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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析 

摘 要：本文运用相关理论对甘肃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 

动作用日趋减弱，“就业难”问题依旧严峻。此外，甘肃省三次产业结构与其对应的就业结 

构的发展集中体现为不协调。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 

业的潜力巨大；第二产业并没有因为拥有巨大的就业空间而接纳更多的劳动力；第三产业成 

为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但在现有的状况下，未来接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目前出现的 “就业难”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造成 “结构性”失业。 

“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资源 “枯竭”的信号，而是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 巨大偏 

差造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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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ffi culty in 

Seeking Job and Labor Shortage of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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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reasons for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fficulty in seeking job and labor 

shortag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Then 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ab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had been weakening and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was still rigorous in Gansu provi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was not coordinat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bor forces in agricultu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 ere existed much underunemployment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while there would be a big 

potential employment in this secto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of Gansu province． 

Th e secondary industry did not accommodate more labors，although it possessed a big employment 

space．The tertiary industr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to provide job，but it’S accommodate 

more unemployed population was limited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unemployment wa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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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e unemployed”just because the technology of labor forces was not suitable for the demand 

of the industries’development．The lack of labor forces did not mean that the lab or forces were really 

exhaust，which just thanks to the devi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 

Keywords： employment； recessive unemployment； industry structure； bias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matrix 

一

、 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企业招工难问题以来，“民工荒”问题成为一个新 

问题而被社会各界所关注。2007年 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 

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更是指出，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查看甘肃省情况，在 《甘肃日 

报》、《甘肃经济日报》等各大权威报纸杂志上大量刊登了有关 “民工荒”的报告、文章，反映出 

“民工荒”问题在甘肃省同样存在 “ 。张晓波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发展演化模式的研 

究，证明甘肃省农村内部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即刘易斯拐点在甘肃省同样出现 。而郭爱 

君、范巧研究表明。。 ：2007～2010年，甘肃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每年以 1．74％的速度增长，而农村剩 

余劳动力年均增长率约为 0．53％，慢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增长速度，劳务经济发展潜力较大 (见表 

1)。一边 “民工荒”言之凿凿，一边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找不到工作 ，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 

出现，使整个社会陷入了 “就业难”与 “民工荒”并存的窘境。 

表 1 2006—2010年甘肃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测 万人 

资料来源 ：郭爱君，范巧．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 l J J，西北人口，2008，(3)． 

甘肃省是全国最贫困省份之一。2007年，甘肃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68．41％，农民人 

均纯收入 2328．9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6．26％。同年年底，甘肃省农村贫困人 口为 404．35万 

人，农村贫困面为 19．44％。其中，4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 口仍然多达 327．19万 

人，农村贫困面为 24．49％ 。甘肃省 “民工荒”与 “就业难”问题不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 

更是影响广大农村能否尽快脱贫致富的关键。 

本文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应用相关理论方法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以期为解决 

“民工荒”与 “就业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就业难”—— 一个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如何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实现充分就业，需要考虑两个前提：其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能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提供多大的空间；其二是农村劳动力是否具备充分就业的技能要求 。 

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即高经济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 

提高失业率，而且失业率每增加 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 。根据奥肯定律，以甘肃省 

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用全社会从业劳动力反映就业水平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 

首先，用就业增长弹性来反映经济变化对就业率变化的影响，就业增长弹性是指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 

增长率的比值 ： 

就业增长弹性 =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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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经济每变化 1％，所引起的就业率变化 

百分比。其次，对指标数据每 5年取滑动 

平均，从而减少经济与就业的年际波动， 

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就业的总体变化趋势。 

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容易看出以下 

几点。 

表 2 甘肃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变化 

一 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总体 资料来源：数据根据历年《甘肃年鉴》整理。 

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尤其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超过 10％，其中 1994—1998 

年更是达到了 14．37％。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存在较大波动，如 1999～2003年均增长率仅为 

7．92％，几乎是 1994—1998年期间的一半。 

二是甘肃省就业增长率呈现出快速递减的趋势，到 2004—2007年期间出现了负增长，就业形势 

依旧严峻。 

三是从就业弹性上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奥肯定律在甘肃省出现了变异，这 

个结果与中国整体情况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 

从理论上分析，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转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业弹性必然呈下降 

的趋势。但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2007年人均 GDP为 10346元 ，按照 1／7的比例计算，折算为美 

元后人均 GDP为 1478美元，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仅仅处于初级 

产品生产阶段。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就 

业增长弹性的大幅度下降是不正常的，需要从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次进一步分析 “就业难”的原因。 

三、甘肃农村劳动力 “就业难”原因探析 

1．产业 一就业结构的偏差分析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要素的大量投入所带来的量的扩张，向通过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集约式发 

展的根本性转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要 

素劳动力势必会在不同产业部门进行重新配置，而这个过程便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就业 

结构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本标志，没有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果就不能得到 

巩固 。如果就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则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协调的，若就 

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则必将出现失业。 

为考察甘肃省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一致性程度，笔者引入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的概念。就业结构 

偏差系数是指就业结构与其对应的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 ，即： 

E = X ／Yi一 1 

式中，E表示就业结构偏差系数(又称偏离度)， 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i表 

示第 i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 

当E>0时，表示产业产值构成百分比超前于对应的就业构成百分比，该产业还存在较大的就业空 

间；当E<0时，表示产业产值构成百分比滞后于对应的就业构成百分比，该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 

剩余劳动力；当E=0时，表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保持平衡。如果国民经济各产业是完全开放的，产业 

间没有进出壁垒，那么通过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将使各产业的生产率逐渐趋于一致，各产业 

的结构偏离度也就逐渐趋于零。 

根据偏差系数公式，通过搜集、整理历年 《甘肃年鉴》、《甘肃农村年鉴》统计资料，计算得到 

了甘肃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关数据 (见表 3)和甘肃省 1983—2008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 

系数 (见表4)。 

结合表 3和表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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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甘肃省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及就业结构变化状况 ％ 

(1)甘肃省三次产业产值所 占比重在不同时 

段交替变化的规律为：“二、一、三” (1983—1987 

年)；“二、三、一” (1987～2000年)；“三、二、 
一 ”(2oo0—2003年)；“二、三、一” (2003年 ～至 

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的潜力较大，尤其是 

第三产业需加快发展。对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 

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二、三” (1983— 

1986年)； “一、三、二” (1987～1992年)； “一、 

二、三”(1992～1998)；“一、三、二”(1998～至 

今)。结合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 

结构演变以及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变化的规 

律，不难判断出，甘肃省就业结构的调整要滞后于产 

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了 

偏差。 

(2)甘肃省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均为 

负值，并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第一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发展 日趋不协调，相对于第二、三产业而 

言，由于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其劳 

动生产率比较低下。 

(3)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历年来都为 

正值且较大，第二产业具有巨大的就业需求。从第二 

表4 1983—2008年甘肃省第一、二、三产业 

的就 业结构偏差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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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发展趋势看，1983—1998年就业结构偏差系数趋于递减，反映出在 16年的发 

展中，第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不协调程度有所改善，第二产业吸收了较多的从其他部门转移出 

来的劳动力。然而，自1999年以来，第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发展又远离平衡，且2004年以后 日趋 

加剧。这足以说明，第二产业理应吸纳从农村流转出来的劳动力，使严峻的就业压力得到缓解，但第二 

产业并没有吸纳多余的劳动力。这一点也可以从表3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中得到验证。究其原 

因，我们认为并不是劳动力缺乏，而是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整体较低的文化素质，第二产业的 “门槛”过 

高所致。因为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2007年达到 1095．58万人，但文化素质 

比较低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3．03％，初中文化程度占33．6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为13．28％，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7年，仅达到小学毕业水平。至此，可以初步推断出，目前的 “民工 

荒”并不是劳动力枯竭的信号，而是劳动力不具备满足第二产业要求的技能水平，也就是说目前的失业 

(4)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为正，且越来越趋于零值，这说明第三产业正成为吸纳剩余劳动 

力的最主要的途径，未来第三产业仍有继续接纳劳动力的能力，但在现有的状况下，接受劳动力的数量 

有限。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产业之间存在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任一产业的发展不仅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产 

生影响，而且对自身及其他产业的就业也会有促进或制约的作用。本文借助相关系数矩阵来测量各产业 

及其就业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我国颁发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将甘 

肃省整个经济分为三大产业部门，用 rii表示第 i部门的产值构成与第j部门的就业构成之间的相关系 

：— —  — 一 i,j：1,2,3 

√凡∑霹一(∑Xi) ×√n∑ 一(∑ ) 
式中，置 表示第 i部门的产值占GDP的比重， 表示第 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 

重，n为时间数列的项数。 反映的是第i部门产业发展与第 部门就业变化的密切程度，且 一1≤ri 1。 

当r =0时，表示第 i部门的产值构成变动对第 部门的就业比重没有影响；当 =1时，表示第 i部门 

的产值构成变化会引起第 部门的就业比重同向等程度变化；当r =一1时，表示第 i部门的产值构成变 

化会引起第 部门的就业比重反向等程度变化。把所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各产业的就业比重之间的相关 

z 。] 尺 I 
F21 F22 r23 l i√=1，2，3 l
，， r3 ，。，J 

矩阵 综合反映了产业构成与就业构成的关联程度，为制定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依据， 

根据表 3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到了甘肃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厂 0．734 —0．349 —0．848、 

R=1 0．502 —0．527 —0．395 I 

一 0．854 —0．534 0．903 

从所得结果可以发现当前甘肃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间存在如下规律。 

(1)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分别呈中高度、低度正相关，而与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呈高度负相关。一方面，这再次表明当前甘肃农业的生产依然是以人力投入为主的传 

统小农模式，农业科技化程度低。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会使第一产业的就业下降，证明了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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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低度负相关。这说明，当第一产业发展较快时，农村 

就业人员更愿意留在本地从事第一产业的生产，而不愿意进城做 “脏、苦、累、险”的活，折射出农业 

生产效益不断提高与第二产业相对工资较低的现实。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低度负相 

关，相关系数 r=一0．527。这就是说，当第二产业发展较快时，其从业人员也将有所下降。一定程度反 

映出甘肃省第二产业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时期，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 

人，难免出现 “减员增效”的结果。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之间呈低度负相关，意味着 

第三产业不仅吸收了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能够吸纳第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中流出的剩余人员。 

(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848。说明，第一产 

业的发展会使第三产业的就业量下降，反过来说，第一产业产值下降，将会使第三产业的就业量增加。 

这再次说明中国第一产业生产的落后，当前的 “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资源枯竭的信号，而是在农业改 

革的背景下，部分行业的相对工资不再具有竞争力，原来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回流到第一产业， 

从而产生劳动力暂时的短缺。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几乎引起就业同等幅度的上升 (r。 ：0．904)，集中体 

现出甘肃省第三产业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低度负相关 

(1"23=0．395)，即第二产业发展会吸引第三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但转移力度比较低。反过来说， 

第二产业产值下降，将会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量增加，这进一步说明甘肃省第二产业相对工资较低以及 

第二产业的 “门槛”过高的现状。由于甘肃省目前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仍然依靠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 

因此，不难理解，作为 “经济人”的劳动者会紧紧围绕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在各产业中随时进行调配。 

至此，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按照 “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从事的行业或部门，由于第二、三 

产业的工资待遇 “太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到第一产业，从而出现 “民工荒”。“就业难”的根本原 

因在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具备充分就业的职业和技能要求。因此，要解决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朋 

友的就业问题，就必须在充分发挥第三产业作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以符合第二产业的要求， 

但这点在短期内很难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农业这一基础产业进行再认识，重新开发其接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新途径。 

四、对农业的再认识——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 

甘肃省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说明甘肃省农业发展落后，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未来农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分工向纵深发 

展，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应充分抓住这一契机，采取有效措施，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的同时，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合理就业。 

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甘肃省农业以种植业和牧业为主，1993～2007年，两者占农 

业总产值的比重稳定在94％ 一97％之间，林业在2％ -6％之间徘徊，而渔业产值所占比重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同期，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的多年平均增长率依次为 10．73％、11．51％、11．81％和 

7．43％，从增长速度看，牧业最快，林业紧随其后，种植业和渔业分列第三和第四。可以想象，随着甘 

肃省 “畜牧大省、畜牧强省”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牧业和林业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与农业产值构成状况一致的是，种植业和牧业是甘肃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1993—200"1 

年，从事种植业的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稳定在 94％左右，从事牧业的劳动力比重也较稳 

定地维持在 5％左右。而从事林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自2002年首次突破 1％以来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 

但依然在 1％左右徘徊。从事渔业的劳动力比重可以忽略不计。 

· 45 · 

万方数据



 

根据历年甘肃省农业结构和农业劳动 

力就业数据资料，利用结构偏差系数，计 

算出了1993—2OO7年甘肃省历年的农业内 

部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①，如表5 

所示。 

从表5看出，甘肃省种植业的就业结 

构偏差系数基本维持在 -0．2左右，传统种 

植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下，存在大量的 

隐眭失业。而林业、牧业和渔业结构的偏 

差系数都远远高于零值，说明该三个行业 

依旧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牧业 

和林业成为当前解决农业劳动力内部就业 

的主要途径。渔业结构偏差系数为正值， 

且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考虑到甘肃属于西 

部内陆干旱、半干旱区，水资源极为紧缺 

表 5 1986—2007年甘肃省农业各产业结构偏差系数 

的状况，有条件的局部区域可以积极支持与鼓励。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1．主要结论 

(1)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就业难”问题依旧严峻。 

(2)甘肃省三次产业结构与其对应的就业结构的发展集中体现为不协调。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隐『生 

失业；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具有巨大的就业空间，但目前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成 

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战场，但在现有的状况下，未来接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3)在农业内部，牧业、林业和渔业，尤其是牧业和林业已具有强大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能力。 

(4)“就业难”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造成 “结构性”失业。“民工荒”并 

不是劳动力资源 “枯竭”的信号，而是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偏差造成的问题。 

2．政策性建议 

(1)规范与拓宽培训与再培训渠道，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切实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使其技能能跟上 

产业升级的要求。 

(2)“科技兴农”战略应常抓不放。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 

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样，才能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才能在不影响农 

业发展的情况下，解放出劳动力资源来支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3)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国家有关政策，从政策上促进第二产业的升级，扶持第三产业中新兴行业 

的发展，以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加快有关劳动力就业及保障制度的全方位改革，进一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与歧视。 

“多点保障，少些歧视”是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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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地区就业政策时，应同时掌握和考虑毗邻地区的就业情况，预防周边地区劳动力过度涌入应成为降 

低本地失业率的可能措施。此外，鉴于地区间联动效果 日益加强，邻近省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应该 

增强联系与合作，以预防外部冲击对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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