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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问题是工业革命后因雇佣劳动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与民生息息相关。从自由放任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再到积极的劳动力市

场政策、完善的现代就业服务体系和法制建设，世界各国政府对就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在促进就业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世界就业发展趋势 

  纵观10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世界就业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一）产业变动进程加快，服务业逐步成为就业主体。工业革命以来，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流动；在工业日益走向精细分工和专业

化的同时，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动和服务业的兴起，发达国家又从"产值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的工业化"形态，先后进入了"产值的服务

业化"和"劳动力的服务业化"。今天，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就业活动的主体。在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的就业也在增长，其中有一

部分在现代服务业就业，但更多的是在城市非正规经济特别是在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的服务部门就业。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压力大，失

业率高，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少。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业就业的扩大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动和家庭消费的现代

化，适合妇女劳动的岗位增加，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二是现代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发达国家，现代商业服务

业，特别是广告、软件和计算机等信息密集型服务和会计、设计、策划、法律、咨询等知识型服务增长迅速，在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同

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二）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业模式日趋多样化。在传统工业社会，工厂制度中的集中就业是典型的就业模式。随着服务业成

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业模式日趋多样化，出现了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非全日

制就业，家庭就业、自营就业、派遣就业，以及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在发达国家，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比重不断

上升，数量不断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灵活就业更多地表现为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自营就业、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等非正规经济被称为

巨大的"劳动力海绵"。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高技能人才能够在更大范围频繁流动，自主择业，获得较高

的劳动报酬。因此，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如何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是一大挑战。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条件更加不利，劳动者

的工资有走低的态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继续扩大正规经济就业规模的同时，有效促进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并不断改善劳动

条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三）工作岗位创造与消失的速度加快，就业稳定性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产业革命和日益加剧的全球市场

竞争，对就业特别是对工作组织和职业岗位的寿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作岗位创造与消失的速度加快，就业不稳定性上升。高新技术的发

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以相对成本为基础的全球劳动大分工。发达国家正沿着"价值链"向上移动，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对外

转包给人工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国家，"信息职业"已占各种新职业总和的40％以上。高新技术创造出软件编程、网络设计和通

讯服务等新职业，也创造出所谓"好莱坞"式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在这种模 

式中，劳动者频繁地变换工作，为不同的雇主服务。由于管理和咨询活动对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成为另一个发

展最快的职业群组。旅游、康乐、健身、医疗以及其他生活服务领域都有许多新职业涌现出来。由于竞争加剧，导致企业的受命缩短，而

企业的寿命缩短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也使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模式的多样化导致了工会组织化程度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

不稳定性。 

  各国就业政策的特点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式，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呈现以下特点： 

    1、促进就业成为各国政府施政纲领的种要内容。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是人们生存、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和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

段。因此，工作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这已是普遍共识。有鉴于此，各国政府都把促进就业作为施政纲领的种要内容。1995年社会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把促进全球充分就业作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基础，并尽最大努力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

的就业而获得有保证的、可持续的生活条件。 

    2、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成为各国就业战略的种要支柱。技术变革，特别是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加速，企业寿命

缩短，使得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成为竞争的核心。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人

力资源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成为各国就业战略的核心。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1999年《世界就业报告》中集中阐述了教育和培训对就业能

力提升的作用和意义，认为面对技术的迅速变化，要建立终生学习制度；为了增大经济活动创造就业的能力，必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效率，消除缺乏技能这一影响就业的瓶颈；教育和培训机构应当从供给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 

    3、科学的就业统计体系和信息化的就业服务体系成为就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劳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劳动

力市场指标体系，组织专业化的劳动力统计机构（如美国劳工部建立专门的劳工统计局），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和服务体系，推动劳

动力的充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促进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 

    4、法制化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依据。通过劳动力立法，确立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管理的角色与合法地位，规范劳动力市场

上政府、企业、求职者三方的困难群体，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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