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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失业的原因与对策

宋爱红

失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

但失

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当
,

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
,

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

西方经济学者都把

失业问题作为关注的热点
。

凯恩斯主义的中

心任务就是要消灭失业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因此
,

如何针对我国国情
,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
,

妥善解决我国失业问题是一个新课题
,

这对

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目前我国失业状况及原因

失业简单说来就是就业岗位短缺或劳动

力过剩
,

从而导致劳动力总供给超过总需求

的结果
。

据国家劳动部统计
,

到 年末
,

中

国城镇失业率为 纬
。

比上年上升 了

个百分点
,

人数由 万增到 万左右
。

但

的失业率只是显性即公开化的
。

企业富

余职工 万人
,

机关事业单位 万 人
,

即隐性城镇失业率为
。

农村剩余劳动

力更为严重
,

大约有 亿
,

隐性农村失业率为
,

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以 万 年的

速度向城镇转移
。

据预测
,

在今后 年或更长

的时间里
,

我国显隐综合失业率将会继续上

升
。

之后
,

随着劳动人 口增长压 力的减缓和产

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减小及各种政策 的建立
,

我国显隐性综合失业率才会逐步下降
。

为什

么在我国有显性
、

隐性两种失业呢 为什么在

今后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
,

我国仍显隐综合

失业率还会上升呢

第一
,

在过去传统体制下
,

认 为社会主义

是不应该存在失业 问题的
。

全民就业是社会

主义优越性之一
。

因此
,

对社会劳动者的就业

往往是不注重国 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

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
,

而用统包统配的方式

来安置企业的劳动力
。

所以有相当部分的劳

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所不需

要的
。

这部分人员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是

负数
,

即使大于零也低于工资
。

按照边际收益

等于边际成本决定最佳劳动需求量的原则
,

凡是生产率低于其所得工资的劳动都是过剩

劳动
。

而在过去传统体制下
,

这些过剩劳动只

能滞留在企业内部
。

也就是说
,

失业主要是以

隐蔽性的形式存在
。

看起来是全民就业
,

其实

这 只是用行政手段改变了失业的表现形式
,

结果是对企业活力的增强
,

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

果
。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

企业要生存

要发展
,

就必然要打破过去的传统的用工制

度
。

改革过去 人活 人干的现象
。

随之而

来的是优胜劣汰
。

能者留
、

庸者走
。

失业也不

再是中国大地上的新鲜事
。

年 月

日
,

我国企业实施《破产法 》
,

于是企业关停并

转是正常现象
。

年 月 日
,

有

人的武汉国有火柴厂被只有 名的私营企

业武汉大地集团公司全部购买
。

这种
“
蛇吞

象
”

的结果必然要带来一部分原有职工的失

业
。

中国的失业正在逐步显性化
,

但 由于 中

国隐性失业率较高
,

显性化不能过快应该逐

步实现
,

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
。

所以
,

中国的

失业率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以显性
、

隐性两种



形式存在
。

第二
,

劳动 力供给继续增长
,

将会增加就

业压 力
。

我国新增人 口 总量在继续膨胀
,

劳动

人 口 比重在不断提高
。

据统计
,

我国劳动力资

源总数占人 口 总数的比重 已经 由 年代初

期 的
。

提 高 到 了 年 代 初 期 的
,

年达到
。

这种趋势还会

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
。

预测到 。。 年
,

我

国 一 岁的劳动人 口将由 年的

亿增加到 亿人
,

每年净增 。万左右
。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

短期

内还难于完全吸纳年均净增劳动力
。

第三
,

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加大
,

将会增

加失业
。

随着农业现代化与规模经营的发展
,

农村将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

而第二
、

三产业

却不能及时吸纳
,

新兴产业需要某种技术和

特长人员
,

而许多寻找职业者不具备这些能

力
。

寻找职业者有的总想选择最合适的工作
,

如环境舒适
、

工 资高
,

而 不是一有工作就接

受
。

这种结构性失业今后将逐步增加
。

第四
,

科学技术的 不 断进 步
,

一 些原来劳

动 密集型的企业 已逐步现代化
。

如过去需要

几百人的印刷厂
,

随着激光照排
、

电脑拼版等

新技术的应用
,

现在只需要几十人
。

机器排挤

人在中国将会越来越明显
。

二
、

缓解企业压力的对策

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和逐渐增多的失

业人员
,

我们应该坚持先挖渠后放水的原则
。

而不是置社会的承受能力于不顾
,

大量关闭

企业和裁减人员
。

结合中国的国情
,

缓冲失业

压 力
,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 先
,

在农村解决 剩余劳动 力 的主 要 途

径应该还在农村
。

这是 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

定的
。

目前我国城市容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是

十分有限的
,

而且城市失业间题还 比较突出
,

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涌 向城市
,

只会激化

矛盾
。

在农村消化剩余劳动力还是有潜力的
。

目前我国有宜农荒地 亿亩左右
、

宜林荒地

亿亩左右
,

可利用的沙地有 亿亩
,

所以

农业向深度
、

广度进军可以吸收相当多的劳

动力
。

同时
,

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吸

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

目前我国约

有 亿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
。

但我

国中
、

西部乡镇企业发展不够
,

中西部地区幅

员大
、

资源丰富
,

发展乡镇企业不仅可以振兴

经济
,

也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

当

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适当吸收农村劳动

力
,

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

第二
,

建立 完善的失业保降制度
。

建立完

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

尤其是失业保障制度是

当务之急 否则中国的劳动 力市场体系就不

可能真正建 正起来
。

一般说来
,

失业保障制度是 国家通过立

法强制实行的
,

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 因失

业而无法保证生活来源的失业者提供物质帮

助的制度
,

并且通过失业培训达到再就业
。

我

国在 年开始施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

险暂行规定 》
,

这是中国首次建立的失业保障

制度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必须对失业保障制度

进行不断的完善
。

如扩大失业保险的实施范

围
,

不仅仅只包括国营企业的职工
,

还应该包

括各种所有制形成的职工以及与机关
、

团体
、

事业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职工
。

对于基金的

来源应从 中国国情出发
,

由国家
、

用人单位
、

职工个 人三方面合理负担
。

从世界范围看
,

基

金来源有三种方法 一是国家财政负担为主
,

如欧洲一些
“

福利国家
”

二是 由企业负担为

主
,

如美 国 三是 由个人负担为主
,

如亚洲的

新加坡等国
。

我国如果想进一步扩大覆盖的

范围
,

应从实际出发
,

由国家
、

用人单位
、

个人

三方面合理 负担
,

并且应根据不同的所有制

形式有所区别
,

不能
“

一刀切
” 。

有一定劳动单

位的劳动者 应以企业负担为主
,

个人和国家

负担为辅 而个体劳动者应以个 人为主
,

国家

为辅
。

对于基金的使用方 向
、

失业救济金的发

放及基金监督机制也应建立和完善
。

只有这

样 才可以使公开失业处于稳定状态
,

减轻失

业给社会带来的压力
。



第三
,

在改革和发展 中减少或消除失业
。

失业保障制度的建立
,

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失业
,

我们还应采取各种措施来进一步解决

我国失业问题
。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世界各国的产

业结构演进过程表明
,

不仅农业
,

而且制造业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不断趋于减少
。

而

包括运输
、

通讯
、

金融
、

咨询等行业在 内的第

三产业将不断扩展并占居主要地位
,

这 已成

为不可逆转之势
。

美国近两年以来新增设的

万个就业岗位中
,

集中在第三产业
,

英国新增的就业岗位中也有 属第三产业

各部门
。

所以
,

对国有企业职工来说
,

下岗之

后应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营

的思想
,

面向社会这个大市场
,

在宽广的服务

领域中
,

在第三产业的舞台上一显身手
。

目前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较低
,

加快边际就业

效应较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

可以有效地降

低失业压力
。

—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
。

隐性失业显

性化需要两个条件
。

一是建立失业保障制度
,

使失业者得到必要的生活保证
,

二就是要建

立劳动力市场
,

使失业者能重新找到工作
。

在

我国
,

有一些领域
、

企业
、

行业劳动过剩
,

而另

一些领域
、

企业
、

行业又存在就业空位
,

产生

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市

场
。

目前
,

我国失业者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就

业者比重较小
,

大多数是靠关系
、

碰运气
,

劳

动力市场的
“
蓄水池 ”作用尚未显示出来 有

效的劳动力市场应当能够通过培训和教育
,

提高技术
,

改变观念
,

适应新的工作
,

通过提

供信息
、

克服体制和年龄障碍
,

使人们重新找

到工作
。

所以
,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缓解失

业压力
,

变失业为就业

—加快劳动就业立法
。

当前
,

我国劳动

就业立法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

随着

《劳动法 》出台
,

应加快与《劳动法 》相适应的

诸项法规的建立
。

如约束企业用人行为的法

规
,

限制任意大批裁员
,

尤其是任意裁减大龄

职工和女性职工的不规范行为
。

目前
,

我国妇

女在就业方面问题非常突出 有些单位招工

不愿要女性
,

大中专毕业分配中排斥女性的

现象 日渐突出
,

优化组合等劳动制度改革的

推行
,

女工首当其冲地被列为编余人员
、

有的

企业提前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等等
。

这些间题

的解决
,

只有靠法律
、

法规才能从根本上杜

绝

—借助全球经济国际化和区域集团化

的大趋势拓宽就业门路
,

减轻失业压力 通过

扩大商品出 口来增大生产规模和就业人数
。

年
,

德国
、

法国
、

西班牙
、

北欧国家通过

向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大幅扩大出 口
,

加

速了经济复兴
,

有 万名左右的失业者找到

了工作
。

我国应利用这有利的外在条件
,

发展

经济
,

增加就业 同时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

富的优势扩大劳务输出以减轻失业的压力
。

—广泛开展再就业培训
,

为企业者再

就业创造条件
。

为了跟上 日新月异的高技术

发展
,

西方一些国家广泛开展再就业培训
。

德

国迄今已有 左右的待业者接受 了各种

培训
,

这就为重新就业创造了条件
。

而我国职

工 由于各种原因很难有培训的机会
,

职工下

岗后 由于 自身技术技能不适应新技术
,

很难

再就业
。

所以
,

政府
、

企业要大力兴办职业培

训机构
,

鼓励职工参加各种技术培训
,

为再就

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

现在
,

我国已开始实施的
“ 再就业工程

”

表 明已逐步在注重这个 问题

了 如北京一轻总公司为了解决富余职工再

就业问题
,

着重抓转岗培训
、

技术培训
、

中高

级管理人员培训
、

职前培训和个体经营联合

体等人才的培训
,

通过培训
,

促进就业
,

开发

劳动者素质
,

提高其就业能力
,

为本系统和社

会上经济结构调整服务
。

总之
,

随着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的建立

和完善以及上述一些策略措施
,

相信一定能

逐步消除失业的消极影响
,

保证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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