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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98 年至今我国经济呈现出 GDP 高速增长的态势 ,但是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的是宏观经济运行

的两大不稳定因素 ,一是物价持续上涨 ,二是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宏观经济呈现出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特点。本文

在运用 GDP 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等相关指标来论证、描述和解析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现象的基础上 ,主

要对近几年我国政府在应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时所采取的相关反失业财政政策及其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

我国政府今后如何继续完善和实施治理失业的财政政策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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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①萨缪尔森、索洛于 1960 年提出“失业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亦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

奥肯 1962 年提出第三种形态的“产出 - 失业”菲利普斯曲线 ,即著名的奥肯定律 ,说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 ( Phillip s curve) 最初是由新西

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 ( A1 W1 Philip s) 根据 1861 -

1957 年英国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的一条表示“失

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动关系”的

曲线。后经萨缪尔森、索洛和奥肯①等学者的不断

深入探索研究 ,现今人们一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表

明了三种指标的两种相互关系 :一是通货膨胀率

( IN F)和失业率 (UN E)之间此消彼涨 ,二是 GDP 增

长率和失业率 ( UN E) 之间呈反方向变动。然而菲

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个绝对的真理 ,其对现实中很多

经济事实解释无力 ,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西

方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第一次深刻体验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 ,

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 ,这与

上述菲利普斯曲线规律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而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也正面临着新一轮的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 ,即“高经济增长、高通胀压力和

低就业矛盾”。因此 ,结合新一轮的菲利普斯曲线失

灵 ,在保证经济增长、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前提下 ,

进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

义 ,也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重点。

1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中国实证检验

111 　失灵的初步检验

从 1998 年至 2006 年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呈高速

增长 ,但由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调控滞后、经济

体制改革和转轨等诸多因素 ,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

也日渐沉重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日益凸显。

根据表 1 中的数据 ,运用 EXCEL 软件绘制失

业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图 1) 和产出 - 失业菲利普

斯曲线 (图 2) 。我们发现 1998 - 2006 我国菲利普

斯曲线形状是呈异状的 ,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

线 ,且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并不

符合 IN F 与 UN E(用 UU R 代表) 、GDP 与 UN E 之

间均呈相互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规律。这就意

味着在这几年间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一定程

度的扭曲和失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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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8 - 2005年我国的 GDP增长率、CPI和 UUR

年份 GDP 增长率
居民消费者

价格指数 CPI①
城镇登记失

业率 UUR ②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718 %

711 %

810 %

713 %

810 %

911 %

1011 %

919 %

1017 %

- 018 %

- 114 %

+ 014 %

+ 017 %

- 018 %

+ 112 %

+ 319 %

+ 410 %

+ 115 %

311 %

311 %

311 %

316 %

410 %

415 %

411 %

412 %

+ 416 %

　　资料来源 :2004 - 2005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宏观经

济统计数据库 ,2006 年 GDP 和 CPI 指数是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 ,城镇登记失业率则是一个估计数。

图 1 　失业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图 2 　产出 - 失业菲利普斯曲线

112 　进一步验证

以上数据所分析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与我国

目前所真正面临的失灵程度是有差距的 ,实际上我

国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程度远甚于此。这是因为我

们以上分析利用的城镇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还不能代表真正事实上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1)我国 CPI 反映市场价格不力。根据 2006 年

中央银行第四季度城镇居民当期物价满意指数调查

结果显示 ,6314 %的城镇居民认为物价偏高 ,4117 %

的居民对未来物价走势不乐观 ,物价上涨压力较大 ,

我国是存在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的。而我国这几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 CPI 指标只是保持低位

增长 ,这与现实中民众普遍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压力

不断增大现状是相悖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 CPI

指标的核算实际上存在着涵盖范围的局限和统计权

重的偏差。我国 CPI 指数还只是反映日常居民消

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 ,对于房地产、股市、汇市等

资产价格却始终没有正确反映。因此可以说明我国

CPI 在反映市场价格方面是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 ,

以至于一些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的数据已经游离出了

统计范畴。

2)“高增长、低就业”矛盾凸显城镇登记失业率

偏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矛盾 ,

即在国内消费需求过热背景经济存在着“高增长、

低就业”的困境。根据表 1 近几年我国城镇登记失

业率只是处于小幅攀升趋势 ,这与当前我国真实存

在的失业现状是不符的。因为我国目前一直缺乏一

个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统计数字 ,“城镇登记失业

率”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官方失业统计指标是存在

着偏误的 ,它只强调“非农业户口”和“当地就业机构

登记”,并不能反映我国失业的真实水平。一些学者

和研究机构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证明我国目前

的实际失业率早已超出国际警戒线 7 %。如第五次

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在 2000

年就高达 8127 %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认为到 2010 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将高达

25 %左右。如此可见 ,城镇失业者加上农村失业农

民 ,我国实际失业率应是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水

平的。

综上 ,我国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指标并不能组成一条正规的菲利普斯曲线 ,也不符

合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GDP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交替的关

系。因此菲利普斯曲线的中国失灵毋庸置疑。

2 　应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反失业财
政政策及其就业效应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突显出两大难题 :通货膨胀

和失业。其中通货膨胀问题的逐步解决主要依赖于

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 ,如通过抛售债券、提高利息

　　注 : ①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反映居民生活中的产品和劳务价格所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 ,人们通常用其来观察通货膨胀水平。

②我国目前没有完整的失业统计资料 ,暂以登记的城镇失业率(Urban Unemployment Rate ,UUR)来代替全国的失业率(U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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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准备金率等手段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量 ,降低通

货膨胀。而另一难题失业问题的解决则显得更棘手

些 ,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瓶颈 ,也

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却又难以摆脱的实际问

题。为了应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 ,近九年我国财政

政策在反失业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

211 　造成我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造成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附带高失业率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1)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引发失业增加。经

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 ,第一产

业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急需转移 ,但由于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

中 ,投资和出口效应较大 ,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

量的提高 ,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相应减少。这样产

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的升级似的就业压力越来越

大。

2)经济体制改革使就业岗位减少。经济体制改

革引发的失业包括下岗型和破产型两种。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下

岗分流成为必然选择。2005 年我国国有企业从业

人员只有 6 488 万人 ,比最多的 1995 年减少了 4

773 万人。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一些企业被

淘汰导致破产又向社会分流出大量失业人员 ,加大

了社会就业压力。

3)人才素质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对就业规

模造成一定影响。人才素质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

盾一大表现就是“知识性失业”的出现 ,也即高学历

人才失业现象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在一些人找不到

工作的同时 ,有些岗位却没有人去做。就业的地域

性和专业性矛盾更为突出 ,基层和西部人才紧缺 ,高

端和低端人才不足。

212 　1998 - 2006 年我国的反失业财政政策及其就

业效应

虽然 1998 - 2006 年这九年间我国财政政策历

经了从扩张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 ,但不

论哪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逃避“反失业”这一社会

责任。纵观这九年间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

就业问题 ,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 :

1)通过扩张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拉动经济增

长 ,进而带动就业增长。1998 年国家面对国内有效

需求严重不足、国际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威胁 ,开始

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支出方面 ,政府主要

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购买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政

策 ,使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见表 1) ,社会

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一定程

度上也带动了就业总量的增加。在税收方面 ,我国

并没有采取实施普遍的减税政策 ,而主要是通过一

些税收优惠和增值税转型进行局部减税来吸引和刺

激社会投资。目前我国政府在继东北老工业基地成

功实施增值税转型之后 ,决定在中部六省继续实行

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相信这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

担 ,刺激社会投资 ,促进社会就业。

2)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1998 年以来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陆陆续续出台

许多旨在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

要是针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其他

税种实施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规定。如国务院

办公厅 2000 年 9 月曾出台文件规定 :失业人员再就

业可以享受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2006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又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5〕186 号) ,将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惠

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政策的出台都反映了政府对就

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3)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社会保障事业 ,对失业者

实施就业扶持。在过去的九年里 ,我国政府依照

1997 年出台的“三条保障线”制度不断增加对社会

保障的预算资金安排 ,对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

障。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还通过财政与劳动力市场建

设的相配套 , 提供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 ,加强对失

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 ,以此向一些就业弱

势群体提供就业扶持等。

可以说在过去的九年里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就

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制度体系 ,政府在挖掘

潜力促进就业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根据中

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田成平的介绍 ,我国政府从

1998 年到 2005 年 ,努力使 1 900 万的下岗职工实现

了再就业。但从长期来看 ,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仍然很大 ,其主要原因我国人口多 ,每年有大量的新

生就业人口 ,这都使得政府财政政策在就业问题上

丝毫不能松懈。笔者认为今后我国政府财政资金和

政策应加大对就业的投入力度 ,千方百计扩大社会

的就业和再就业 ,力争能逐步走出现阶段菲利普斯

曲线失灵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下转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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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研究会秉承“会费取之于会员 ,用之于会员”的原则 ,努力为会员提供服务。请广大会员配合我们的

会费收取工作。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全年接受技术经济与管理界专家、学者、企业管理者以及关心技术经济事业发展的

朋友们入会。申请者请先登录中国技术研究会网址下载会员登记表 ,填写后随表附一张 1 寸照片寄回我会 ,

并缴纳会费。请您通过邮局邮寄会费。

通信地址 :北京市学院南路 86 号 530 室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组织部

联系电话 :010 - 62174221 网址 :www. cste. org. cn 电子邮箱 :e03 @cast . org. cn

611

技术经济 　　　　　　　　　　　　　　　　　　　　　　　　　　　　　　　　　　　　　　第 26 卷 　第 12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