X 5X 6X

2M 7X
利用 Eviews 6.0 进行线性回归，可得如下结果： 

76

541

032607.001506.20
063066.0054975.0364229.059.22517

XX
XXXY

+−
+−+−=

 （17） 

ｔ＝(-13.41141)  (29.26797)  (-7.844341)  (2.158126)  
   (-4.335168)  (7.354697) 

999530.0=R    999350.02 =R    080.5535=F     335674.2. =WD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统计意义都通过检验，但是从时序数列的角度

来看，必须要确定各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才能进行计量

分析。此外，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多元线性的回归模型存在经济意义上的不足。

基于此，我们从生产函数角度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角度对城镇就业问题模型进行

理论分析。 
１. 从生产函数[3]的角度 
经济学中有很多生产函数的形式，从复杂的 CES 生产函数到简单的完全替代

生产函数，但是最为经典生产函数当属 C—D 生产函数，它描述的是劳动力与资

本作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关系式为 。这一ααλ −== 1),( LKAeLKff t

关系描述的是微观主体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同时也是我们宏观投入产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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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我们考虑城镇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值、通胀等因素

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需要考虑

长期稳定的关系情况下，做非线性模型到线性模型的转化。 
２. 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4]的角度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描述产出与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因素之间的关

系，

，对所得的数据(附录 1.1)进行协整分析，利用单

位根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是否

且产出与各经济因素之间也不是线性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考虑就业这个问

题，势必就是以劳动力作为基石来看，也就是说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就业

模型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 
基于上述两个角度的分析

检验，采用 ADF 指标进行判断。得出如下结果： 
表 5 时序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平稳

)ln( 1X   -3.149553 -3.920350 -3.065585 -2.673459 是 ( )ptc ,,

)ln( 4X   -3.766200 -4.728363 -3.759743 -3.324976 是 ( )ptc ,,

)ln( 5X   -3.597098 -4.616209 -3.710482 -3.297799 是 ( )ptc ,,

)ln( 6X   -3.490006 -4.616209 -3.710482 -3.297799 是 ( )ptc ,,

)ln( 7X   -7.155931 -4.667883 -3.733200 -3.310349 是 ( )ptc ,,

)ln(Y   -3.511996 -4.616209 -3.710482 -3.297799 是 ( )ptc ,,

注： 类型括号中 检 根 项、

趋势

、 、 、 、

都是

下模型： 

检验 的c、t和P分别表示 验平稳时估计方程的常数项单位 检验方程的常数 时间

项和滞后阶数，0表示不舍时间趋势项（下同）。 

对各变量的协整检验表明： )ln( 1X 、ln )( 4X )ln( 5X )ln( 6X )ln( 7X )ln(Y
平稳数列。 
基于此构造以

εββββββ +⋅+= )ln()ln( 2110 XY +⋅+⋅+⋅+⋅ )ln()ln()ln()ln( 7564534 XXXX  （18） 
利用 Eviews（见附录 3.1 的 var021）可得如下结果： 

)ln(854508.0)ln(496943.0
)ln(6

76

5

XX
X

+−
36145.1)ln(25959.1)ln(46123.190035.231)ln( 41 XXY +−−=

 （19） 

t= (3.730631)   (-3.578484)      (-4.204063)     (3.908092)  
   (-3.104053)   (2.328970) 

981851.02 =R986892.0=R    7543.195=F     122497.1. =WD     
由（19）式， 可以看出：

业人数成负相关，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时，

将会

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

城镇 降

业人数正相关，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我们  

（1）全国总人口（ 1X ）与城镇就 1X
导致城镇就业人数下降 19.46123 个百分点。 

（2）GDP( 4X )与城镇就业人数成负相关， 4X 每

就业人数下 1.25959 个百分点。 

（3）第三产业产值（ 5X ）与城镇就 5X

 12



会导 .3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时，将会

导致 数

关，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时，将

会导 升

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建立

VAR

（1）模型： 

致城镇就业人数上升 1 61456 个百分点。 

（4）CPI（ 6X ）与城镇就业人数成负相关， 6X
城镇就业人 下降 0.496943 个百分点。 

（5）货币政策（ 7X ）与城镇就业人数正相 7X
致城镇就业人数上 0.854508 个百分点。 

为了体现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明确经济变量

模型。通过对LR、FPE、AIC、SC、HQ这5个评价指标的分析，确定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  

得出问题1模型Ⅰ的VAR

125703.2)]1(ln[896091.0
)]1(ln[008156.0)]1(ln[069374.0)]1(ln[036023.0

)]1(ln[ln[

765

4

+−+
−+−−−−

060826.0)]1(ln[097308.0)]( 1 +−−= tXt −

tY
tXtXtX

tXY
 （20） 

t=    (-0.06308)    (0.69571)             
408)      (-0.30926)         (-1.61752)   (0.10

(18.0134)     (0.11892) 

0.999373 2 =R   0.9=R 99594      4519.222 =F  

5.2.2 问题 2 Ⅱ的建立 

1 模型Ⅱ的结论。 
经济指标有：全国总人口（ ）、

经济

利用 Eviews 6.0 软件(见附录 3.1 的 eq022)，对 、 、 、 、 、

模型

 问题 2 模型Ⅱ是基于问题

由问题１模型Ⅱ结论可知，所选择的就业主要 1X
币增长 GDP（ 4X ）、第三产业增加值（ 5X ）、通货膨胀率 CPI（ 6X ）、货 政

策 2M （ 7X ）。 

1X 2X 3X 5X 6X
Y 进

理前的各指标作单位根检验 

进行单位根检验，观察它们的是否

是平

行回归。 

Step1:对处

在做回归模型之前，我们要对 5个自变量

稳时间序列。5个指标的 ADF 检验结果如图 1至图 5所示： 

 

图 1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图 2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1X 2X

 

 

 

 

 

 13



图 3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图 4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图 5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图 6  

3X 5X

 

 

 

 

6X Y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为 1%的临界值，至少表明可以在

由图 1 由于检验 t 统计量是-21.3257，远远小于显著性水平

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 X 不存在

单位根，是平稳的。但是，图 6中的 t 统计量是-2.51，大于 10%的临界值，因此

1

Y 是非平稳的。同时，图 2 至图 5 表明，检验 t 统计量的值均远大于 10%的临界

，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 

Step2: 对处理后的各指标做 ADF 检验 

值

前，我们首先要对 5个自变量和Y由 Step1 结论可知，在做回归模型之 做变

换，使得它们满足序列平稳性要求。经济学中有很多生产函数的形式，从复杂的

CES 生产函数到简单的完全替代生产函数，但是最为经典生产函数当属 C—D 生

产函数，它描述的是劳动力与资本作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关系式为

ααλ −== 1),( LKAeLKff t ，两边同时取对数，于是可以得到： 

tALKf λαα ++−+= lnln)1(lnln                      （21） 

由（21）式作变换，我们可以得到： 

tAKfL γλγαγγ −−−= lnlnlnln                         （22） 

由（22）式，我们可以得知：劳动力投入取过对数后的指标与取过对数后的

产出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是否 

指标、资本投入指标成线性关系。因此，由此启发，我们对影响城镇就业人

数以及影响它的 5个指标取对数，然后再作回归分析。 

对取过对数的各指标做 ADF 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ln(Y 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 ADF 检验

平稳 

)ln( 1X  -26.11 -3.86 -3.04 -2.66 是 ( )ptc ,,  

)ln( 2X  -6.62 -4.62 -3.71 --3.30 是 ( )ptc ,,  

)ln( 3X  -3.94 -4.62 -3.71 -3.30 是 ( )p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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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5X  ( )ptc ,,  -3.47 -3.86 -3.04 -2.66 是 

)ln( 6X  ( )ptc ,,  -1.41 -3.86 -3.04 -2.66 是 

)ln(Y  ( )ptc ,,  --3.51 -4.62 -3.71 -3.30 是 

由表 6可知道，经过 后 、 、 、

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均为时间平稳数列。 

为解释

表 7  预测模型逐步回归结果 

模型  

对数变换 ，ln(X )1

ln(X

)( 2X 、lnln

ln(X

)( 3X

ln(X

、ln( 5X )6X)

ln(X

ln(

ln(X
)ln(Y
Step3: 以 )ln(Y 为被解释变量，以 )、 )、 )、 )、 )
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 

1 2 3 5 6

 ln( )Y

)ln( 1X )2X )ln( 3X )ln( 5Xln( )ln( 6X 2R   2R

)))ln( 3Y  (ln(Xf=   
0.23

（26.07）
  0.98 0.97

))1ln(),(ln()ln( 3 XXfY =  
0.40 

（0.32）
 

0.21 

（2.84）
  0.98 0.97

))ln(),(ln()ln( 23 XXfY =   
-0.22 

（-5.21）

0.45 

（10.60）
  0.99 0.99

))ln(),(ln()ln( 53 XXfY =    
-0.19 

（-1.95）

0.45 

（4.04）
 0.98 0.98

))ln(),(ln()ln( 63 XXfY =    
0.22 

（28.60）
 

-0.31 

（-3.01） 
0.98 0.98

))1ln(),ln(),(ln()ln( 23 XXXfY =  0.71 

（0.92）

-0.23 

（-5.24）
 

0.41 

（6.94）
 0.99 0.99

))ln(),ln(),(ln()ln( 523 XXXfY =   
0.08 

（0.84）

-0.26 

（-4.38）

0.40 

（5.23）
 0.99 0.99

))ln(),ln(),(ln()ln( 623 XXXfY =   
-0.19 

（-4.47）

0.41 

（9.75）
 

-0.18 

（-2.30） 
0.99 0.99

))1ln(),ln(),ln(),(ln()ln( 623 XXXXfY =

 

-0.55 

（-0.60）

-0.18 

（-3.77）

0.43 

（7.90）
 

-0.21 

（-2.09） 
0.99 0.99

))ln(),ln(),ln(),(ln()ln( 5623 XXXXfY =

 
 

-0.03 

（-0.32）

-0.17 

（-2.47）

0.43 

（6.06）

-0.19 

（-2.05） 
0.99 0.99

由表 7 可知，最终的回归模型为 性

归，回归结果如图 7所示： 

)ln(Y 、 3X 、 6X)ln( 2X )ln( )ln(与 的线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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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与 、 、 的回归模型 )ln(Y )ln( 2X )ln( 3X )ln( 6X

由图 7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回归模型为： 

0485.1..95.7429933.0
)30.2()75.9()47.4(

)ln(1723.0)ln(4097.0)ln(1864.07051.8)ln(

2

632

===

−=
−+−=

WDFR
t

XXXY
     （23） 

由（23）式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 t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 2.3，因此是显

著的。可决系数 2R =0.9933，说明该模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F 检验也是高度

显著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是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与 、 、 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

系，即要对这四个指标进行协整检验。 

)ln(Y )ln( 2X )ln( 3X )ln( 6X

Step4: 协整检验（Johansen 检验） 

Johansen 于 1988 年，以及与 Juselius 一起于 1990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向量

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通常称为 Johansen 检验，或 JJ 检验，是一种

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 

利用 Eviews 6.0(附录 3.1 的 eq022) 对 与 、 、 做

Johansen 检验，得到结果如图 8和图 9表示： 

)ln(Y )ln( 2X )ln( 3X )ln( 6X

 

图 8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结果 1 

 16



 

图 9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结果 2 

由图8和图9，我们不难发现，Johanse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p值均小于0.05，

因此，可以认为 与 、 、 之间是协整的，因此（22）式是

合理的。 

)ln(Y )ln( 2X )ln( 3X )ln( 6X

Step5:异方差性检验 

在 Eviews 6.0 软件上利用 White 检验对公式（22）作异方差检验，结果如

图 10 所示： 

 
图 10  White 检验结果 

由于 ,所以，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公式（23）

不存在异方差性。 

16.92)9(3793.15 2
05.0

2 =<= χnR

Step6: 自相关性检验 

我们采用 检验来验证公式（23）是否存在自相关性。由于 n =19，k = 3，

取显著性水平

..WD

.0= 05α ,查表可得 68.1,97.0 == uL dd ，而由图 7可知， ，

则有 ，因此，无法判断是否存在自相关性。 

05.1.. =WD

Ud<.L WDd < .

利用偏相关系数检验，则可得到结果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偏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由图 11 可以看出，公式（23）可能存在一阶自相关和二阶自相关。但是，

当我们把 AR(1)和 AR(2)加进去做回归发现，t 值不显著。因此，综合判断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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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用公式（23）作为最终的回归模型。 

5.2.3 问题 2 模型Ⅱ的结论 

式（23）为： 

0485.1..95.7429933.0
)30.2()75.9()47.4(
)ln(1723.0)ln(4097.0)ln(1864.07051.8)ln(

2

632

===

−=
−+−=

WDFR
t

XXXY
 

由（23）式，我们可以看出： 

城镇就业人数与 （i=2,3,6）相关，相关程序由各项的系数决定。 iX

同样的，可以确定问题2模型Ⅱ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确定建立VAR（2）
模型，可用Eviews(见附录3.1的var022)得出结果如下： 

)]2(ln[299153.0)]1(ln[49954.0)]2(ln[0819375.0
)]1(ln[171633.0)]2(ln[02752.0)]1(ln[018521.0

)]2(ln[035249.0)]1(ln[40051.001791.2)]1(ln[

6

633

22

−+−+−
−−−+−+

−−−+=−

tYtYtX
tXtXtX

tXtXtY
 （24） 

t=     (3.59179)           (2.00759)        (-1.76116) 
      (0.87513)           (1.48357)        (-4.47380) 
    (3.98784)           (3.99374)        (2.58643) 

999960.0=R         999919.02 =R    96.24791=F  

5.3 问题 3 模型 

针对本题，我们考虑从分地区的角度入手，尝试通过深入研究全国各地区的

城镇就业人数（Y）与各地区总人口（ ）、各地区经劳动生产率（ ）、各地

区在岗职工工资（ ）、各地区 GDP（ ）、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 ）、各

地区消费价格指数 CPI（ ）的关系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数学模型。 

1X
X

2X
X3X 4 5

6X
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等，我们整理

出 1998 年到 2007 年间的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就业人数以及影响它

的六个因素的数据，数据见附录 1.2。 
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与截面数据混合的面板数据，因此，首先在

Eviews6.0 软件中中建立合并数据库，即按指标把全国各地区 1998——2007 年数

据合并成一列 310 行的数据。合并后各指标 相应地定义为 、 、 、 、

、 。 
?1X ?2X ?3X ?4X

?5X ?6X
对于合并后按指标分类的各组数据，根据第二问的启示，对各组数据取对数，

以期得到时间序列平稳和协整的效果。处理后的各组数据分别定义为 、

、 、 、 、 、 。 
)ln( ?1X

)ln( ?2X )ln( ?3X )ln( ?4X )ln( ?5X )ln( ?6X )ln( ?Y
5.3.1 问题 3 数据的检验 

对经取对数处理后的各组数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 利用Common root-Levin,Lin,Chu检验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单位根检

验，所得结果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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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项指标的 ADF 检验结果 

指标 Method Statistic Prob.** 是否平稳 

)ln( ?1X  Levin,Lin 
& Chu t* -55.0568 0.0000 是 

)ln( ?2X  Levin,Lin 
& Chu t* -6.71769 0.0000 是 

)ln( ?3X  Levin,Lin 
& Chu t* -7.95638 0.0000 是 

)ln( ?4X  Levin,Lin 
& Chu t* -6.12139 0.0000 是 

)ln( ?5X  Levin,Lin 
& Chu t* -2.26471 0.0118 是 

)ln( ?6X  Levin,Lin 
& Chu t* -29.4487 0.0000 是 

)ln( ?Y  Levin,Lin 
& Chu t* -9.97879 0.0000 是 

由表 8 可知，各项指标单位根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因此，接受原假设，

即认为各指标的序列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Johansen 检验） 
对 、 、 、 、 、 、 进行 Johansen

检验，所得结果如图 12 所示： 
)ln( ?Y )ln( ?1X )ln( ?2X )ln( ?3X )ln( ?4X )ln( ?5X )ln( ?6X

 
图 12  Johansen 检验结果 

由图 12，根据 PP 统计量和 ADF 统计量，拒绝非协整假设，即各个序列是

协整的。 
5.3.2 问题 3 模型选择 

面板数据常用的三种模型为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

型。在 Eviews 6.0 上分别做出三种模型，然后再利用似然比检验和 Hausman 检

验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其中，似然比检验是用来区分混合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而 Hausman 检验是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具

体检验结果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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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似然比检验结果 

 
图 14 Hausman 检验结果 

由图13，我们可以得知，查 分布表，可知在自由度为（30，273）的前提

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的临界值在1.54和1.57之间，很明显，此时有

> )。所以，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模型。 

F
F

F 273,30(05.0F
由图14，自由度为6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 分布的临界值为

，此时 ,因此，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2χ
59.12)6(2

05.0 =χ 59.12)6(47.45H 2
05.0 =>= χ

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我们最终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利用Eviews 6.0软件(见附录3.2的model03)，我们得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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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由图15，我们可以得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ln(3705.0)ln(0952.0)ln(8756.0)ln(3202.0)ln(2083.0
)ln(1485.0)0080.52983.0()0080.52717.0()0080.57308.0()ln(

654?3?2

?13121

XXXXX
XDDDYi

−−+−−
+++++++=  

t=     (0.77)      (-3.46)      (-3.83)     (5.02)      (-0.75)      (-0.89) 

9876.02 =R    9860.02 =R     2108.606=F  

其中虚拟变量 ， ， ，．．．， 的定义是： 1D 2D 3D 31D

⎩
⎨
⎧

=
其他

＝个个体如果属于第

0
31,,2,1,1 ii

D i  

5.3.3 模型优化 

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优化，考虑到在六个因素情况下，存在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最终影响因素有：各地区经劳动生产率（ ）、各地区

GDP（ ）、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 ）、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 ）。再

此基础上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结果如图16： 

2X

4X 5X 6X

 
图16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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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结果进行异方差性及自相关性检验及修正，得到最终模型如图17： 

 
图17 异方差性及自相关性检验及修正的结果 

5.3.4 问题 3 结论 

对于问题3，可以最终整理结果如下： 

)1(798926.0)ln(308464.0)ln(121414.0)ln(573873.0)ln(084755.0
)330754.4021343.0()330754.4397601.0()330754.4482825.0()ln(

6542

3121

ARXXXX
DDDYi

+−−+−
++++−++=  （25） 

t=     (-2.761688)     (6.964660)        (-2.178410)        (-2.977902)     (22.3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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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912.02 =R    998755.02 =R     734.6372=F  

其中虚拟变量 ， ， ，．．．， 的定义是： 1D 2D 3D 31D

⎩
⎨
⎧

=
其他

＝个个体如果属于第

0
31,,2,1,1 ii

D i  

同样由公式（25）可知道，对全国总体而言： 

iY 与 (i=2,4,6)的相关性与相关程度，由 的系数决定。 iX iX

5.4 问题 4 仿真（预测）结果 

利用第 2个问题所建立的两套 VAR 模型，对 2009 年以及 2010 年上半年我国

城镇就业人员预测。 

5.4.1 预测方案 1 

第一套预测方案，所对应的 VAR 模型为公式（20），在 Eviews 软件上对样本

内（1990 年——2008 年）和样本外（2009 年——2010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进行

模拟和预测，所得拟合图像如图 18——图 23 所示。图中蓝色为真实值，红色为

预测值（下同）。 

图 18 全国总人口的拟合图                 图 19 GDP 的拟合图 

 

         图 20 第三产业值的拟合图      图 21 CPI 的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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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M2 的拟合图       图 23 城镇就业人数拟合图 

对于样本内预测的数据，由图 18——13 可以看出，除了 CPI 因素外，其余

指标的预测精度都相当高。 

样本外预测（2009 年和 2010 年） 

 

图 24 模型 1城镇就业人数预测 

由图，我们可以得出 2009 年与 2010 年的预测城镇就业人口： 

万人）(31401.1564 10.35460)ln( 20092009 =⇒= YY  

万人）(32696.064510.39501)ln( 20102010 =⇒= YY  

由于 2008 年就业人口为 30210 万人，预测方案 1 所得 2009 年就业人口为

31401.1564 万人，两者差值为 1191.1564 万人，与中央预期 09 年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相符合。 
5.4.2 预测方案 2 

第二套预测方案，所对应的 VAR 模型为公式（24），在 Eviews 软件上对样本

内（1990 年——2008 年）和样本外（2009 年——2010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进行

模拟和预测，所得拟合图像如图 25——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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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劳动生产率的拟合图            图 26  全国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拟合图 

图 27   CPI 拟合图                    图 28  城镇就业人数拟合图 
由图 25——图 28，同样是除了 CPI 指标外，其他几个指标的拟合程度都很

好，说明该模型的拟合精度相当好。 

样本外预测（2009 年和 2010 年） 

 

图 29  城镇就业人数预测 

由图 29，我们可以预测出 2009 年以及 2010 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万人）

万人）

(26202.3256339094.10)ln(
(9027.3130435153.10)ln(

20102010

20092009

=⇒=

=⇒=

YY
YY

 

由于 2008 年就业人口为 30210 万人，预测方案 1 所得 2009 年就业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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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4.9027 万人，两者差值为 1094.9027 万人，与中央预期 09 年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相符合。 
5.4.3 两个VAR模型优劣比较 

一般认为，比较预测模型好坏的标准是样本期内的拟合效果，通常用误差预

测值和真实值的误差平方和表示。我们在比较这两个模型优劣性时，除了考虑到

样本期内的误差平方和以外，还充分考虑误差的变异系数和末期预测误差的大

小。这样，评价才会更加合理。 
由于两个 VAR 模型的滞后期不同，一个滞后 1 期，一个滞后 2 期，因此，

我们考虑 1992 年——2008 年时期内的误差。我们整理出 1992 年——2008 年两

个 VAR 模型的拟合误差值，如表 9 所示： 
表 9  两种 VAR 模型预测精度比较 

VAR1 VAR2  模型 
 
 
年份 )ln(Y  )ln( 0Y  1R  )ln(Y  )ln( 1Y  2R  

1992 9.790375 9.787306 -0.00307 9.790375 9.790217 -0.00016
1993 9.812578 9.810498 -0.00208 9.812578 9.813416 0.000838
1994 9.833762 9.836888 0.003126 9.833762 9.831048 -0.00271
1995 9.854297 9.867363 0.013066 9.854297 9.859396 0.005099
1996 9.89958 9.901837 0.002257 9.89958 9.899304 -0.00028
1997 9.941794 9.93917 -0.00262 9.941794 9.941187 -0.00061
1998 9.981189 9.977621 -0.00357 9.981189 9.980168 -0.00102
1999 10.01735 10.01551 -0.00184 10.01735 10.01643 -0.00092
2000 10.04979 10.05169 0.001897 10.04979 10.0507 0.000907
2001 10.08331 10.08576 0.002454 10.08331 10.08411 0.000804
2002 10.11779 10.118 0.000208 10.11779 10.11737 -0.00042
2003 10.15187 10.14911 -0.00276 10.15187 10.15034 -0.00153
2004 10.18399 10.18002 -0.00397 10.18399 10.18294 -0.00105
2005 10.21578 10.21159 -0.00419 10.21578 10.21567 -0.00011
2006 10.25097 10.24454 -0.00643 10.25097 10.24915 -0.00182
2007 10.28705 10.27928 -0.00777 10.28705 10.28371 -0.00334
2008 10.31593 10.31597 4.17E-05 10.31593 10.31928 0.003352

注意：VAR1 模型指的是公式（20），VAR1 模型指的是公式（24），ln(Y)是
指 Y 原始数据取对数，ln(Y0)与 ln(Y1)分别指 VAR1 模型和 VAR2 模型的预测值，

R1 和 R2 分别是两种预测方法的误差。以时间段为横坐标，以 R1 和 R2 为纵坐

标，利用 MATLAB7.0 软件(程序见附录 2.2)在直角坐标系中作出两种预测方法产

生误差的散点图，如图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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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1992——2008 年 VAR1 与 VAR2 模型的误差散点图 

由图 30 可知，VAR1 模型的误差变化很大，而且普遍比 VAR2 模型的误差

要大，但是，末期（2008 年）的误差却比较小。 

通过计算，则有 7149.18762.1 21 =>= SS ，

其中， 与 分别是 VAR1 模型和 VAR2 模型误差的变异系数， 、 分别

表示 VAR1 和 VAR2 的误差平方和。 

-7
2

-7
1 100.01 100.3561 ×=>×= SRSR

1SR 2SR1S 2S

因此，我们经过综合评价认为，VAR2 模型比 VAR1 模型预测效果好，只是

末期 VAR1 模型预测效果稍微好些。 
5.5 政策建议 

5.5.1 模型结果及原因分析 

根据问题２已有的模型分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城镇就业人数与各变量之间

的模型结果及其原因分析如下： 
对于模型１来说，全国总人口、GDP、CPI 均与城镇就业人数呈反向变化，

而三产增加值、M2 则与城镇就业人数呈正向变化。显然呈反向变化的变量似乎

都不符合一般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析，但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有其

必然性。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与经典西方经济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奥

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规律性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都得不到体现，反而是恰恰相

反，也就是说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存在。此外，我们看到人

口的增长与就业人数也是成反向关系变化，主要在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劳

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所以总人口增加所能带来的城镇就业并不是一致增加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功劳”。 
对于模型２来说，劳动生产率、CPI 与城镇就业人数呈反向变化，而城镇单

位平均工资与城镇就业人数呈正向变化。显然这些变化在前面的分析中都表明是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根据问题４的仿真结果来看。两个模型的预测效果都相当不错，而且精度都

是比较高，相对而言模型２的准确度更好一些，也就是表明在微观层面的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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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要好过于宏观调控上的影响程度，一定意义上也都说明了制度因素对于失业问

题的顺利解决的重要性。因此，下面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提高城镇就业

人数或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政策建议。 
5.5.2 基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政策建议 

１. 失业问题的制度性 
失业问题的产生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基于凯恩斯理论考虑的有效需

求不足；另一个则是源于技术和结构的变化。归结起来就是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的因素所导致，以就业问题来看，需求方面是有消费、投资、及货币等因素，而

供给方面则有技术与结构等因素。无论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都与制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制度与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是具有相关性，从这个角度来

看，解决就业问题或失业问题其实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同时，考虑到我国现

实表现出的二元结构特征，失业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制度性： 
（１）宏观经济规划目标中并没有把就业问题摆在优先位置上，单纯的追求

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目标，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主导作用没有体现。宏观经济

规划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的选择，显而易见的是就业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政府

的制度选择。 
（２）在产业结构上也是有同样的制度缺陷，搞得失业率显示我们的二产与

三产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基于此，考虑产业结构的转变也是解决就业问

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亦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合理选择。 
２.制度对失业问题的影响 
制度对于失业问题的影响表现在于各种体制和制度上，诸如经济体制、产权

制度、社保制度等都会作用于经济因素进而作用到就业，例如对技术和结构的影

响。总而言之，不同的制度环境会造就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也都会影响到

就业实际效果。 
３.基于制度角度考虑就业问题 
如前所分析结果，能否提高就业人数和降低失业率实际就是一个制度性问题

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也就是说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考虑政策建议。 
从需求方面来看，有效需求提升离不开消费、投资及货币等因素，因此为了解决

失业问题就必须要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有效工资机制，修正扭曲工资状况，形成

弹性工资机制，确保充分就业的基础环境。 
（２）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刺激

扩大总需求，进而增加就业机会。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考验时，政府果

断采取４万亿的拉动内需投资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采

取经济政策时应当避免直接给予，尽量创造劳动的机会进行支付，形成有效的工

资机制。 
（３）有效的出口贸易政策，出口贸易直接关联到就业问题。在现阶段来看，

我国出口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就业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的影响。金融危机

冲击下，我国出口有了大幅的下降，所以必须寻求潜在的进口国，开辟更多贸易

国市场，增加就业机会。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起源在于交易费用，但是有效制度需求并不能得到相

应的制度供给，制度的供给能否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用。因此，从供

给方面来看失业问题的解决势必要求政府作用发挥到最大，即需要着眼于以下几

点： 

 28



（１）产业结构调整与转换。目前来看，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中的分布比

例并不是很合理，二产与三产对就业的贡献率并不好。因此，必须要调整好产业

结构，重点在于二产向三产的转移，增加三产的比例，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 
（２）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一

个原因就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层次超过实际供给水平，存在“有工无人能做”

和“有人无工可做”现象。开发优质人力资源，加强对需要就业的人员技能培训，

做到供给与需求层次配合，提高就业人数。 
（３）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得不到明确势必会造成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

会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到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４）发展合乎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有助于私人部门缺陷的革除，

引导其长期有效的发展，进而提升就业水平。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有助于公

共部门提供有效的就业保障和更多就业机会。 
（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制度的完善是为失业人员暂时的保障，利

于有效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长期来看也是有利于提高就业人数的。 
 

6

7

模型优缺点 
优点： 

１.采用模糊贴近度与灰色关联度两种方法进行对比选择，得出结论可靠。 

２.对 31 各省市采取面板数据，综合情况分析，得到各个省份的就业模型，

具有普遍意义。 

３.利用 VAR 动态预测方法进行预测，并进行模型对比，得到最优的预测结

果且预测准确度较高。 

４.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模型预测结果给

出较为合理的政策建议。 

５.从不同角度考虑模型的选择，建立多个模型，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给出分析。 

缺点： 

１.仅从年度数据和面板数据考虑，没有细化到月度数据，使得预测仅限于

年度预测。 

２.由于时间关系，仅考虑到分地区条件下的模型建立，没有考虑分行业、

分就业人群等情况下的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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