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文章
现在时间  

您的位置：首页 - 财经动态 

当前就业形势出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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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上半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共有83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其中，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共有

4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9万人。国有企业尚有下岗职工19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64万人，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全部足额领到了基本生

活费并代缴了社会保险费。这些都是控制在预期目标之内，而且城镇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综合劳动供给和需求趋势，也

可看出劳动供给压力正在逐渐减小，就业需求迅速增加，就业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就业问题专家说，“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我国劳动力增长迅猛和失业人员压力继续加大，而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这一大背景下，这

一成绩的取得尤为不易。”专家还指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国家在坚决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对就业再就业工作给予了高度的

重视与支持。同时，宏观调控本身也给我国扩大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和表现，可以进一步发现，当前就业问题的特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总量矛盾有所减轻，但结构

性矛盾正变得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短缺。目前出现的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主要是部分人工资过

快增长所致，而大多数简单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在最近10年基本上没有增加。根据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判断，工资增加迅速的行业和部门存

在着劳动力的短缺，所需求的劳动力主要是素质较高并掌握较高技能和技术的人。在那些工资增长缓慢或没有增长的部门，仍然存在着严

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这些供给过剩的劳动力主要是那些缺乏技能和技术的劳动者。比如，城镇失业仍然十分严重，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

维持较高水平，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而在沿海一些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十分严重。

据估计，广东省劳动力短缺数量超过100万人；其他地方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等，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供给严重不足，致使很多企业无

法招到合格的技术工人。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的发生其实并非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因为缺乏合格的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就业问

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如何造就更多的合格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从而扩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这也是目前扩大就业的最重要

途径之一。 

    为此，按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分析，农民工、大学生、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这三个群体的就业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并按照这些群体所

面临就业性质的不同，解决对策上要有所区别。 

    第一，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关键是培训问题。当前，我国农民工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本文化素质，但他们普遍缺乏劳动力市场亟须的技术

和技能。因此，解决农民工就业的根本办法，就是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从国家的

层面协调农业、劳动和教育等政府部门的职能，启动全国性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工程，将极大地促进这部分人口的就业。第二，大学生就业

问题应该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2004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与上年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与农民工和

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相比，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虽然我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从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需

求看，总量仍然不足，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大学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也

就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鉴于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的供给结构，鼓励高等

教育的多元化发展，鼓励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让市场在解决大学生就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三，解决下岗和失业人员就

业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保障其基本生活。经过几年的努力，大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已经实现了再就业，现在仍然无法再就业的人员，往

往是那些文化程度偏低、技能水平偏低和年龄偏大的“三偏”人员。这些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其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其中有些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使“三条保障线”更好

地衔接，并使那些真正陷入贫困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为其配置一份“工作”上。后者不仅会带来效

率的损失，而且与提供保障相比，其成本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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