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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内蒙古经济发展, 失业压力没有得到相应缓解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通过转变宏观调

控思路, 调整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式,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合理处理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与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工作, 提高

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等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循环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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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cause for unemployment pressure that InnerMongolia faces despit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decrease government direct

investment by changing the path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adjusting the operat ion mode of f iscal policies;

change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and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in a proper way; reinforce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y; advance overall

quality of labor force by 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Vigorous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on public economy to create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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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状况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收入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内需的扩大, 从而反过来又会影响经

济的持续发展, 所以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这也是各级政府部门着力要解决好的问题之一。近

10年是内蒙古经济高速增长的 10年, 特别是 2002~ 2007年, 内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连续

6年都位居第一, 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9%。按照经济学的奥肯定理, 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会促进就

业的增加。但近年来内蒙古的就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这就是说,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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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呈现高速态势, 另一方面失业压力没有得到相应缓解。如何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失业问

题, 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来拉动就业, 并通过就业的扩大反过来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实

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逐步走向和谐发展的轨道, 说到底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问题, 也是关系

到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

一、内蒙古近 10年来经济增长及其对就业的带动状况

1�就业状况与经济增长不相当。从表 1可以看出,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 GDP) 由

1998年的 1262�54亿元增加到 2007年的 6018�81 亿元, 10 年间增长了 3�77 倍, 年均增幅达到
18�20%。而与此形成很大反差的是, 全区从业人员数在这 10年间变化不大, 有些年份还略有下
降, 特别是2003年, 在全区 GDP比 2002年猛增16�8%的情况下, 从业人数却骤降8�05%, 这种
现象是比较少见的。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近 10年生产总值、

从业人数及城镇失业人数变动情况 % �

年份
GDP

(亿元)

GDP比上年

增加 ( % )

从业人数

(万人)

从业人数

比上年
增加 ( %)

城镇失业

人数 (人)

1998 1262�54 9�5 1050�3 0�00 131138

1999 1379�31 9�2 1056�7 0�61 123858

2000 1539�12 11�59 1061�6 0�46 126478

2001 1713�81 11�35 1067�0 0�51 144689

2002 1940�94 13�25 1086�1 1�79 162700

2003 2388�38 23�05 1005�2 - 8�05 175889

2004 3041�07 27�33 1026�1 2�08 185118

2005 3895�55 28�10 1041�1 1�46 177483

2006 4791�48 23�00 1051�2 0�97 179786

2007 6018�81 25�61 1081�5 2�88 184600

� � 资料来源: 2008年 �内蒙古统计年鉴�。

表 2� 内蒙古自治区近 10 年三个产业结构及

就业结构变动情况 % �

年份
生产总值

一产 ( % )

生产总值

二产 ( % )

生产总值

三产 ( % )

从业人员

一产 ( % )

从业人员

二产 ( % )

从业人员

三产 ( % )

1998 27�1 36�3 36�6 51�66 19�72 28�62

1999 24�9 37�0 38�1 52�56 17�55 29�89

2000 22�8 37�9 39�3 52�20 17�10 30�70

2001 20�9 38�3 40�8 51�60 16�80 31�60

2002 19�3 38�9 41�8 50�90 16�00 33�10

2003 17�6 40�5 41�9 54�59 15�17 30�24

2004 17�2 41�0 41�8 54�51 14�91 30�58

2005 15�1 45�5 39�4 53�83 15�64 30�53

2006 13�6 48�6 37�8 53�78 15�98 30�23

2007 13�03 51�17 35�80 52�64 16�98 30�38

� � 资料来源: 2008年 �内蒙古统计年鉴�。

2.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呈

逆行变动趋势。由表 2 可以看

出。1998年, 内蒙古第一、二、

三产业的比例为 27�1�36�3�
36�6, 同年从业人数结构为第一
产 业 51�66%, 第 二 产 业

19�72%, 第 三 产 业 28�62%。
2007年 GDP 在一、二、三产业

间的比例为 13�0�51�2�35�8, 而
从业人数在三个产业间的比例为

52�64�16�98�30�38。就是说, 第
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由 27�1% 下
降为 13�0%, 下降了 14�1 个百
分点, 而同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的比 重却 由 51�66% 上升 为
52�64%, 上升了 0�98 个百分
点; 二产产值比重由 36�3% 上
升到 51�2%, 上升了 14�9 个百
分点, 从业人员比重却下降了

2�74个百分点; 三产产值比重下
降了 0�8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比
重增加了 1�76个百分点。

3. 三个产业的增长对劳动

力就业的影响显示出明显差异。

如表 3所示, 第一产业的就业弹

性除 1999 年特殊 (主要是农牧

业歉收) 外, 其余年份对就业影

响不明显, 弹性系数或正或负, 但均很小, 说明第一产业的增长总体上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 第

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从 1998年到 2003年连续6年均为负值, 且数值不小, 2004年后弹性系数虽

由负变正, 但数值很小, 可见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的作用总体上是抑制大于促进; 第三产业就

业弹性系数只有 2003年是负值, 而且之前连续 5年均为额度较大正值, 可见第三产业的增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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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第一和第二产业。
表 3� 内蒙古自治区近 10 年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变动情况 %

年份
产值 (亿元) 从业人数 (万人) 就业弹性系数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1998 341�62 458�86 462�06 542�6 207�1 300�6 - 0�06 - 0�33 0�21

1999 342�91 510�47 525�93 555�4 185�5 315�8 6�25 - 0�93 0�37

2000 350�80 582�57 605�74 553�7 182�4 325�5 - 0�13 - 0�12 0�20

2001 358�89 655�68 699�24 550�5 179�3 337�2 - 0�25 - 0�14 0�23

2002 374�69 754�78 811�47 552�3 173�7 360�1 0�07 - 0�21 0�42

2003 420�10 967�49 1000�79 548�7 152�5 303�9 - 0�05 - 0�43 - 0�67

2004 522�80 1248�27 1270�00 559�3 153�0 313�8 0�08 0�01 0�12

2005 589�56 1773�21 1532�78 560�5 162�7 317�9 0�02 0�15 0�06

2006 649�62 2327�44 1814�42 565�3 168�0 317�8 0�08 0�10 0�00

2007 784�08 3079�81 2154�92 569�3 183�6 328�6 0�03 0�29 0�18

� 资料来源: 2008年 �内蒙古统计年鉴� , 就业弹性系数为就业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之比。

4. 失业人数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就业人数增长速度。由表 1 的数据计算可得, 从 1998年到

2007年10年间, 从业人数由1050�3万人上升为 1081�5万人, 增加了2�97%, 与此同时, 失业人
数却由13�11万人上升为 18�46万人, 失业人数增加了 40�77%。就是说, 在经济持续超高速增
长的同时, 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赶不上失业人数增加的速度, 而且反差比较大, 这说明失业

问题在这一期间不但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呈加剧之势。

二、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与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不成比例并不奇怪, 但像内蒙古近10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这种严重脱节的现象, 笔者认为还是比较典型的, 很值得分析研究。从导致

内蒙古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原因上看,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近 10年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快, 主要是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特别

快, 这一点从三个产业的结构变动中可以看出 (见表 2) ,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础设施建设创

造的价值, 包括道路等交通设施、城市改造、楼堂馆所建设等工程项目, 这部分产值增幅虽然比

较大, 但它们多属短期建设项目, 并非长期运营项目, 其吸纳劳动力的周期较短, 大多不能提供

稳定的就业岗位。所以,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创造的经济价值虽然在 GDP 增长中的贡献很大, 但

在促进就业的指标上却只有临时的短期效果。此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在能源、重化工工业的发展方面, 在全国能源等基础物质资源短缺的拉动下, 出现了超常规增

长的现象, 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都呈超高速增长态势, 尤其以鄂尔多斯地区最为突出。而这些地

区的财政支出又大多投放到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等项目的进一步开发上, 这些项目虽然耗资很大,

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也很显著, 但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却很有限, 它们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当然不会

很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为集中的领域,

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之一、二产业高出很多。过去 10 年间内蒙古经济结构的变化速度很快,

第一产业 (比重下降) 与第二产业 (比重上升) 变化很大, 而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发

展还相对不够快, 占 GDP 的比重没有相当幅度的增加 (见表 2) , 影响了就业的扩大。

2. 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伴随着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抑制了就业随 GDP 同步增

长。�九五� 以来, 内蒙古经济增长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 近几年内蒙古新上马的能源和原材料
工业项目, 大部分都投资大, 起点高, 科技含量和智能化水平也偏高, 因而这类产业的产值一般

都很高, 对 GDP的贡献也大, 但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有限, 因而在这类工业产值增加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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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就业不会同步上升, 甚至在这些领域随着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可能还

会出现 �机器排挤工人� 的现象, 从而出现产值增长与就业下降同时并存的现象, 这一点从表 3

的二产就业弹性系数可以看出, 尤其是 2003年以前二产就业弹性系数均为负值, 意味着在产值

大幅度增加的同时, 就业反而在下降。

3. 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近 30年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 在地方经济构成中, 民营

经济是最具活力的一支力量, 凡是吸纳劳动力就业较多的地区, 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比较活跃、民

营经济占据比重较大的地区, 广东、浙江、江苏无一例外。内蒙古民营企业的发展一直比较滞

后, 而且还不成气候, 严重影响了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整体就业水平。

4. 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影响。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偏低,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这也是影响就业

的重要因素。随着内蒙古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 产业升级的趋势非常明显。产业的升级意味着社

会职业门类的结构也在变化, 一些传统职业门类需求下降, 有的甚至会退出职场, 而新兴职业门

类需求会上升。这就对择业者的技能及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劳动者跟不上这种变

化, 就会出现一方面是一般劳动者 (尤其是从农业中转移过来的过剩人员和传统工业领域中下岗

失业的人员) 的严重过剩, 另一方面是能适应和胜任新兴业态和岗位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奇

缺。也就是说, 新兴职业和岗位把相当一部分有就业需求和愿望但不具备相当素质和技能的劳动

者挡在了就业门槛之外, 从而影响就业的顺利实现。内蒙古近年来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明显下

降, 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却呈上升趋势, 在就业总量基本持平的条件下, 这意味着有些从业

者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一产业, 这部分人一般是技术比较缺乏的。

三、实现内蒙古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循环的对策建议

1. 切实转变观念, 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经济发展

必须强化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意识, 即一切为了人, 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才是经济发展的目

的, 防止为发展而发展的做法, 处理好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总的

说来是互相促进的, 但有时也会变得比较复杂, 一方面经济增长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吸

纳更多的劳动者; 另一方面, 随着技术的进步, 资本有机构成会提高, 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有机

构成提高又会减少就业岗位, 这时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加剧同时并存的现象。在目前的条

件下, 大多数城乡居民是通过劳动就业的单一途径获取收入的, 失业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和社

会稳定的主要矛盾之一, 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的目标当首推促进就业, 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避免

为增长而增长的思路和政策。

2. 政府应尽量减少直接投资的方式, 多运用减免税费等方式

因为减免税费可以减轻企业负担, 这样企业才可以更多地积累资金, 追加投资, 或者增加职

工工资, 这些都会直接构成对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需求, 从而可以直接收到扩大内需、刺激生

产、增加就业的效应。因为只有居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 才能实现转型, 也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

多年来各级政府投资仍是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些投资的方向和领域所形成的价

值链条往往比较短, 其一般模式为: 投资 � 生产建设性物资的需求 � 生产资料、能源原材料需求

的扩大 � 采掘业、初级原材料加工业增长。显然, 这一链条始终在生产资料领域自我循环, 因而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而且, 由多年的实践经验可知, 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就整

体而言, 往往比企业投资的效益差一些。

企业投资的方向比较多元化, 产生的需求也多种多样, 有些处于价值链条的末端, 因而其拉

动经济的能力较强, 特别是职工工资的增长, 可以直接产生对生活资料的需求, 其价值链条为:

工资增长 � 生活资料需求扩大 � 一般生产资料需求扩大 � 能源等基础工业产品需求扩大。该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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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延伸和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 包括第三、第二和第一产业的很多部门。所

以, 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而言更加明显, 藏富于企、藏富于民, 使其更具投资和

消费 (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能力, 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广泛吸纳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3.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合理处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国已经强调多年了, 但设施的效果很不理想。尤其像内

蒙古这样的地区, 经济总量的基数还比较小, 增长空间很大, 这就加剧了粗放式增长的诱因。重

速度, 轻效益, 重数量, 轻质量, 这种现象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处理发展资金密集型产

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时, 本来应该是在效益原则的指导下, 选择 �适合� 的产业门类和项
目, 但由于 �增长� 的冲动太强烈, 做大 GDP甚至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 不顾经济指标以外的

损失, 以破坏环境等多方面的代价换取 GDP 的高速增长, 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而

且, 内蒙古经济的整体实力在全国还比较弱, 资金比较缺乏, 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本身没有优

势, 大多要靠 �外资�, 包括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域外商家投资, 而劳动力相对比较充裕, 应
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而言, 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投资大, 建设周期长, 投资回收期也

较长, 投资的风险系数也大, 这些项目虽然在产值方面的贡献很可观, 但劳动密集型项目在扩大

就业、压缩资金成本、缩短投资回收期以及减少运营成本等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 而且从行业进

入壁垒来说, 一般劳动密集型项目门槛较低, 退出成本也较低, 这些都是资金密集型项目所不可

比拟的。所以,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解决就业问题, 亦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4.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内蒙古目前第二产业已经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

根据库兹涅茨关于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演进规律
[ 2]
, 内蒙古地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条件

已经具备, 但目前第三产业领域就业人员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容量。

近年来, 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中, 如研发、咨询、管理、服务等职业岗位已呈现出供不应求

的势头, 这预示着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与知识经济: 把握
21世纪� 称, 今后中国大部分就业机会将产生于非正式的服务业和基本的基础设施服务业 (建

筑、运输、电信)、零售业、旅游业和商业部门, 同时, 高附加值的小型私营商业部门也应当提

供很多的就业机会, 如市场营销、物流、金融、咨询和管理等, 还有许多就业机会将来自其他专

业性服务部门 �。以上这些部门及职业虽然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只是初见端倪, 方兴未艾, 但随着

自治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预示着这些行业必将拥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因而, 内蒙古地区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拓展就业空间, 可谓前途广阔, 大有可为。

5.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工作,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为劳动者提供针对性强而且

实用的技能和知识, 要积极开辟成人教育的新渠道。成人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我国成人教育的种类、方式、专业设置等还不够广泛全面, 渠道也很有限, 还远远满足不了

社会需求。而且, 有些成人教育太偏重于学历教育, 对学制更加灵活、内容更加适用的非学历教

育却重视不够, 这显然与成人教育所应有的性质和特征不相吻合。特别是针对农民工和下岗失业

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培训, 在专业设置上更应强调针对性和应用性, 方式也应更加灵活多样, 主

要应该针对技术进步、岗位调整, 补充新知识, 学习新技能, 通过 �充电� 为他们顺利实现就业

和再就业提供条件。另外, 内蒙古地区在岗前培训、职业资格认证等方面起步比较晚, 工作进度

还远远跟不上社会需求, 今后在这方面拓展和努力的空间很大。这一点在江淮和中原一些地区已

经探索出许多成功模式, 内蒙古地区应该加紧学习, 并根据本地区的条件和环境不断完善, 使职

业培训为促进就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下转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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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主流认识中, 医患关系像是一种买卖服务关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逐渐确定

了医疗机构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这一基调的确立促使医院的盈利动机增强。在缺乏政府资金支持

的前提下, 医院为了维持正常运转, 保证科研技术的高、精、尖, 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吸引

患者, 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创收, 大药方、重复检查、药价高等成为医院获利的来源, �看病贵,
看病难� 等问题相继浮现在患者面前。与此同时, 相关医疗保障制度也并未能够有效分担患者的
医疗费负担。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障。本次调查对象的医保情况显示, 拥有基本医疗保障

和公费医疗保障的比例分别为 52�15%和 21�55% , 其他人群则没有社会医疗保障。一般来说,
医疗保障的程度越高, 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承担的花费越少, 后顾之忧也会相应减少, 但实际情况

中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患者的医疗费用是由自己承担的, 认为自己付费后得到了医疗服务是

一种买卖服务关系。

此外, 约有 20%的患者, 认为医患关系为 �委托代理� 关系, 既承认两者的关系密切, 又
承认两者的利益差距, 也意味着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促使医患关系向和谐方向发展, 而存在欠缺

的制度设计会将医患关系推向矛盾和紧张。约 15%的患者对复杂的医患关系表示 �说不清楚�。
鉴于目前医患关系的复杂性, 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囊括当前的医患关系。把医患关系视同

为消费关系, 看似是把医疗活动中的医患关系简化, 但并没有达到缓解医患矛盾的目的。在这种

情况下, 对医患关系性质的正确认识, 首先要遵循一般人际关系应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才有利

于医患关系的协调, 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把医患关系看成是一般人际关系, 医生、患者保

持比较平和的心态, 使平等、互尊等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协调原则成为处理医患关系的首要准则,

关系的协调也容易达成一致并实现。自医学产生以来, 虽然社会历经各种变迁, 但良好、和谐、

成功的医患关系的建立, 必须基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医生对患者负责的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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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加大力度扶持民营经济。由于民营经济一般更贴近市场, 产业门类更加丰富多样, 而且
内蒙古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目前还缺乏具备强劲实力的民间投资主体, 在目前的融资体系

和条件下, 民营实体的融资规模很有限, 他们多数倾向于耗资少、见效快, 又能够利用一般廉价

劳动力的行业, 所以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他们应该是未来的有生力量。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

展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内蒙古的民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所占比重很小, 要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特别是在农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领域, 收缩审批范围, 简化审批

程序, 降低准入门槛, 开辟融资渠道, 减免税费压力, 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的实施, 为民营

企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 从而促进就业, 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而就业的扩大

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经济机体的良性循环, 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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