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14105469

10位ISBN编号：751410546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黎贵才

页数：2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

内容概要

经济增长与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经济学界的关注。
对这两者关系的研究，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
各自发展出一套明晰而严谨的增长与就业关系理论。
然而这些理论都遵循各自的传统，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各异，往往难以进行较好的对话和汲取他方有
价值的成果以利相互促进，因而也很难对这些理论的洞见和局限作一个恰当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又
是研究现实生活所必需的。

黎贵才编写的《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主要目的
就是尝试弥补已有文献的这种不足。
本书主要按以下逻辑展开：首先，构建一个较具普适性的分析框架，以此将上述三大传统的相关理论
表述为特定的单部门增长与就业模型，并使所表述的这些模型既具有可对比性，同时又能较忠实地代
表各自的理论。
其次，综合以上分析，构建一个(工业与非工业的)两部门分析框架，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就
业问题。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特征是将关注点聚焦于
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并围绕这个焦点来进行理论检视和模型建构，这是《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
——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主要贡献。
与此相关的议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
具体而言，从理论上、经验上可以判断，与经济增长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往往包括资本积累的增长、
技术进步、需求结构和体制结构的演化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特定的增长模式，而在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往往就是这种特定增长模式的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文献主要将发达市场经济作为考察对象，趋向于从短期的视角来研究就业问题。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特性的理解来完成两部门分析框架，从而形成一个较具洞察力的新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增长与就业的长
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
验》对现有宏观经济学文献的一个贡献。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进一步的目的是运用所构
建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自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现实。
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模式有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劳
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90年代以后的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而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
能力正在趋于减弱。
这种迹象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90年代以后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部门相对非工
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明显高于前一阶段，并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
在此背景下，《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试图去分析两种增长模式的特性和含义及构成增长模式转变的原因。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工业化作为增长动力的
议题和与此相关的理论模型为中国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有洞察力的参照。
除绪论与结语之外，《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主要
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第二章，深入而严谨的理论探讨。
这一部分主要根据相关文献的“模型构建的不同完成条件”(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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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ures)构建一个一般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将三大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较忠实地代表各自理论基础上表述为特定的单部门增长与就业模
型，使得这些模型能够相互比较，以利它们相互促进。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第四章，理论的综合与模型构建。
第三章主要将上一章构建的单部门模型拓展为一个综合的(工业与非工业)两部门增长与就业框架。
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业化作为增长动力议题来完成这个分析框架，将它构建成一个适合分析增长
、就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和部门间贸易条件等四个变量相互关系的经济模型。
由此模型分析的结论是：(1)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达到稳定条件下，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率(A，)
与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差(gm-gn)成正比，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就业量增长率的
差(gm-gn)与对应产出增长率的差(gm-gn)成反比；
(2)在两部门达到均衡增长的条件下(gm=gn)，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就业量(Lm／Ln)、产
出增长率和两部门的贸易条件都为常数。
根据均衡条件得出的结论2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第四章为两部门结构模型的拓展，主要讨论非均衡增长情况(gm≠gn)。
本章在第三章分析的基础上，对非均衡增长条件下的增长与就业的动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本章分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层面主要讨论非均衡条件下的增长、相对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的动
态关系，并讨论工业部门需求的变动状况；第二层面将上述框架拓宽到开放经济，讨论非均衡条件下
的净出口、增长、相对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的动态关系；第三层面，将资本深化引入分析框架，讨
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条件的变动趋
势。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
非工业相对工业的)贸易条件低于均衡水平时，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率的差(gm-gn)将趋于扩
大，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将趋于上升；工业品的投资需求趋于上升，消费需求趋于下降。
工业部门相对就业量
(Lm/Ln)趋于下降。
(2)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般而言，净出口的增长将有利于缓和两部门增长的不平衡，但随着工业部门
资本存量的增加，维持均衡增长所需要出口的工业品量就越多。
(3)在资本深化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相对贸易条件将趋于上升。
(4)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有重要的影响，但其影响效应特征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
人均资本的弹性、与资本一产出比相对人均资本弹性和的大小。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第六章，中国的实证研究。
这一部分首先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特征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在总量上，可以观察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都得到较快增长，但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的增长明显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结构上可看到的是，第一产业即农业
部门的产出与就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工业加建筑业)保持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即
服务业，)在不断上升。
从两者的关系看，在改革后半期的这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明显低于改革前半期，这种现象在工业部门
表现尤为明显。
此外，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有制部门的产出与就业占总体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尽
管如此，公有制经济仍然是总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

其次，运用第三、第四章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进行经验研究。
根据以上现实描述可以观察到一个事实是，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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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90年代以前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90年代以后的资本深化型。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经验研究主要在于揭示
这两种不同模式的结构一制度基础、效率特性和有关长期可行性等方面含义。
这部分分析的结论如下：
第一，与改革前半期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相联系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
中份额的增加，以及消费扩张。
与第二部分所发展的分析模型相一致的是，这种增长能够促进消费和生产，工业化和整体经济的良性
循环。
这种模式的缺陷是劳动报酬的增长相对较缓。

第二，与改革后期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相关的现实是，工业部门较快的增长速度、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
及就业量的相对下降。
与第二部分分析模型相一致的是，改革后半期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能够自我强化，即工业部门的优先
增长将促进工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又能反过来促进工业部门的更
快增长，使得这种增长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这种：模式的代价是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相对下降。

有关两种增长模式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论题，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可
以认为资本深化的模式相对更具可行性。
第六章分析显示，现实中有两个重要方面可支持这个判断。
其一是消费需求放缓的长期趋向，这种趋向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生产投资以生产投资品”
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其二是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具有较强的动态规模效益，这意味着存在较快的生产
率增长和资本积累，从而在长期可以抵消就业创造能力方面的不足。

概言之，第二部分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对工业化作为经济动力的经验研究显现出相当的解释
力。
正如第三部分显示，这个框架和这些模型对解释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现实表现出相当
强的洞察力。
尤其是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两部门模型有助于澄清两种增长模式的结构一体制特征、效率特
性、长期可行性和相关就业含义等问题。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结语部分即第七章，将
对这些结论作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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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从年龄结构上来说，农村外出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以劳动力年龄人口或青壮年
人口为主。
第二次全国农村普查数据显不，青壮年是外出转移劳动力的主体部分，在全部外出从业人员中30岁以
下的占52.6％，30～40岁之间的占29.5％，40岁以上的占17.9％。
而且在全部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就业的比重占4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务工的青年
劳动力都已经转移，只有1／4的村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
这说明，虽然总体上青壮年劳动力仍存在过剩的现象，但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问
题已经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五，人口迁移与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高于迁出地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但低于流人地人口的受教育水
平。
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31个省（市、区）的6.8万个农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资料数据表明
，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占16.4％，初中文化程度占65.5％，高中文化程度
占1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6％。
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
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28.2％。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数据进一步表明，2006年外出从业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在80％以
上，而在全部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外出就业的比重占33％。
 在20世纪80～90年代，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兼业型为主，分离型为辅。
这一阶段绝大部分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他们或者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或者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季节性转移，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或经
商。
无论是乡镇企业职工，还是外出的“民工”，他们与农业之间仍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只要企业
不景气，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波动，而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随时流回到土地上来。
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兼业型为主，所以他们始终是劳动力转移中的“游击队”，无法成为城
市就业大军中的“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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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增长与就业的动态结构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检视、模型建构与中国经验》的特征是将关注点聚焦于发
展中国家的特性，并围绕这个焦点来进行理论检视和模型建构，这是全书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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