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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宁夏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研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立项资助的软科学研究项目。研究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从

宁夏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多这一基本情

况出发，揭示全区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规律和长期趋势，探索扩大全

区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及实现充分就业的有效途径。

本课题以宁夏的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为中心论题，回顾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劳动力就业的发展变化历程，分析了全区劳动

力供给和需求的现状，探索了导致宁夏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的原

因，预测了未来一定时期全区劳动力供求的趋势，提出了实现全区

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解决现阶段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思路和

对策。

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全面了

解宁夏劳动力就业的历史和现状，是开展这一研究项目的前提条

件。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除了近半年的专门调查

外，零星的调查几乎贯穿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我们曾调查过的

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

宁夏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人事厅、经济计划委员会、教育厅、文化

厅、煤炭厅、劳动就业服务局等厅局;自治区和部分市县的就业培

训中心、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石嘴山矿务局、宁夏恒力集团、青铜峡

铝厂、青铜峡水电厂、银川中策(长城)橡胶有限公司、银川铁路分

局、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等 50 多个各种类型的企业;宁夏大学、



宁夏农科院、宁夏银行学校等单位;银川郊区、中卫、固原、平罗县

的部分乡镇。

在课题研究中，我们主要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就定量分析而言，主要是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两种方

法。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宁夏劳动力市场

均衡的条件，将弹性理论应用于宁夏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预测之中，

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前者的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解决

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交替关系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均衡

条件的决定问题。后者则具有便于操作、可灵活应用和预测效果

较满意的特点，是一种适合短期预测的方法。

在理论和应用上，我们也力求有所突破。在理论上，提出了均

衡产出这一新概念。通过严格论证确定了宁夏的自然失业率，探

讨了宁夏经济周期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趋势及其对劳动力就业

的影响，对宁夏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进行深人探讨，并预

测未来各产业部门的就业前景，是全区理论界首次对这些问题进

行的系统探索，也是反映本课题理论特色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

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宁夏劳动力就业

和再就业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但愿能够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解决

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课题研究工作结束后，自治区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组织专家对

研究成果进行了初审。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又对成果进行

了认真的修改。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其成果能够出版，是与许

多部门和个人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宁夏科技厅对本课题予以

立项资助，宁夏大学对课题研究成果的出版给予资助，宁夏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及劳动就业服务局、宁夏统计局对我们的调查研究予

以支持和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外，我们还要感谢给予我们支持和

关心的下列同志:宁夏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刘天贵厅长、王中副厅

长、武平副厅长，劳动就业服务局平建中书记、康保宪局长;宁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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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厅刘桓副厅长、余东来处长、范凤林高级工程师;宁夏人民出版

社高伟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杨旭东副编审;宁夏统计局王亚多

处长、王金贵统计师;银川市劳动局局长李康平;石嘴山市劳动局

局长沈真;吴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蒋梦雄;固原地区人事劳

动局局长王选才。

本书参加撰写的人员是:孙力(第一章) ，田家官(第二章、第三

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八章) ，谭

效岩(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书中的数据计算和图形绘

制由田飞完成。

田家宫

2∞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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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夏劳动力就业的发展变化

劳动就业是指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

入的活动。劳动就业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作为一个经济范

畴，它的实质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形式。这一章先

分析宁夏劳动力就业的发展历程，然后研究宁夏劳动就业管理体

制及其改革问题。

第一节 宁夏劳动力就业的发展历程

一、 194'铲-1957 年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是-个半植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

化大生产很不发达，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

期压迫和剥削，在城乡造成了众多的失业群众。到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时，旧社会遗留下来 4∞多万失业者，由于党和国家采取正确

的就业方针、政策和措施，到 1957 年就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

1949 年 9 月 23 日，宁夏解放，同年 12 月 23 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

立;面对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时的省政府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就业

方针，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第一，介绍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第

二，转业训练;第三，生产自救;第四，还乡生产;第五，对一时安排

不了的失业人员，采取"以工代赈"或发放救济金的办法，使他们在

生活上有所保障。并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工作中贯彻执行了

这些就业方针。



(一)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土改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畜牧业

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农村经济还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

1950 年，宁夏地区开始出现了变工组和临时互助组，这个组织把

农民初步联合在一起，在互助互利的条件下彼此协作，进行劳动生

产，以解决劳动力、畜力、工具不足的困难。到 1954 年，互助组在

宁夏农村中普遍发展起来，达到 12071 个，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

发展了 93 个以土地为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

农业合作社。据 1956 年 5 月统计，宁夏已建立高级社 18ω 个，入

社农户 278990 户，占总农户 283790 户的 98.3% ，基本上完成了对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于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原有手工业者 7栅多户，就业领域包

括采矿、铁木农具制造和修理、各种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修理、烧窑、

造纸、棉纱、针织、皮革、榨油、食品、文教艺术品等数十个行业。这

些手工业者既是劳动者，又是商品出售者。宁夏于工业的改造经

历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

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于工业合作社到大规模于工业合作社的发

展过程，全宁夏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中央"统筹兼顾，积极领导，稳步

前进"的方针，对于工业劳动者采取说服教育和国家援助的办法，

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引向合作化就业

的道路。 1956 年，于工业合作社也进入了高潮阶段，至 1957 年初，

宁夏 7侧多户个体手工业者成立了 2∞多个手工业合作社。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宁夏地区除较少的一些资本家以外，还有

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他们多从事饮食、牛羊肉、皮毛、贩零食等行

业，党和政府参照 1955 年中央商业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出的

《对城市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几点意见~，制定了"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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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统一安排"的改造方针。根据"利国、限制、改造"的政策，在

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中实行了公私合营、统购、代销等形式，逐步

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根据 1956 年底 12 月宁夏

各县市的统计，全宁夏原有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 4026 户， 4906

人，从业人员 3277 人。

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的就业措施，在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不但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员，而且

新招了一大批职工;到 1957 年全宁夏职工人数为 119464 人，是

1949 年 5093 人的 23.5 倍。

194'争一1957 年宁夏社会从业人员数表

表1. 1

从业人
职工人数 城镇私营

年份
员合计 官.下了 国有集体其他 企业及个

体劳动者单位单位单位

1949 44.0 0.5 0.5 3.6 

1950 47.2 0.8 0.8 3.7 

1951 51.4 1.2 1.2 3.8 

1952 57.2 1. 9 1. 8 0.1 3.8 

1953 59.8 2.3 2.2 0.1 4 .4 

1954 63.6 5.6 2.8 2.8 2.3 

1955 67.7 7.5 3.5 4.0 1.7 

1956 72.1 10.8 4.7 6.1 0.1 

1957 77.0 11.9 5.2 6.7 0.2 

资料来源、:(宁夏统计年鉴 1999}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D

二、 1958 1978 年的发展变化

单位:万人

乡村劳

动者
其他

39.9 

42.7 

46 .4 

51.5 

53.1 

55.7 

58.5 

61.2 

64.9 

1958 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失业问题基本得

. 3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解决，当时建立了劳动力资源的计划管理体制，原本微弱的市场

机制被取而代之。由于受当时政治、自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宁夏

劳动力就业也出现了极不规律的现象。(见表1.2)

1958一1978 年宁夏社会从业人员数表

表1.2

队业人员
职工人数 城镇私营

年份
tAfZT ，国有集体其他 企业及个

合计
体劳动者单位单位单位

1958 82.3 15.2 11.0 4.2 

1959 89.3 23.1 19.9 3.2 

19ω 96.5 28.0 25.7 2.3 

1961 90.2 20.9 19.6 1.3 

1962 86.3 15.7 14.0 1.7 0.1 

1963 佣.6 15.3 13.7 1.6 

1964 94.0 15.3 14.0 1.3 0.2 

1%5 98.6 18.8 17.1 1.7 

1966 1但.6 21.7 19.9 1.8 

1967 104.7 22.5 20.7 1. 8 

1968 HXi .6 23 .4 21.5 1. 9 

1%9 1ω.6 25.0 23.0 2.0 

1970 112.5 26.6 24.5 2.1 

1971 116.2 29.0 26.8 2.2 

1972 117.8 30 .4 28.1 2.3 

1973 119.2 30.5 28.2 2.3 

1974 121.6 31. 6 28.9 2.7 

1975 125.6 33.7 30.8 2.9 

1976 127.6 36.1 32.8 3.3 

1977 131.5 39.3 33.9 5 .4 

1978 135.6 43.3 38.0 5.3 

资料来源:{宁夏统计年鉴 l朔).中国统计出版社 l哪年版。

. 4 . 

单位:万人

乡村劳
其他

动者

67.1 

66.3 

68.5 

69.3 

70.5 

75 .4 

78.5 

79.8 

81.0 

82.2 

83.3 

84.6 

85.9 

87.3 

87.5 

88.7 

90.0 

91.9 

91.5 

92.2 

92.3 



195饼一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宁夏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对

安排城镇待业人员采取了"统筹兼顾，城乡并举，以上山下乡为主"

的方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个正确的就业方针。正是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宁夏较好地解决了这一时期的就业问题，保

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66-

1976 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

处于瘫痪状态，各项管理体制极为?昆乱，这一时期宁夏因地处西部

边远地区，受全国大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劳动力就业人数呈平稳上

升趋势。

三、 197如-1998 年的发展变化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就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生产力和逐步改

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必须进行

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

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

就业管理体制正逐步形成。

经济体制及劳动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宁夏的劳动就业工

作增添了活力，开辟了广泛的就业途径。 1979-1998 年，全区从业

人员增加 82.7% ，从业人数达到 254.8 万。劳动者从业的领域扩

大，由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扩大到私营、个体、外资等部门。 1979

年，全区从业人员中国有单位职工占 28.5% ，城乡集体部门劳动

者占 71.5%0 1998 年，全区从业人员中国有单位职工占 21. 1 %, 

集体单位职工占 2.4% ，城镇和私营企业及个体劳动者占 3.9% , 

乡村劳动者占 69.3% ，其他单位占 3 .4% 0 (见表1. 3) 

第二节 宁夏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及其改革

一、宁夏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沿革

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是管理劳动就业工作的国家行政机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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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一1998 年宁夏社会从业人员数表

表1.3

队业人员
职 工 人 数 城镇私营

年份 企业及个国有 集体 其他
合计 合计

体劳动者单位 单位 单位

1979 l39.5 45.7 39.7 6.0 

1980 146.5 47.6 41.3 6.3 0.1 

1981 149.7 48.8 42.5 6.3 0.1 

1982 155.6 50.1 43.5 6.6 0.3 

1983 162.6 5l.7 44.5 7.2 0.7 

1984 169.8 53.3 45.0 8.3 0.9 

1985 l77 .4 55.8 46.8 9.0 1.1 

1986 183.0 58.1 49.0 9.1 1. 1 

1987 190.8 ω.6 51. 2 9 .4 1.4 

1988 197 .4 62.7 53.0 9.7 2.1 

1989 203.5 65.5 54.9 10.5 0.1 2.2 

1990 211.1 67 .4 56 .4 10.9 0.1 2.8 

1991 219.2 70.1 58.6 11.3 0.2 3.1 

1师2 225.9 71.9 由. 1 11. 3 0.5 3.3 

1993 229 .4 71.9 ω.7 10.6 0.6 4.0 

1994 232.7 72.3 ω.4 10.3 1. 6 4.7 

1995 240.6 73 .4 61.5 9.9 2.0 6.2 

1996 245 .4 72.7 61.6 8.7 2 .4 7.2 

1997 256.8 73.9 61. 7 8.6 3.6 8.6 

1998 254.8 67 .4 53.7 6.0 7.7 9.9 

资料来源:{宁夏统计年鉴 19'时，中国统计出版社 l哪年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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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人

乡村劳
其他

动者

93.8 

98.8 

l∞ .8 

105.2 

110.2 

115.6 

120.5 

123.8 

128.8 

l32 ‘ 6 

135.8 

140.9 

145.5 0.5 

147.2 3.5 

153.5 

154.2 1.5 

159.5 1.5 

163.9 1.6 

172.9 1.4 

176.6 0.9 



国家劳动部、地方劳动行政机构和部门劳动行政机构组成。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劳动部，主管全国的劳动行政事务。

1970 年 6 月，劳动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部门

合井，成立国家计委劳动局。在宁夏，自治区计委下设劳动局，自

治区民政厅设劳动工资处，劳动就业工作实际上由计委、民政部门

统一管理。 1974 年以前，招工计划由计划部门管理，计划指标、招

收、调动和工资管理则由民政部门负责。 1973 年 7 月，自治区党

委决定，对自治区级劳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劳动计划、劳动工

资、劳动调配等工作统在一起，将原自治区民政局管理的部分劳动

工资管理业务，划归自治区计委领导和管理。 1叨4 年 1 月，自治

区计委召开的全区劳动工作会议，又要求各地市县的计划、劳动工

作最好能统一由计划部门统管。自此，全区劳动就业工作由自治

区计委统一管理，下设劳动人事管理部门。 1985 年，自治区劳动

人事厅成立后，有关劳动计划、劳动工资、劳动调配等工作由劳动

人事厅统一管理。 1995 年，自治区进行机构改革，将原劳动人事

厅更名为人事劳动厅。 2ω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及经济

结构的不断调整，宁夏设立劳动社会保障厅，具体管理全区劳动就

业工作。

1981 年以前，自治区就业工作管理部门为知青办，后改为劳

动服务公司， 1986 年又改为劳动服务局， 1988 年全区就业工作由

劳动就业服务局管理。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的人事、工资等仍由自

治区人事劳动厅管理，企业的则随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而在劳动

就业服务局宏观指导下由市场调节。

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是:根据各个不同年度

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政策规定，收集和上报全民所有制单位劳动工

资的增长幅度，申请新增加的劳动人数，经过自治区综合平衡后，

下达招工计划，补充自然减员计划;根据资源情况，下达大中专毕

业生、技工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以及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安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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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全区各县市计划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根据自治区下达的计划指

标和国家有关分配政策，落实招收、接收单位后，由计划委员会下

达招工、安置、分配计划，由各县市劳动人事局组织实施。

在农村，"农转非"工作一直由公安部门负责。自 1990 年起

"农转非"实行指令性计划，进行计划和政策双向控制。由各县市

计委会同公安、粮食部门根据自治区下达的计划控制数编制计划，

然后报经所在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统一下达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就业问题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

题，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自治区成立了

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任组长，自治区计委、经委、财政、劳动等

14 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市县也建立了

相应的领导机构，把就业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列入各级政

府工作议事日程，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要内

容，实行各级首长负责制，签订责任书，层层分解落实，及时研究解

决劳动就业中的重大问题，协调安排就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从 1995 年开始，在全区部署实施再就业工程。根据国务院转

发劳动部的文件精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自治区人事

劳动厅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县市、各行业结合本

地本部门的实际，积极开展这项工作。 1996 年以来，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实际，成立了自治区解困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事劳动厅。同时，建立健全各级

领导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并按照企业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

了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领导目标责任制;建立了帮困基金。 1997

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自治区人民

政府及时出台了《关于分流安置下岗职工进一步实施再就业工程

的决定~，成立了自治区实施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

人事劳动厅。

二、宁夏劳动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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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宁夏劳动就业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建国伊始到 50 年代末期，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解决旧中国遗留下

来的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从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末期，在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依靠国家的统→安排解决城镇新成

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间出现了一些曲折 ;70 年代末期以来，随

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宁夏进行了就业制度改革，城镇劳动

就业工作进入了→个新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就业工

作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

宁夏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对当时存在的大量失业工人和失业

知识分子的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救济失业人员和

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当时采取

的主要政策措施有:第一，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和马鸿逮国

民党政府遗留的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给他们

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这一政策有效地防止了新的失业现象的发

生，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介绍

就业和自行就业相结合。 1952 年 8 月，为贯彻中央劳动就业委员

会公布的《失业人员统一登记办法比宁夏开展了失业人员的登记

和介绍就业的工作，使大量失业人员获得职业。为了鼓励广大失

业人员自找职业，自谋生活出路，宁夏实行"介绍就业和自行就业

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就业工作的发展。第三，采取

多项政策措施帮助失业者解决生活困难和创造就业条件。到"一

五"计划末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基本土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宁夏劳动就业工作开始转向主要

安排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片

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搞全面的"大跃进"，造成城市

对劳动力大量需求的假象，结果招用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不仅破坏

了劳动力分配的合理比例关系，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而且增加了

就业的困难。为了调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根据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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