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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业的界定

失业率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我国目

前使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

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为：城镇

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100％。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

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

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二、失业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失业和就业问题成为受人关注的问题。一方

面，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很大程度地带

动了就业。另一方面，中国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导致大

量的结构性下岗和失业，使潜在的失业显性化，同时，技术进步

也增加了一部分失业者。以上三个因素对失业和就业问题产生了

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之一。

（一）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对失业率的影响是通过带动就业的增加而实现的，

高速增长的经济可以带来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L=k*y。式中，

L表示就业增长率，y为经济增长率，k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这

个方程式所表示的基本关系是，在就业弹性系数给定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率越高，就业增长率就越高，或者反过来说，有效地就

业增长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在经济增长率给定的情况

下，就业增大弹性系数越高，就业增长率就越高。由此可见经济

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是影响劳动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其因素。

我们分析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就业增长，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年 份 经济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失业率

1982    9.3          3.594 3.2

1983    11.1    2.526 2.3

1984    15.3    3.798 1.9

1985    13.2    3.483 1.8

1986     8.5    2.830 2.0

1987    11.5    2.935 2.0

1988    11.3    2.942 2.0

1989     4.2    1.831 2.6

1990     4.1    2.550 2.5

1991     9.1    1.140 2.3

1992    14.1    1.009 2.3

1993    13.7    0.991 2.6

1994    13.1    0.968 2.8

1995     9.3    0.904 2.9

1996    10.2    1.300 3.0

1997     9.6    1.261 3.1

1998     7.3    1.170 3.1

1999     7.9    1.071 3.1

2000     8.6    0.967 3.1

2001     8.1    1.304 3.6

2002     9.5    0.979 4.0

2003    10.6    0.938 4.3

2004    10.4    1.032 4.2

2005    11.2    1.008 4.2

2006    11.1    1.008 4.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卷;《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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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埋弧焊节省材料和电能，工作稳定，焊缝质量高，适合

井塔厚板直焊缝的焊接[3]。

五、井塔各部件的校正

对于组装焊接后的部件发生变形的要进行校正。对于井塔各

部件的校正可采用火焰校正、机械校正、手工校正等方法。

在井塔主副斜腿箱形梁的校正中可用火焰校正和机械校正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校正，首先用千斤顶将变形的部分顶起，然后用

火焰进行加热，其加热温度在600-800oC，速度为200mm/min，

加热宽度为校正构件板厚的2 倍。

六、井塔的防腐

防腐要按照图纸的要求进行除锈、喷涂，并应达到要求的漆

膜厚度，其除锈也应符合要求。在防腐过程中应将每节箱形梁两

端的端口留有50mm 余量不予防腐，以便于在安装过程中各节箱

形梁对接时的焊接。对于最后一层的防腐面漆应留在现场主副腿

组装完成以后进行，这样可以使井塔起吊后比较美观。

七、结论

本文从图纸审核、下料、组装、焊接、校正、防腐等六个方

面对井塔在车间内的制作过程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在井塔制作中

一些常见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通过实践表明：1．

通过下料方法的改进可以提高50%下料时的工作效率并充分的利

用了材料。2．对井塔梁组装平台的设计杜绝了箱形梁的扭曲，为

安装带来了较大便利，提高了工程的质量。3．CO2气体保护焊和

自动埋弧焊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时提高了焊接质量。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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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比较，现对失业率和劳动增长率分别扩大2.5倍和4倍

作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失业率,劳动增长率与GDP的相

关性较为明显，但90年代以后从变动比例甚至是变动方向上都出

现了不一致。原因在于这里我们舍去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

如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仅就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讨

论决定就增长的主要因素。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后，较高

的经济增长率就不一定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因为投资规模，结

构水平不同，技术进步的性质与方向就不同,就业增长系数所受的

影响必然不同，从而必然对就业增长产生完成不同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改革开放前1953年到1978年，经济增

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426，改革开放后1979年到1997年，

该系数已经下降为0.296，90年代，1991年到1998年经济增长的

就业增长弹性又下降到0.102。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表明

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下降，例如，“七五”期间我国就

业弹性为0.329，平均每年可以新增2800万人就业。“八五”期间，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的没有下降，但由于就业弹性下降，经济每增

长一个百分点能吸收66万人就业，平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下降

到807万人。1996年到1998年，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只有670

万，其中1998年仅新增387万人，新增就业人数数量下降到到了

90年代的最低点。数据表明90年代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吸收的

从业人数数量比80年代下降了69%。而后两个因素的作用就体现

在改变就业弹性上。

（二）产业结构的变化

由于产业为就业提供了就业岗位，就业结构随产业结构的变

化而变化，下面从1990年到2006年的数据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和就

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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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卷数据计算得出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比重比例=产业结构比重/就业结构

的比重比例

产业（就业）结构增长率= 本年产业（就业）结构增长率/

上一年产业（就业）结构增长率

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增长率来看，第一产业在连续17 年

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比除了个别年份(产业结构1994年，1995

年，2004年，就业结构1999年)外，均表现递减趋势，且04年以

前就业结构比例变动率远远小与产业结构的比例变动率，近两年

好转。这说明我国之前第一产业中劳动力转移出去的艰难，从而

导致第一产业中的隐性失业人数积累较多，但近两年有好转。第

二产业在这17年间创造的产值在GDP中比例呈递增趋势，而就业

人数在总就业结构中的比例从1991年到1997年是呈递增趋势，在

1998年到2002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1998年以来国企改革减员

增效提高生产力所致。前7年中除1994年，1996年两年外，就业

增长率远远小于产业产值增长率，导致第二产业中的部分岗位无

人能胜任而空缺。更别说1998年到2002年几年间的就业增长率为

负值了。从第三产业来看，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力没有表现

出明显相关性。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增长率有正有负，而就业比增

长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不是很稳定和成熟，

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已形成。第三产业能否在国

家宏观产业政策上健康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它吸收劳动力的多少。

从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产值与就业结构中产值的比例来看，我

国产业结构的就业容量相对较少，不能适应劳动力不断增大的就

业需求。以2006年为例，三大产业的产值比例为11.7，48.9，39.

4，就业比例为42.6，25.2，32.2。这就是说第一产业12%的产值

承担近43%的就业量，第二产业以近50%的产值承担25%的就业

量，而第三产业以40%的产值承担32%的就业量。这种产值与就

业结构的明显不协调说明一些问题。在经历了20多年的演变，第

一产业得相对产值承担的就业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这与第一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不相符合。由于土地资源保

持相对稳定，而农业技术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其就业空间理

应缩小。第一产业仍较大比例的就业量，表明其他产业的就业空

间可能受阻。第二、三产业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后，其就业与

产值相对比例仍很低，这说明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就业总量

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技术进步的影响

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

转变，使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之间弹性下降，弱化了对劳动力

的吸收能力。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

步使消费品升级替换，改变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变化，就业

结构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分析中已经阐述；二是

科技进步导致整个经济中的生产和就业相脱离的趋势，在这一点

制造业最为明显，即在同一产业部门中劳动力要素绝对减少。以

纺织业为例，由于自动流水线的出现，该部门的职工减少了一半。

另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普遍存在，劳动力流动不畅，观念

落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紧缩等因素都会对失业率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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