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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就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图）

[ 作者 ] 冀宁;李星皎 

[ 单位 ] 南开新闻网 

[ 摘要 ] “就业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民生问题。”2007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李培林在

伯苓楼为南开师生作报告时指出。李培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讲起，简要介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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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民生问题。”2007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李培林

在伯苓楼为南开师生作报告时指出。李培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讲起，简要介绍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他说，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连

续过程，但是在其间出现了一系列民生问题，如就业、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等。李培林从就业分配入手，与在座师生探讨了“中国当前

发展的民生问题”。他指出，就业仍处于“紧张”状态的原因在于：当前适逢新增劳动力高峰期、劳动力转移高峰期、国有企业改革攻坚

期的三期交汇，就业和再就业的的重点人群是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重组改制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城镇新增劳动力尤其是高校毕

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和被征地农民等，现在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余个，但有2400万余人竞岗，有1000万余的就业缺口。李培林认为，

就业形势之所以严峻，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进城

求职。而当前就业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新失业人群”——失业的年轻化，结构性短缺并存如区域性短缺、技术性短缺、年龄性短缺、

性别岗位短缺以及大学生就业难。李培林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第二个较为严重的民生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他用“基尼系数”和“五

等份法”说明了这一问题，认为其表现在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垄断行业与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较大，资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

异明显等方面。李培林表示，当前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三农问题，即农民工、失地农民、村落终结，全国约有1.5亿乡镇企业工人和1亿左

右进城农民工，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很多失地、失业、失保，每天约有116个村落终结，全国行政村从1992年的100.4万个减少到2005

年的53.9万个。他指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差距明显，主要是受人力资本、制度化因素等影响。李培林指

出，当前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值得警惕，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在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不仅低收入群体不

满意，一些中层和中上层收入群体也不满意。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的积累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使社会中间层出现新的

分化、人力资本收益差距拉开、腐败和地下经济等因素使得收入差距出现不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趋势。李培林表示，在当前社

会，住房、医疗、教育已成为城乡居民除食品之外的三大生活负担。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将国家干部列为10年来获得利益最多

的群体，这一方面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干部待遇保障的稳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干部形象的影响有关，因此，干群

关系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反腐败任务重大。讲座结束后，李培林详细回答了南开学生的提问，并鼓励大家在研究中开拓思路，精益求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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