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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实证研究
李静

（许昌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利用河南省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ＧＤＰ和就业数据分析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从短期来看，当期的经济增长并不会马上增加当期的就业人数。从长期来看，河南省的经济增

长带动了河南省就业人数的增加，同时，就业率的提高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当滞后期为５的情况
下，河南省ＧＤＰ与就业人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可通过优化第一产业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扩大
第二、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的空间，同时辅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以更好地解决河南省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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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河南省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发展
水平总体上有了提高，但作为全国人口大省，河南省

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寻求增加就业的途径，

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济规律表明，增加就业人数、减少就业压力最有效

的途径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认为，经济增长

与就业人数增加之间具有正向关系，ＧＤＰ增长是就
业人数增加的前提和基础。但对河南省来说，经济

增长能否持续有效地促进就业的增加，以及在多大

程度上促进就业的增加，仍有待讨论。本文拟利用

《河南省统计年鉴》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的相关数据，对河
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进

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关系

的实证研究

　　１．经济增长与就业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关

系，此处采用计算就业弹性的方法。首先，根据《河

南省统计年鉴》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的 ＧＤＰ及历年就
业人数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再根据计算结果分析

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１。

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的比值，用来反映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用 Ｅ表
示就业弹性，用 Ｘ表示就业增长率，用 Ｙ表示 ＧＤＰ
增长率，则Ｅ＝Ｘ／Ｙ。当就业弹性为负值时，经济增
长对就业有以下两种作用。一是“挤出”效应，经济

出现了正向增长，有效就业却减少了。挤出效应的

大小与就业弹性的绝对值成正比。二是“吸入”效

应，经济出现了负向增长，有效就业却增加了。吸入

效应的大小与就业弹性的绝对值成正比。从表１中
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就业弹
性保持了高速增长，１９８２年就业产出弹性高达 ０．
６４６。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较弱，就业弹性较低。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就业弹性逐
渐增加，但ＧＤＰ增长率却逐渐下降，就业弹性由０．
０３３增加到０．８４２；到２００１年，经济增长了，就业人
数却减少了，就业弹性出现了负数，产生了“挤出”

效应。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就业弹性出现了先增长后减
少的趋势。这表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

并不一定存在方向上的一致性且二者的变动幅度也

不尽相同。

图１较直观地反映了河南省ＧＤＰ与就业人数的
变动趋势。由图１可知，河南省 ＧＤＰ与就业人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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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呈现出增长趋势，但从曲线的倾斜程度可以看出，

二者的增长率明显不同，经济增长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就业人数增长的速度。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就业人数

曲线上有一个凸起点。在该点之前，ＧＤＰ的增长会导
致就业人数相应的增长，但是，在该点之后，ＧＤＰ的快
速增长并没有引起就业人数的大幅度增长。

２．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回归分析
为具体分析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之间的

关系，结合图１分析结果，本文拟建立 ＧＤＰ与就业
人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 ＧＤＰ／亿元用 Ｘ表示，
就业人数／万人用Ｙ表示。在不改变变量之间长期
关系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时间序列中异方差的出现，

此处对ＧＤＰ和就业人数取自然对数，分别以 ｌｎＸ和
ｌｎＹ表示，用计量软件Ｅｖｉｅｗｓ３．１处理。

（１）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计量分析中要求使用

平稳序列。但在分析实际问题时，我们所采用的变

量不一定都是平稳序列，因此，应该首先对序列的平

稳性进行检验。

首先用单位根检验法确定各变量的单整阶数，

然后再对其进行协整分析。根据 ＡＩＣ和 ＳＣ最小准
则，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并且滞后阶数为０的条
件，分别对ｌｎＸ，ｌｎＹ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ＤｌｎＸ，ＤｌｎＹ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２。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ｎＸ和ｌｎＹ序列都是一阶
单整的，也就是说，这些数据本身均为非平稳时间序

列，不能直接在计量分析中使用，但是他们在一阶差

分后是平稳的，可以用于相关的计量分析。上述含

义可以直观表示为：ｌｎＸ～Ｉ（１），ｌｎＹ～Ｉ（１）。但是
ＤｌｎＸ～Ｉ（０），ＤｌｎＹ～Ｉ（０）。因此，可以利用协整理
论来分析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长期动态

关系。

表１　河南省经济增长率与
就业增长率（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

年份 就业增长率／％ ＧＤＰ增长率／％ 就业弹性

１９７９ ２．３５ １６．６８ ０．１４１
１９８０ １．９５ ２０．５５ ０．０９５
１９８１ ３．７６ ８．９６ ０．４２０
１９８２ ３．５２ ５．４５ ０．６４６
１９８３ ４．５５ ２４．５５ ０．１８５
１９８４ １．７３ １２．８３ ０．１３５
１９８５ ５．２０ ２２．０８ ０．２３６
１９８６ ２．２２ １１．３３ ０．１９６
１９８７ ５．１１ ２１．２１ ０．２４１
１９８８ ３．５４ ２２．８８ ０．１５５
１９８９ ０．６９ １３．５７ ０．０５１
１９９０ ３．６３ ９．８７ ０．３６８
１９９１ ３．１８ １１．８８ ０．２６８
１９９２ ２．７５ ２２．３８ ０．１２３
１９９３ １．５７ ２９．７３ ０．０５３
１９９４ １．０９ ３３．５３ ０．０３３
１９９５ １．３７ ３４．８０ ０．０３９
１９９６ ２．８６ ２１．６３ ０．１３２
１９９７ ３．９２ １１．１８ ０．３５１
１９９８ ３．７３ ６．６１ ０．５６４
１９９９ ４．１０ ４．８７ ０．８４２
２０００ ７．０５ １１．８４ ０．５９５
２００１ －０．９９ ９．５０ －０．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０．０９ ９．０８ ０．０１０
２００３ ０．２５ １３．７９ ０．０１８
２００４ ０．９２ ２４．５５ ０．０３７
２００５ １．３４ ２３．７７ ０．０５６
２００６ １．０１ １６．７７ ０．０６０
２００７ ０．９４ ２１．４３ ０．０４４
２００８ １．０７ ２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９５ ８．１１ ０．２４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６ １８．５４ ０．０８４

图１　ＧＤＰ与就业人数折线图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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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Ｘ和Ｙ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
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检验结果

ｌｎＸ －０．１２１７ －３．６４９６ －２．９５５８ －２．６１６４ 非平稳

ＤｌｎＸ －３．２９２２ －３．６５７６ －２．９５９１ －２．６１８１ 平稳

ｌｎＹ －２．５１７１ －３．６４９６ －２．９５５８ －２．６１６４ 非平稳

ＤｌｎＹ －４．１９３９ －３．６５７６ －２．９５９１ －２．６１８１ 平稳

（２）回归分析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利用计量软件，对河南省

的就业人数 ｌｎＸ以及经济增长 ｌｎＹ进行回归，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河南省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的定量
影响，结果见表３。

表３　ｌｎＸ和ｌｎＹ回归系数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Ｔ统计量 Ｐ值
Ｃ ７．２５５８５９ ０．００９６０１ ７５５．７４１３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Ｘ ０．１５８８９７ ０．００１５４２ １０３．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９９９９９９ Ｆ统计量 ２３０２９．６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９９９９９９ ＤＷ １．７１１６５７

由表３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拟合度非常好，高
达０．９９９９９９，ｌｎＸ系数显著。ＧＤＰ的回归系数是
０．１５８８９７，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ＧＤＰ每增加１％能引起就业人数增加０．１５８８９７％。
德宾－沃森统计量ＤＷ的值为１．７１１６５７，通过查表
可知，在ｎ＝３３，ｋ＝１，а＝５％的情况下，ｄｌ＝１３８３，
ｄｕ＝１．５０８，ＤＷ＞ｄｕ，此时不存在自相关。回归模
型为：

ｌｎＹ＝７．２５５８５９＋０．１５８８９７ｌｎＸ＋μ ①
（３）协整分析
此处利用ＡＥＧ协整检验法来验证残差序列的

平稳性，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从而确定

设定模型的合理性。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证

明回归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并且变量之间具有长

期均衡关系。

本文已经检验两个变量是 －阶单整的，并且研
究的变量为两个，因此使用恩格尔 －格兰杰法
（ＥＧ），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首先，对残差序列μ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μ是
平稳的，则说明ｌｎＹ与ｌｎＸ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如果
μ是非平稳的，则说明ｌｎＹ与ｌｎＸ之间的协整关系存
在伪回归现象。为了检验μ的平稳性，用ＯＬＳ法估
计下面的方程：Δｅ＝δ·ｅ（－１）＋ｖｔ。其中，ｅ（－１）
代表残差滞后１期，Δｅ＝ｅ－ｅ（－１）。

残差平稳性检验性结果为：变量Ｅ（－１）的系数
为－０．１０１０４１，标准误差为０．０８６６４８，Ｔ统计量为
－１．１６６１０７，Ｐ值为０．２５２５。由 Ｔ统计量和 Ｐ值
可知，残差序列是不平稳的，即 ｌｎＹ与 ｌｎＸ之间的协
整关系存在伪回归现象。也就是说，回归方程①的
设定是不合理的，即当期经济增长与当期就业人数

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其次，由以上结论可知，河南省当期经济增长与

当期就业人数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如

图１所示，二者之间均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

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 ｌｎＸ和 ｌｎＹ进行自回归分
析，结果如下：

ｌｎＸ＝－３．４０６５６３＋１．３６３１７４·ｌｎＸ（－１）－
０４６５１６１·ｌｎＸ（－２）＋０．０１６７４７·ｌｎＸ（－３）－
０７０５０３４·ｌｎＹ（－１）＋０．６９１２６１·ｌｎＹ（－２）＋
０．５０７１３９·ｌｎＹ（－３） ②

ｌｎＹ＝０．８７３９２１－０．１１５４６５ｌｎＸ（－１）＋
０．２０５２５０·ｌｎＸ（－２）－０．０７７５０３·ｌｎＸ（－３）＋
１．０３２０３２·ｌｎＹ（－１）－０．１０８１３５·ｌｎＹ（－２）－
０．０３５１１４·ｌｎＹ（－３） ③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仅当期的经济增长对当期

的就业人数有影响，滞后１期、滞后２期、滞后３期
的经济增长同样对就业人数有影响；反过来，不仅当

期的就业人数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影响，滞后１期、
滞后２期、滞后３期的就业人数同样对经济增长有
影响。

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中根据 ＶＡＲ模型 ＡＲ根的图形
可以判定模型的平稳性。如果被估计的 ＶＡＲ模型
的所有单位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１，即位于单位圆
内，则ＶＡＲ模型是平稳的。如果模型不平稳，某些
结果将不是有效的。其检验结果见图２。

图２　ＡＲ根判定ＶＡＲ模型的平稳性示意图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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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可以看出，所有单位根的模均小于１，即
全部位于圆内，所以，本文估计的模型满足稳定性条

件。也就是说，新建立的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人

数的自回归模型是平稳的，即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

业人数的滞后项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４）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可以得知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

业人数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我们并不知

道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ＧＤＰ的增长是否
是就业人数增加的原因，或者就业率的提高是否是

ＧＤＰ增长的原因，再或者二者互为因果关系。为解
决此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

果关系检验法进行检验。

由于是否取自然对数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所以本文对经济增长的原值（即ＧＤＰ）以及就
业的原值（即就业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滞

后阶数依次选择１、２、３、４、５，通过Ｅｖｉｅｗｓ３．１软件分
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期数 Ｆ值 Ｐ值 结论

Ｙ不是Ｘ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０．０１３９０ ０．９０６９６ 不拒绝
Ｘ不是Ｙ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０．０４０５０ ０．８４１９１ 不拒绝
Ｙ不是Ｘ的格兰杰原因 ２ ０．８３０７６ ０．４４６９６ 不拒绝
Ｘ不是Ｙ的格兰杰原因 ２ ０．２５５３９ ０．７７６５４ 不拒绝
Ｙ不是Ｘ的格兰杰原因 ３ １．５２２９８ ０．２３５２０ 不拒绝
Ｘ不是Ｙ的格兰杰原因 ３ ０．３０９４７ ０．８１８２９ 不拒绝
Ｙ不是Ｘ的格兰杰原因 ４ ２．７０３８４ ０．０５９８１ 拒绝

Ｘ不是Ｙ的格兰杰原因 ４ ０．４８０４５ ０．７４９７６ 不拒绝
Ｙ不是Ｘ的格兰杰原因 ５ ３．６２０１３ ０．０２０６１ 拒绝

Ｘ不是Ｙ的格兰杰原因 ５ ３．４４４５７ ０．０２４８２ 拒绝

　　表４表明，在滞后阶数为１、２、３时，经济增长并
不是导致就业人数增加的直接原因，就业人数的增

加也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在滞后阶数为

４时，经济增长不是就业人数增加的原因，但是，就
业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滞后阶数为 ５
时，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之间存在双向格兰

杰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反过

来，就业人数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１．河南省经济增长对提高就业率的长期促进作
用有限

根据表１对就业弹性的分析结果可知，河南省
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相比之下，就业增长率

的波动幅度则较小，这导致河南省的就业弹性较低

且趋于平稳。由图１可知二者不存在非一致现象，
也就是说，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确实有拉动作

用。但是，从图１中二者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河南
省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这是因

为经济增长后，可以在短时期内提供大量的就业岗

位，增加就业人数，但是一旦就业人数达到饱和状

态，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使得从长期

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２．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在长期具有同向均
衡关系

根据残差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可知，回归模型①
的残差序列不平稳，即模型的设定不合理。也就是

说，认为当期的经济增长会马上增加当期的就业人

数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是，由图２可知，回归模型②
③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新建的模型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河南省的经济增长确实带动

了河南省就业人数的增加，同时，就业率的提高也促

进了经济的增长。

３．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在长期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

由表４可知，当滞后期为１、２、３时，河南省ＧＤＰ
与就业人数之间并未发生关系；从滞后期为４开始，
二者之间出现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短期内二者

的关系并不明显，但在较长时期内二者之间具有双

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使企业需求扩大，对劳动力

的利用增加，进而推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反过来，

就业人数增多，提高了对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

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生产和消费，进而促进了经

济的增长。

　　三、提高河南省就业率的政策建议

１．优化第一产业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和农业大省，农业发展迅

速且剩余劳动力较多，应加快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

争取在第一产业内部最大限度地消化剩余劳动力。

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加快

农业产业化建设，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缓解就业压

力，促进经济发展。

２．扩大第二、三产业提高就业的弹性空间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河南省的第一产业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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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重上升。第二、三产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具

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容纳能力

较强，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因此，河南省

作为农业大省，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保持传统农

业发展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及服务业，促进第

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全面提升满足居民生活

需求的产业，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弹性。

３．结合配套措施提高有效就业的成效
从长期来看，河南省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就一定能够拉动

就业人数增加，如果不结合某些配套措施，这种拉动

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政府应该多管齐下，通过

以下政策措施间的相互配合，提高作用效果。

一是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化建设，统筹城

乡协调发展。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载体主要在城市

而不是农村，所以要把城镇化进程作为支撑。在推

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逐渐

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就业弹性。

二是加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力度。由于剩余劳动力较多且价格低廉，河南省就

业效率低下，产出水平低下。为了提高就业效率，增

加产出水平，河南省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还应

加大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力度，增

强各产业对就业人数的吸纳能力。大力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就业率。

三是对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增加就业率。

劳动力供求失衡是河南省失业问题严重的一个原

因。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供过于求；

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又相对短缺，供不应

求。上述状况严重阻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所以，

应对劳动力进行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及再就业的

能力，降低失业率。

四是加快劳动力的流动，积极对外输出劳务。

河南省的劳动力众多，流动速度较慢。所以应加快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积极对外输出劳务，并

通过合理方式，阻止外来流动人员的无序进入，缓解

省内紧张的就业局势。根据河南省劳动力的特点，

制定和健全劳务输出的有关政策，加强省内人口就

业管理和服务。

五是采取积极方式，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河南省的正规就业已近乎饱和，而非正规就业仍有

不足。所以，河南省应在促进正规就业的过程中，大

力发展非正规就业，逐步增加弹性就业。

六是建立就业保障基金，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完善失业人员登记制度，实

施下岗职工再就业计划。

综上所述，河南省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

经济的适度增长，吸纳就业人口的必然途径是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时，还应积极发展劳务输出，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协调好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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