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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制度性变化 

王荣军 

美国经济九十年代的长期繁荣和以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ICT）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群的 

崛起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许多结构性的变化，这其中有些是战后以来长期趋势的延续如制造 

业就业的下降和服务业就业的上升，有些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变得显著的发展如对非熟练工人 

需求的下降趋势和临时性就业的增长。这些变化带来的制度性变革，是九十年代美国劳动力 

市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八十年代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由两种雇佣关系模式主导。一种被称为产业工会模式。在这 

一体系中，确定工资时年资比个人的业绩更为重要。工作职责在雇佣合同中规定得非常明确。 

公司可以通过临时解雇来自由调整雇佣水平，尽管大多数临时解雇都以召回结束。这种模式 

不仅为工会组织强大的产业部门广泛采用，也为许多工会力量并不强大的大企业所效仿。另 

一种模式被称为竞争雇佣模式，是一种非工会模式。在这种体系中，公司寻求通过沟通计划 

和雇员调查等方式来建立与雇员的直接性的关系。工资中个人因素的成分较重，而工作安排 

则比较灵活。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两种模式一直在雇佣关系模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 

的差异很大，甚至在许多方面互相对立。但它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雇员与企业存 

在一种长期性的雇佣关系，相互承担明示和默示的义务。这两种模式都将公司视为一种具有 

长期性和一贯性的组织形式，有相对固定的界限和关系。在这一时期，就业安全被认为是一 

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企业被看成"扩大的家庭"，对工人承担的义务也不仅是发工资。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劳动力市场内部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即，劳动者进入某一企业， 

其就业就以该企业为中心，发展就体现在沿着企业工作的职级阶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劳动 

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组织人"，一生主要围绕着某一企业组织渡过。在这样一种安排下， 

尽管企业也随着经济的高涨和低落扩展和收缩，经理和白领阶层很少被解雇。他们被视为一 

种相对固定的生产要素，就业风险很小。蓝领工人仍被解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临时性的， 

情况好转即被召回。80年代早期，美国的研究人员曾对美日工人进行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发 

现美国工人的就业稳定程度与提倡终身雇佣制的日本相差无几。当然，特例是存在的，如某 

些具备特殊技能的工人就可能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企业不断流动，其就业受到高水平技能的 

保障。 

   

  到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长期雇佣关系模式已发生根本性动摇。这方 

面一个突出表现是公司的解雇已不再仅因为经营业绩不佳，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也常因各种 

原因裁员，而最常见的理由是公司的"结构性调整"。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七八十年代时 

公司裁员的理由中近70%是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而到1994年时，一半多的公司裁员理由是结 

构性调整。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理念的变化的话，那么内部化的劳动力 



市场的衰落则清楚地表明了原有规范的根本性变化。 

  内部化劳动力市场的衰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年限的变化。所谓就业年限指的是雇员在某一家企业就业的时间长短。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有关调查表明，35~44岁的男性劳动力平均就业年限从1993年的7﹒3年下降至 

1998年的5﹒5年，同期45~54岁男性劳动力平均就业年限从12﹒8年下降至9﹒4年。 

  2、临时性工作的大量增加。临时性工作本身就是与长期雇佣关系相对立的。按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临时性工作包括兼职工作、自我雇佣工作、临时性雇工提供机构的工 

作、短期合同工、雇工出租和企业服务机构的工作等，1999年这类雇员总数约为560万人， 

在总就业中所占比例约为4﹒3%。这一数字从绝对数来看并不很大，但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劳 

动力中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的比例。因为它统计的仅是以临时性工作为业的人，也就是说任 

何时候都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却并不包括偶而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劳动力。如果将他们计算 

在内，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一倍左右。 

   

  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全球化和放松管制导致企业竞争加剧。 

美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经营的全球化是一个长期性趋势，九十年代这种发展势头不断加快， 

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企业更多地面临国际竞争，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裁员的要求越来越多。二是带来了许多大规模的购并活动，企业重组而导致大量裁员。放松 

管制尤其是电信、银行和保险业管制的放松也使竞争加剧，从而也带来了大规模的重组。而 

这样的重组最后还是会带来裁员。企业经营面临的大环境的改变对原有的雇佣关系模式造成 

了极大的压力。 

  2、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经济中的深入应用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九十年代 

计算机已经深入到美国经济中几乎每一个角落。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力市场至 

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比较显见的，即计算机的应用将取代部分劳动力的工作，这既包括某 

些蓝领工作也包括某些管理工作。企业中这部分涉及的劳动力就可能失去其职位，而劳动力 

市场中不掌握相关技能的人的需求下降，而对拥有所需技能的人需求上升。另一个实际上影 

响更长久、更深远，即计算机带来的企业管理方式的变化，包括从原料采购和生产组织、客 

户服务方式等都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而这将带来新一轮的裁员潮。 

  3、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断增强。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管理和控制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对公司经营业绩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它还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可能低估人力资本 

投资的价值。因为，人力投资本身难以监控，投资者也很难相信这能带来现时的回报。此外， 

股市可能给企业管理团队的时间太短，迫使管理层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眼前的经营业绩上。 

对短期业绩的强调可能促使管理层更多地使用裁员手段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还可能导 

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损害创新潜力。这些都对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形成了较 

大的冲击。 

  此外，工会力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99年，私营部门中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 

比例已降至9﹒4%。它影响雇主行为的能力也大大下降，也难以起到维持原有体制的作用。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制度性变化的影响如何看待是存在争议的。禀承梅奥主义的制度经 

济学家强调它在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负面影响，而管理理论中新兴的管理 

工程学派则欢迎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变化进行评价应把握的核心问题，是长期雇 

佣关系模式的逐渐衰落是否导致了就业的困难和收入的下降，因为原来的制度安排的主要优 

点就在于能保障劳动者尤其是中下层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相对稳定。 

  众所周知，由于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失业率一直很低。但我们对就业问题的 

分析不能只停留在对总体就业状况的分析上，因为失业状况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差别很大， 

总体性、平均性的数字可能产生误导作用。对被动失业（或称非自愿失业）和临时性就业的 

数据进行分析更能说明制度性变化的影响。被动失业者往往也就是受经济调整冲击最大的一 

群人，他们能否重新就业更准确地反映出制度变化后就业市场的调节能力；而临时性就业则 



 

是九十年代以来发展较快的一种就业形式，也是就业弱势群体较可能获得的就业，它也可以 

从一个侧面反映就业市场的状况和走势。 

  从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来看，属劳动力中主要部分的30~55岁被动失业人群的再就业率 

是比较高的，而且就业率提高很快，三年之内大部分已重新就业。这表明经济的长期就业状 

况较为乐观。至于临时性就业的情况，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近调查，最有可能接受临时性工 

作的是16~24岁的年轻人，妇女的比例也在上升，这显然与这两类人较难从事常规工作有关。 

而从产业来看，则主要集中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季节性强、需求变化较大的行业。从 

这点来看，临时性就业并不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找不到常规工作才发展起来的，因而也不能成 

为原有制度性安排打破后就业状况恶化的证据。 

  从收入方面来看，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从美国经济近十年高就业、低通货膨胀的强劲 

增长中得益不少。低通货膨胀率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高生产率增长为工资收入的实质性增长奠 

定了基础。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编制的季度工资和就业数据表明，1996年到1999年，收入水 

平处于最低的20%的工人工资增长非常强劲。其中的男性工人每小时工资实际增长了9﹒ 

1%，而女性工人的小时工资增长了9﹒7%。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变化并未给就业和收入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作为在新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下的适应性调整，它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至少从目前来 

看，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