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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及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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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中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

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后，中国就业的局面就发生了

变化，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减速，失业率有所提高。本章将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估计非农产业的就业损失，并结合中国劳动

力市场的特点，提出一些应对金融危机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 

        如果按照2007年以前就业市场的趋势，2008年本来应该是一个空前好的就业形势。但是，由于2008年的宏观经济因素，不可避免地对

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甚至冲击。作为前期铺垫，全国普遍出现的实际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大量中小企业

（其中包括许多血汗工厂）缩减生产或者倒闭，以及部分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做出的不恰当反应，产生对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其

次，雪灾、震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产生的冲击，都构成不利于就业的因素。例如，据报道，震灾后四川全省有115.2万农民失去生产资

料，他们中的80%成为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增加5.1万户。 

        然而，对就业构成最为实质性冲击的因素，是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美国依靠举债而维持的高消费模式走到了尽头，严重

的流动性短缺导致长期存在的产业弊端充分暴露，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消费萎缩，不仅使美国国内的企业遇

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当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庞大经济体时，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货急剧减少，一大批企业

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已经

失去工作，或者回到农村寻找就业门路，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企业的困难境况导致大批企业减少或延缓了招聘计划，由此也

造成了大学生寻找工作困难。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部分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

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系2002年以来

的最低点。可见，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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