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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径失业率的宏观意义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5月7日  曾湘泉 

源于计划经济的失业统计指标已丧失了应有的宏观决策价值 

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有关反映宏观经济变动，特别是反映就业和失业形势的宏观指标问题开始

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由于登记失业率测量和统计的范围有限，2009年的公布数为4.2%，导致大家

对其产生了大量的疑问。 

另一方面,国内外一些机构发布了不同统计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8年底称中国城镇失业率

攀升到了9.4%，学界还有“2009年中国失业率是14.2%”，“实际失业率已达到33%以上”等相差巨

大的数字，其科学性引发了广泛争议。 

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市场较之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

展要慢，客观上，反映就业和失业状况的测量和统计指标体系建立也相对滞后。当前，理论界和实

际工作部门应加大研究工作力度，尽快建立更好反映宏观劳动力市场的“晴雨表”指标，以对宏观

经济决策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 

登记失业率存在天然局限 

失业率数据为何相差如此之大？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我国目前公布的唯一失业率指标，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 

登记失业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初称之为待业登记，1994年更名为失业登记。应当说，我

国劳动力市场测量和统计的背景是计划经济，其目标与现在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测量和统计本身要求

并不一致。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招工、商品粮和户籍管理，即三位一体的城乡

隔离制度。因此，一直以来，失业登记是直接为劳动力的安置和分配工作岗位服务的。尽管后来转

变为开展就业培训，以及发放失业保险金服务等职能，但它作为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失业形势判断的

功能有其局限，并且越来越暴露出一些问题。这项指标的缺陷是，仅以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

对统计的年龄过窄（严格意义上讲，劳动力年龄只有下限，而无上限），局限于行政登记行为，存

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测量漏洞等。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变，登记失业率的缺陷越来越显著，

其结果是不能反映我国目前的整体失业状况，作为宏观劳动力市场形势判断而言，其效能大大下

降。 



理论上讲，如果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群范围扩大的话，登记失业率也可能逼近真实，但在目前

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服务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客观上很难做到。 

另一方面，登记失业率也并不需要“废除”。登记失业率作为测量目前领取失业救济金人群的

一个数量指标，也有着它独特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即使在美国，也公布领取失业保险者

的数量和比例。因此，即使未来调查失业率公布和出台，在调查失业统计和公布的基础上，也需要

继续完善登记失业率，严格意义上讲，二者含义和作用有着较大的不同，都有着存在的价值。 

提高失业测量“敏感度” 

为了更准确反映社会的就业情况，专家学者们呼吁尽快公布调查失业率。 

从目前中国国情来看，失业率指标的核心在于其“敏感度”，即失业率的测量和统计应当能够

及时反映失业状况的变化。失业率测量类似于对人体测量的温度计。温度计的刻度是否随着人体温

度的变化而变化是关键。设想一下，如果温度计不灵，发高烧时还显示37度，那肯定就误事了。目

前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就有类似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金融海啸袭来，沿海许多制造业企业关闭，甚至最后几千万农民工都面临失业，

但从登记失业率看，根本就得不出问题严重性的结论，结果造成了如下不太正常的现象：在发达国

家，通常是，决策者借助包括失业率数据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来判断和分析当前的经济形

势。而我们则是，相关部门为了解真实情况，都不得不跑到广东东莞等地去实地考察。这说明我们

的宏观失业指标丧失了应有的宏观决策价值。 

应当承认在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并存，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立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客观

和灵敏度较高的失业率测量指标，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尤其是“敏感度”和原因解读这两点。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能反映人体正常温度变化的温度计，因此，失业率统计的敏感度比统计本

身更加重要。当然，不计成本，把统计数据搞得非常敏感也意义不大，犹如跑马拉松用秒表计时。

敏感度的设计，要根据测量目标的要求。至于失业率的绝对值是高是低，就敏感度而言，其重要性

小一些。 

另外，一旦公布调查失业率，还要重分析和解读。劳动力市场的管道循环原理告诉我们，我们

不仅关注就业者、失业者和非劳动力三者存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其流量的变动。比如，这

季度比上季度失业率升高了，可能是失业人数增加了，也可能是因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多了。失

业率高低涉及到的因素非常复杂，通常各国的失业率有很大的不同，很难进行比较。比如德国失业

率比美国高，是因为失业保险水平较高，影响到个人工作搜寻中的保留工资水平。如果上班800欧

元，而失业保险有600欧元，这等于说200元是其工作收入，那很多人就可能不工作了。 

在中国，我们社会保障水平很低，不工作就不能维持生存，因此，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参考期从

事一个小时的工作，即认定为就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实际的失业率肯定是非常低的，但并不意味

着我们的就业就比德国好，特别是从就业质量的角度看。我们的问题是，尽管就业率很高，或者说

失业率很低，但就业不足，即工时少，就业不稳定，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工作中的穷

人大量存在的问题很突出。 



借鉴货币分类的方法建立测量标准 

国家统计局于1996年建立了劳动力调查制度，该制度建立之初，就在就业、失业等指标定义上

采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并确立了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并兼顾中国国情的原则。国务院2005年

起也决定正式建立我国劳动力的调查制度。应当承认，国际金融危机为我们及时公布调查失业率提

供了契机，其原因在于：一是国家对劳动力市场测量，对失业率指标的研究、分析和工作，应当说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二是危机下的劳动力市场迫切需要灵敏反映市场情况的数据，以便为中央

决策服务；三是，目前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从上到下都有一定共识，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

高；四是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已经具备可以发布调查失业率的时机。 

不过，也应当承认，失业和就业测量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其性质也相当复

杂。作为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家庭服务和自营就业（我们称之为个体户），即非正规就业占很

大比重，这给就业和失业的测量带来极大的困难。比如，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制

定的就业标准，在调查周内，即所谓参考期内只要能够从事一小时工作，即可认定为就业。如果照

此来衡量，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不高，甚至很低。这也可能导致未来一旦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大家

有可能感到失业率太低，而对失业率数据产生疑问。因此，不应当简单套用国际标准，需要创造性

地研究建立一个能更好地反映我国失业率状况的指标体系。 

建议可以借鉴货币依据流动性来定义的方法。比如，M0是现金，其流动性最强。M1是M0加上活

期存款，M2是M1加上定期存款等，流动性依次递减。失业率测量则可以依据工作时间长短来衡量，

可以建立一个U0，U1和U2等测量和统计方法。比如，U0是1小时以上，其工作时间最短，且符合国际

劳动组织的定义。U1是10小时或15小时以上，U2是每周工作35小时以上等。政府公布调查失业率的

时候，可以采取U0、U1和U2指标同时公布的方法。这既考虑了国际标准，也有中国特点，将会打消

社会各界对失业率数据不可靠的疑虑，更加接近客观和科学。当然，这项工作还需要不断进行深入

研究，不要苛求调查失业率一公布就能精确地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这仍然是一

个值得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但不管面临什么问题，调查失业率应尽早公布，有关失业率测量和统计的问题要公开讨论，不

能也没有必要变成一个保密性的工作，而且，一旦公布和公开讨论，目前一些不怀好意的海外媒体

的谣言，也会不攻自破。□（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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