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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当前的就业问题，认为只有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结合起来考虑，形成有
效的劳动就业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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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就可以将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过程视为一种制度变

迁过程，那么强调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影响因素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新制度的建立都应具有一定

的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背景，脱离这些经济现实来探讨问题，就会导致政策失误。

一般来说，我们将宏观经济现象归结为两方面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所以产生失业问题也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来自有效需求不足；另一个来自于现行技术和结构的变化，在现实经济中，

必须考虑总需求（消费、投资以及货币因素）和总供给（结构和技术）两方面，通过有效的制度保

证，才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

一、制度与总需求的相关性

1998年以来，虽然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中国维持经济增长的能

力却越来越受到挑战：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 如

果不能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代替政府开支启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极大困境之

中。 但是，这些经济政策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混乱和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所以，必须寻找替代刺激私人部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创造出对劳动需求的无限弹性，

同时使就业僵与企业的短期和长期的利润目标相独立。 由于政府能够将就业目标和利润目标

相分离，所以创造对劳动无限需求的责任就应由政府来承担。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应在

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逐渐展开，而不是像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成了实现
“

充分就业
“

目

标的工具。

因此，当通过制度来解决
“

充分就业
”

目标时，必须抛弃计划体制下的思维方法，采用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思路。 首先，必须放弃以
“

转移支付
＂

刺激总需求的方法，即为了增加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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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充分就业的方法，这样做不仅会给经济带来波动，而且还会带来机构庞大、政府运行效

率的低下。 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在于收入不足，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收入的来源主

要是通过劳动（工作）获得的；其次，消除劳动力参与的障碍，即创造进入和退出劳动市场的自

由竞争环境，消除城乡差别和制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以便形成统一的社会劳动大

市场。

在以上思路指导下，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改进等可持续发展部门需要确定一个工资水

平。 这一工资水平不仅创造对劳动无限需求的空间，而且与劳动类型和地理区域是无关的。

其基本原则是，不给私人部门带来向上的工资压力，即政府的工资水平不能吸引私人部门的工

人，从而影响私人部门对劳动的需求。 由于这一工资水平低于私人部门的就业工资，所以，只

要政府制定一个可以经常变动的工资水平．私人部门的劳动供给就是有弹性的。 当私人部门

的劳动需求上升时·这一工资水平就需要下降以避免与私人部门形成竞争，保证私人部门劳动

需求得以满足，反之，当私人部门的劳动需求下降时，这一工资水平就需要上升，以保证一定的

就业量。 这一工资水平事实上还涉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目标一一健康状况或其它救济规定，同

时政府还要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 当然．这一工资水平是随着现实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既然失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当私人部门不能吸收相应的就业董

时政府就应该制定政策创造就业机会。

二、制度与总供给的相关性

虽然有些学者已经从总需求角度转向总供给角度研究解决就业问题，诸如完善微观经济

机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使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的供给改善结合起来，但是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与经济主体个人的劳动行为、储蓄行为、金融市场和财政预算等问题密切相关，未

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本身变化具有替代劳动以提高劳动生产力

的趋势。 然而，许多公共部门的就业计划优势是显而易见的：（1)从不确定性角度看，公共部门

很少受到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为公共部门决定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投资内容而

不是投资数僵，例如基础设施建设；（2）从终极目标角度看，私人部门是由纯粹的经济动机一一

利润决定的，不追求社会利益，而公共部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比较强 C

总供给方面的就业障碍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一一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的状况。 替代劳动的技术变化或增强劳动供给的技术变化一般来说依赖以前的资本结构，

即历史的资本状况。 大家知道，任何生产技术类荆的建立都会有沉淀成本，都具有难以改变其

本身的倾向，所以技术类型的改变不能脱离以前的经济条件。 然而此时，公共部门在改变生产

的技术类型方面有很大的优势：（1）它可利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来扩大就业．即便这对私

人部门来说是
“

无效率的
“

;(2)从社会角度看．改变劳动和资本比率、取消某种资本设施、进行

其它类型的选择等都比较灵活。 而且，在选择涉及健康、教育和一般福利的劳动范围上．公共

部门也比私入部门有优势，倾向千为公共利益服务。 从中我们发现，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

不能一味地否定公共部门的比较优势，而是要善于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配置功能．使其成为

就业的最大基地。

由上可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都是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调节手

段，关键一点是，政府干预必须用来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在面临失业问题时，政府必须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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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就业水平的职责，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后一位雇主，否则，由于有效需求和结构变化，失业人

数就会增加。 我们知道，失业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并且，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一下子就能解决

的事情。 充分就业的障碍产生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及生产技术结构的瓶颈制约等方面问

题。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建立有效的劳动就业制度，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才能将

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结构变化联系起来，才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所以说，完全依靠市场

解决失业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完全依靠间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行不通的，必要时需要依靠政

府的直接干预来解决，即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三、一般性总结和政策主张

由 此可见，如何解决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制度问题。 首先，从总需求角

度看，需要政府完善劳动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与私人部门互补的有弹性的工资水平，

确保充分就业的实现；其次．不要简单地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来缓解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要依

靠政府直接扩大就业范围，完善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制，在公共服务部门或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部门扩大就业董 ，从而形成收入—消费支出 一经济增长一国民收入增长一消费需求

增长的良性循环；再次，合理地确定失业救济金的标准，不仅要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而

且要有利于刺激失业者努力寻找工作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使失业者在劳动过程中提高自

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失业者也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主体；最后，从总供给角度看，不仅

仅要关注总董问题，更要注重产业结构和技术变化．依赖初始改革条件，适时地调整和矫正

私人部门的缺陷，发挥公共部门提高再就业的作用，在推动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推动经济

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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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unemployment problem is disscu沁ed in this paper in term-;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he authors fin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m 

ployment by weighing the general demand and the general 、upply and by establishing the ef 

ficient institution fo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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