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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刘元春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并用大量篇幅

讲了就业的问题。“稳就业”是“稳经济”和“稳社会”的关键枢纽。当

前，在“稳就业”方面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传统的稳增长目标与稳就业目标出现了一些偏差。简单的 GDP

增速达标不意味着就业率的达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GDP就业弹性在逐

年下降。增长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

上，从而导致增长带来的就业并没有特别多，所以就业的压力是在于经济

复苏与就业复苏的不匹配上。第二，就业是一个旧问题，但是现在对就业

率有了一个新统计，如弹性就业被纳入就业范畴。在新业态新技术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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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弹性就业形势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导致就业问题更加复杂

和严峻。如何在新的统计口径里正确认识就业问题和相应政策，这就是我

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稳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目前世界上

中小企业所解决的就业占全球就业量的 70%以上。我国 1.4亿的中小微企

业贡献了超过 85%的就业岗位，而 2020 年底国有企业的总体就业量是

5562 万人，仅占总就业比重的 7.5%。可以看出，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就

业比重是非常大的。但是“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政策包永远是从大企业、

国有企业向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渗透的，这是由我们的体制决定的。因

此在复苏的进程中，GDP的复苏和就业的复苏具有不同步性，这集中体现

在一系列的参数上：比如 PMI指数已经连续几个月在荣枯线之上，同时连

续两个月出现反弹，但小企业 PMI指数不仅没有处在荣枯线之上，反而在

荣枯线之下持续回落。另外还存在一个现象，大中企业和小企业间出现了

急剧分化，这种分化给就业带来的压力很大。传统的“滴漏效应”、“涓

滴效应”、“大河涨水小河满”的现象，在目前这几个月里还没有显现。

这也给我们提出了几点警示： 

第一，目前就业形势是持续向好还是需要加速扶持？如果大型企业和

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下降，表明目前就业形势并没有像其

它参数那样有一个企稳迹象，反而有一个持续承压的迹象。对小微企业来

讲，虽然这种持续冲击的增量在下降，但是这种累计效应是小微企业难以



 

 - 4 - 

承受的，导致的结果是小微企业在救助加速、整体刺激加速的过程中，对

就业的吸纳能力反而到了顶点，从而不得不通过裁员、企业关停等举措来

解决目前的危机。“稳就业”如果简单地通过稳增长、稳大型企业、启动

大型项目来实现，反而可能会出现“J曲线效应”，也就是说，在对企业进

行救助的开始过程中，就业状况不仅没有变化，反而有所承压。 

第二，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救助中小企业？稳定中小企业发展是《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核心，可以说，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上升到一个很高

的高度。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做了很多的抽样调查发现，

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第一大问题是订单不足，开工不足；第二大问题才

是由于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所导致的成本上升的问题；第三大问题是日

常经营资金的短缺；最后一个问题才是发展资金的短缺。所以，对小微企

业进行救助，减税降费的确很重要，降低成本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

给予它订单，让它能够生产。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生产，减税降费对它就没

有用。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这些企业更细致的支持。一方面要给予相应

的纾困基金，直接给予资金的补贴；另一方面是订单，如大型企业、大型

项目的订单能否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一些小微企业展开，政府采购能否对中

小企业进行关注。 

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对小微企业的救助力度在持续减弱，持续减弱

的理由是对企业的各种冲击和负担在减弱。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即

使冲击的增量在减少，但是叠加效应是在增加的，压死骆驼的往往是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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