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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就业形势不乐观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7-3 15:59:15 

  从2001年城镇失业率3.6%到2002年的4%，再到今年力争控制在4.5%以内--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的城镇失业率，最终控

制在5%以内还有多远？ 

5%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在今年的"两会"上，令代表委员们心忧的事又多了一件，眼瞅着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在增加，城镇失业率的比例在逐年攀高。曾培

炎在工作报告中说，今年我国将新增城镇就业岗位800万个以上，但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的信号仍表明失业率在逐年攀升。

从2001年城镇失业率3.6%到2002年的4%，再到今年力争控制在4.5%以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随着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的逐年增多，每

增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失业。人们不禁要问，5%的底线还有多远？是否明年就是最后的期限？ 

  全国政协委员欧成中表示：我们国家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一个是国有企业正处于转轨时期，改革造成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二是

农村大量人口要向城市流动和转移，三是我们每年还要新增一千万的新生劳动力，三个方面造成了就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即使按专家计

算，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50万人就业，按今年报告中所说，将新增就业800万个，但矛盾还是很大。当前我国不仅每年有2000

万人需要就业，城市里还有1000万下岗职工没有实现再就业，这里面有很多人年龄偏大，技能比较单一，重新就业在知识、技能上都有些

不适应。因而，国家今年把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是比较客观的。目前就业形势的难度和形势真是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说，"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在现阶段将难以避免。" 正如欧成中委员所说，去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专门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这是多年来没有开过的一个会，这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就业与再就业对整个国民经

济的影响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  

  郑功成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处于严重过剩状态。而且宏观方面的数据也表明，未来将有以亿计的劳动者

需要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即还需要创造以亿计的新的就业岗位；而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2001年底职工人数只有10792万人，这

意味着大多数劳动者游离于正式的劳动组织之外，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日益明显。即使是在职工队伍中，国有企业还将大规模裁员，一些

优势企业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也不能例外。因而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在现阶段将难以避免。 

  业内的专家人士分析认为，从宏观和微观的数据来看，当前每年新增劳动力数远远大于就业岗位增长数的情况下，失业率在近年内仍

会向上攀升。5%已经离我们不远。  

如何确保5%不突破？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计的那样，如果我国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则每年能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因而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

是对付失业率增长的最佳"药方"。而这有待于我国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扩大就业的一个主要出路就是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这方面能吸纳很多的就业。另一个方面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欧成中认为，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仍比较低，只有30%多，而印度都有50%以上，以至目前我们有很多社区服务业还没

有人来做，因而要加大服务业的发展，加强对就业和再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扩宽服务类型和培训领域，努力挖掘市场未开发的岗

位。 

  吴敬琏指出：解决失业根本在创造就业。现在政府解决失业问题往往局限在城市，但如果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更难解

决。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政府出台保障措施，但这是一种防止因为失业问题引起社会震荡的短期行为。比如说三条保障线等，那就是使得一些失业的人能够维

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再进一步的措施在城市里就有了再就业中心。但这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做得到的，我们去看一看，中国的大中城市，真

正用在就业中心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的很少很少，也许就那么一两个。 

  我所提倡的方法叫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谁来创造？民间自己创造。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改善创业的环境，是搞好市场的秩序。最近五

年来看，浙江、江苏崛起了大量的企业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这就说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关键是当地政策环境怎么样，创造的条

件怎么样，市场秩序怎么样--而这些事情正是政府应该做的。有些政府做得好就发展起来了，有些政府还可以努力，可以提高，是完全可

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比如说浙江这个地方，浙江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没有就业的去年六月底是6000人，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它有

没有失业呢？他有。但今天失业了，明天又就业了，因为又有大量的新的企业起来。 

  厉以宁指出：一是扩大就业需要政策引导。我一直认为，就业是依靠就业而不断增加的。一批人就业了，他们有了收入，就会花掉，

于是就使另一批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而后者有了就业机会，又会花掉，这样又会促成更多的人就业，这就是"以就业扩大就业"的方针。就

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在当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有三条途径：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制定

一些优惠措施来鼓励这些企业多吸纳就业者。 

  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及环保、卫生、园林、物业管理、街道治安和公共秩序维持等机构，这些机构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是非常有潜

力的。特别是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起来以后，服务业也一定会有较大的增长，这同样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 

  三是一定要懂得集约化的农牧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出口加工业也是吸收劳动力的部门，并非只有劳动力到了城市中工作才是出

路，农牧业、养殖业的集约经营，以及农副产品的初步加工业的发展，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实际上，说到底，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所在，如何做到宏观与微观的最有力协调将最大力度地解决就业和再就

业。作为政府，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将国家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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