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及下世纪初的再就业计划

 

——赴瑞典学术考察报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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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期间,我同瑞典劳动部劳动市场管理司和财政部国际关系司的官员,就瑞典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和政府从中吸取的经验

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劳动部还向我提供了瑞典政府刚刚提交给欧盟的到下世纪初的再就业计划。 

一、瑞典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在北欧四国中，瑞典是失业率较高的国家之一。1994年至1996年的失业率为9.8%、9.7%和10%。关于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的原因,劳动部劳动市场管理司司长马茨·瓦德曼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分析: 

  1. 历史原因。8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浪潮,瑞典没能及时调整政策；同时由于工会与老板协会的谈判提高

了工资水平,致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90年代初瑞典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亏损严重,钢铁、汽车和木材加工等行业陷入困境,外

贸遇到困难。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一方面提高税收,另一方面举借外债,同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致使许多财政拨款单位如

医院、学校和服务部门等因经费减少而裁减职工。1993到1994年是金融危机的最低点,直到现在经济才逐渐恢复。 

     2.改革的需要。90年代以来瑞典的公司实行了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在增加高新技术投入的同时减少职工，降低劳动力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1993年和1989年相比,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价值相等,而职工减少了20%。国家财政拨款的机构大量裁减人员,现

在虽然财政已经平衡，但是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编制。 

     3.政策的选择。长期以来,政府致力于财政平衡和低通胀率,认为这两者比解决失业问题更重要。经过努力,瑞典1997年通胀率

降为0.5%,并且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此后,政府开始把失业问题放在优先位置来解决。 

二、瑞典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 

在座谈中,瑞典财政部和劳动部官员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总结: 

     1.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经济增长率。财政部国际关系司副司长马蒂恩森谈到,过去以为只要多拿钱就能解决就业问

题,结果国家不堪重负,失业率仍降不下来。90年代后政府改变了看法,认识到只有提高经济增长率才是解决就业的根本途径。而经

济的增长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一是通胀率低；二是财政平衡或有节余；三是利息率低,公司愿意贷款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

岗位。公司提高了利润,国家通过收税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使福利社会有了物质基础。 

劳动部劳动市场管理司瓦德里司长认为,市场经济200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下岗和分流。如

果过分强调就业,就会导致公司改革的停顿,长期如此公司就会缺少竞争力,反过来给社会就业带来困难,并破坏整个社会福利制度。

只有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正确途径。 

  2.对失业人员由发补贴为主转为以培训和就业为主。专门为劳动部长起草文件的秘书比尔耶·埃克里德介绍了瑞典劳动政策的

基本原则。30年代以前，执政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当经济发生困难时会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不要管。后来

社会民主党上台,制定了就业政策,采取了由国家通过修路、盖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就业的措施。政府认为,尽量不要发补贴,而

要让失业人员参加工作,虽然收入低一些,但一定要保留失业人员与劳动市场的关系。如果失业人员长期拿补贴不工作,其技术素质

越来越低,就更加没办法再就业。这是瑞典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 

     3.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搞好培训是降低失业率的关键。一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的

市场和新的岗位。瑞典政府近年来特别重视保护自然和能源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结构性失业使得

一方面失业率很高,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行业却急需大量人员。三是瑞典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较高,五年后大部

分人将退休,需要新的劳动力接替。四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在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开拓就业门路。由于这些原因,必须在培训方面下工

夫,开办转岗培训班、成年人学校, 开展转岗实习等。失业人员转岗实习的收入,一半是补贴,由国家负担；一半是工资，由企业负

担。 

     4.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条件。一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培训适用技术人才。瑞典正在实行的一个项目,是由政府与企业家协会合作,

对1万名青年进行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岗位培训。二是将劳动力从无法再就业的地区向有就业机会的地区迁移。如帮助瑞典北方的

失业人员到南方找工作,并为其提供搬家、培训的费用和安排子女的转学。三是建立计算机信息网络。我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参观了

一个职业介绍所。该所计算机与全国的就业信息系统联网,按动键盘,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全国共有10546个空位置,分为卫生、教育、

文化和信息、经济和管理、办公室业务、服务与安全、农业、计算机和技术、科技等9类,其中经济与管理有749个位置,包括高层管

理、人事管理、销售和经济计划人员等,甚至查询到具体部门,求职者可以立即知道哪里有空余的岗位。 

  5.以地方政府为主组织劳动力市场,同时将就业政策同其他经济政策相协调。瑞典40年代以前的劳动力市场是由地方政府组

织,40年代以后开始加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同时政府制定就业政策注意与其他经济政策相联系,但是后来发现有关规定越来越

多,越来越复杂,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最近这种体制又有变化,即在保留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仍以地方政府为主解决失业

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了解本地的行业有何变化,需要多少人）,并要求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因为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其他政



策有紧密的联系）。 

    6.进一步放开就业政策。一是对小企业和个体户给予优惠政策,鼓励人们自谋职业。二是放宽企业聘任和解雇人员的政策。三

是再就业培训由以数量为主、初级人员为主向以质量为主、以高新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内容的方向转变。 

    三、瑞典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再就业计划 

    瑞典劳动部部长秘书埃克里德向我提供了瑞典政府刚刚报给欧盟的再就业计划的副本。在这一计划中,瑞典政府对本世纪末和

下世纪初的再就业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1．瑞典宏观经济的好转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1997年瑞典GDP增长率为2%,预测1998年为3%,1999年为3·1%,2000

年为3·4%。从1997年开始,公开的失业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1998年2月是6.7%。据政府预测,今年就业率会增长1%,到 2000 年再增

加 3.5%；公开的失业率1999年末为5.7%,到2000年末达到4%的目标。能够完成上述指标的理由是：由于工会和老板协会的工资谈判

比较顺利,工资增加缓慢；政府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组织与管理；在宏观调控方面,财政平衡,价格稳定,通胀率

较低。 

    2.再就业的目标与原则。近期目标是公开的失业率在2000年末达到4%,长期目标是把失业率降低到1%—3%的正常水平。 

  瑞典再就业政策贯穿了五个基本原则：一是通过提供新的岗位和就业机会以及开展培训来降低失业率。二是大部分新岗位不再

是国家拨款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提供,而以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为主。三是减少社会福利不能影响学校教育系统和医院保健

系统,因为这是福利社会的核心部分。四是工会同老板协会的工资谈判必须由政府负责,保证谈判和平、顺利地进行,其结果要使双

方能够接受。五是国家财政趋于稳定和平衡,保持较低的通胀率。 

     在上述基本原则下,还制定了若干原则。一是再就业政策要体现男女平等。二是再就业是整个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要与其他经

济政策相配套。三是国家财政平衡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削弱福利社会。四是在高新技术的激烈竞争下,瑞典作为高费用国家,只

能通过高素质人才同其他国家竞争,因此必须不停顿地进行培训,才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获胜。四是要在收税和补贴上给私营企业

以优惠的同时,也要给以一定压力,使其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发展。因为从长期看,企业如果没有竞争力,再就业也没有希望。五

是政府每年对降低失业率的目标进行两次检查，并要求总结检查的指标必须量化,不能走过场。 

3.实现再就业计划的新措施。 

    第一,密切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加强知识和技术的培训。一是从1997到2000 年拨出专款,为14万没有高中毕业的成年

人开办文化补习课。二是在一些省市建立新的大专,并扩大现有大专的规模,增加的专业内容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主,扩大招生6万

名。三是对高中生毕业后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方向和方法进行咨询。 

    第二,为瑞典进入信息化社会作基础性的准备。共有三个项目:一是从1997到1999年,政府将用1.3亿瑞典克朗建设国家的计算机

网络课,由政府、老板协会和计算机公司协作支持这一项目。二是拨款1.8亿克朗，从1999到2000年在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技术课。

三是为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在岗人员开设计算机技术培训课,以促使他们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第三,从保护自然环境中创造就业机会。拨款12.5亿克朗用于节省、发展能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已拨款5.4亿)。 

   第四,帮助中小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一是平衡财政,降低利率,以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1999到2001年减少中小企业2亿

克郎的税收。三是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要求工商部门简化办理企业开业的手续,对于违反规定、需要查处的企业缩短25%的办案时

间,海关等机构也要加强对企业的服务。 

    第五,加强欧盟成员国的协调与合作。如波兰、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北部要相互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 

    第六,安排经费解决移民的就业问题。外国移民和瑞典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平等的,不能排斥外国移民就业。 

  4.瑞典1998年的再就业重点。主要有:力争将所有的失业者纳入劳动力市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新的就业政策要征求工会、老板

协会、企业家等组织的意见；扩大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规模,收税和补贴要考虑对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吸纳再就业人员有帮助；女职工

生育孩子后能更容易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政府和其他部门有同样的机会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移民和残疾人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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