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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宏观数据的视角， 建立了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

赋权， 并根据权重和历年的标准化得分， 计算了辽宁省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就业质量指数。 发现：
劳动报酬、 就业能力、 劳动关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大； 辽宁省总体的就业指数不高； 辽宁

省的就业质量指数经历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两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和 ２００７ 年的

快速下跌， ２０１２ 年辽宁省就业质量指数为最高。 要提高辽宁省的总体的就业质量指数， 需

增加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建立劳动者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 促进失业者的及时再就业， 减

少劳资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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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中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宏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有企业被

迫开始了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改革， 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失业， 中国政府在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实施了消极

的就业政策［１ － ２］。 与此同时， 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了扩大招生的政策， 大学毕业生数量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４
万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２７ 万。 大学生的供给数量不断增加， 在需求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 导致了供

求结构的失衡。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出现， 并日益严峻［３ － ５］。 此外，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

不断解放， 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达 ２６８９４ 万，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

占 ４６ ６％ ， 如何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伴随而来的城市融入问题变得十分迫切［６ － ７］。 在此背景下，
我国政府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 实施了扩大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 通过职业培训、 岗位创造、 中小企业扶

持、 公共就业服务、 政府公益性岗位的购买、 残疾人就业保障等措施，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２］。 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维持在 ４ １％左右①。
然而， 在就业数量稳步增加的同时， 就业质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性别

歧视更加严重［８］； 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二元分割， 拥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在社会保障等待遇方

面依然优于农村劳动者［９］； 非正规化就业现象严重、 初次收入分配问题严重扭曲［１０］； 劳动关系领域

问题突出， 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量增加， ２００２ 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为 １８４１１６ 件， ２０１２ 年增加为

６４１２０２ 件②， “格兰仕员工打砸工厂”、 “广东裕元鞋厂罢工” 等罢工事件数量的增加和影响范围的扩

大③， 充分说明我国就业质量问题突出。 宏观数据表明， 我国就业质量总体水平不高， 就业质量指数

偏低， 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别明显［１１ － １２］。 我国的就业质量亟待提高， 在 “２００４ 年中国就业论坛” 上，
中国政府首次把提高就业质量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

就业。 因此，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成为我国就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提高劳动者就

业质量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就业质量的提高， 一方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 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另一方面也可以减

少劳资纠纷、 缓解社会矛盾。 提高就业质量的前提是建立适用可行、 涵盖全面的就业质量的评价体

系， 并在此基础上对就业质量的现状进行有效评价。 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另辟蹊径， 借鉴信息学

“熵” 的概念， 运用熵权法， 基于宏观数据的视角， 构造了就业质量评价指数， 对在产业结构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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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根据历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所得。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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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型升级中具有代表性的辽宁省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 提出了相关政策

建议。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文献对就业质量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就业质量的含义及其演进、 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及

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就业质量评价三个方面。
在就业质量的内涵方面， 国外的研究是基于时间的脉络， 从微观、 中观、 宏观的视角逐渐扩展

的。 在微观视角， 早期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就业质量是指劳动者与物质资料的最优组合及最大产出，
工作的效率、 职位的匹配和刺激性的工作报酬是就业质量的最主要的体现［１３］。 后来的一些学者发现，
这种单纯地把劳动者作为一种可物质激励的生产工具的行为， 不但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还易引起

劳动者的反抗［１４ － １５］。 继而， 他们把就业质量扩展为良好的工作环境、 合适的工作时间、 温馨的工作

氛围以及心理满足的需要， 并重视物质之外的精神激励在提高工作效率中所起到的作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 随着 “职工参与管理” 活动的兴起， 就业质量在微观上进一步扩展为参与企业管理和自

我管理、 定期的修养和休假制度、 必要的劳动保障和劳动保护。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 ＩＳＳＰ） １９９７ 年

通过对 ＯＥＣＤ １９ 个成员国 １３７２７ 个就业者的调查发现， 工资水平、 工作时间、 工作前途、 工作难易

程度、 工作满意度、 团队协作是工作质量中不可缺少的六个维度［１６］。 在中观视角， 就业质量主要指

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它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及匹配状况、 公共就业服务， 以及失业保险的保

障作用等。 随着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的不断拓展，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人力资本投资也被纳入中观研

究的范围［１７ － １８］。 ２０００ 年， 欧盟理事会提出了工作质量的概念， 它既包括单个的工作的特点， 也包括

整个的工作环境的内容， 测量劳动力市场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作用， 从而更好地协调劳动力在劳动

力市场上的流动［１９］。 在宏观视角， 戴蒙特 （Ｄｅｌａｍｏｔｔｅ） 和竹泽 （Ｔａｋｅｚｅｗａ） 提出了 “工作生活质

量” 的概念［２０］， 此后卡尔拉 （Ｋａｌｒａ） 和固什 （Ｇｈｏｓｈ） 对工作生活质量进行了包括绩优升迁、 福利

报酬等 １５ 个层面的划分［２１］。 此后又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四个大的层面： 生存、 自尊、 自我实现和社会

的需要［２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资本流动性的加快， 世界范围内的就业模式和劳动关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 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国际劳工组织于 １９９９ 年提出了包含可获得性、 自由、 生

产性、 公平、 安定和人格尊严六个方面的体面劳动的概念， 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劳动的过程中人的因

素［２３］， 体面劳动的程度决定了就业质量的高低。 ２００３ 年， 欧盟把改善工作质量作为新欧洲的三个战

略目标之一， 这时候的就业质量包括岗位的特点、 劳动者的特点， 以及岗位和劳动者的匹配情况， 还

包括就业者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 国内关于就业质量内涵的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文献较少， 既有的研

究注重基于我国的国情， 建立符合我国文化的就业质量内涵。 刘素华对就业质量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定

义， 她认为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

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 在微观层面， 是指与劳动者个人工作状况相关的要素； 在宏观层面， 指在某个

范围之内整个地区的就业状况的优劣程度［２４］。 李军峰对高质量的就业与体面劳动做了比较分析， 认

为高质量的就业应该是非强迫的、 机会均等的、 安全的以及有尊严的［２５］。 程蹊、 尹宁波则把就业质

量分为劳动生产环境、 就业者的生产效率和经济生活， 综合了就业质量的宏观和微观内涵［２６］。 可见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质量的定义是基于狭义和广义之分的， 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广义概念的研究。
在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方面， 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指标的考查到多维度指标扩展的过

程。 尽管大多数国外的研究者认为高质量的就业应该包括工资、 工作状况、 工作安全、 平等和晋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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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但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 趋于用工资水平或者工作安全来评价就业质量的高低［２７］， 只有一少

部分研究者拓展了就业质量的指标［２８］。 新加坡财政当局发表的 《新加坡就业质量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６）》
一文中利用工资来衡量就业群体的特点及就业人数和质量［２９］； 理查德 （Ｒｃｈａｒｄ） 和斯隆 （Ｓｌｏａｎｅ）
运用英国家庭面板数据， 通过考察职业与非职业类工人的满意度对英国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衡量［３０］。
比特森 （Ｂｅａｔｓｏｎ） 通过反映劳动、 回报关系的经济契约内容和反映雇主、 雇员关系的心理契约内容，
用薪酬福利、 工作时间、 工作与生活平衡、 工作保障和发展机会等外部特征和包含工作内容、 工作强

度、 工伤疾病危害以及同事上级关系等内部特征等来衡量就业质量［３１］。 莫顿 （Ｍｏｒｔｏｎ） 运用 １０ 个指

标对加纳的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就业质量展开了研究， 这些指标分别是工作安全和健康、 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 劳资关系和结社自由、 工作稳定性、 童工问题、 薪酬、 工作条件、 就业平等、 工作流动性、
社会保障［３２］。 相对于就业质量含义的研究， 国内对就业质量指标的研究较为丰富。 从研究对象看，
以对大学生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居多［３３ － ３５］； 有对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３６ － ３７］； 又有从宏观

层面就业质量的测度［１１ － １２］； 还有基于性别比较的研究［３８ － ４０］。 从研究方法看， 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

法［１１］、 层次分析法［３３ － ３４］、 线性函数加权法［１２，３９］。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大多源于国际劳

工组织体面劳动的概念， 立足我国的国情做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但是在这些指标扩展之前， 很少有基

于劳动者层面微观自我认知的调查， 另外仍然不够全面。 就业质量指标各部分的赋权方面， 不够

科学。
国外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 理论体系较为完备。 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 虽然研究内涵逐渐

扩展和丰富， 指标构建方法不断完善， 实际评价运用逐渐增多， 但是在就业质量的概念上并不统一，
不同的研究者选取的评价指标还有很大的差异， 单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的研究较多， 针对典型区域的就

业质量评价的研究还很缺乏。

三、 指标选取和计算方法

１ 指标的选取

对就业质量的测度， 国内学者大都借鉴国外的体面劳动的概念， 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标体

系。 由于选取的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的不同， 又受到研究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 建立覆盖全面的评价

指标体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那样， 体面劳动只是给全球各国的相关政策

和研究提供借鉴，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就业质量有所差异， 对就业质量的衡量也有所不同［２３］。 本文

综合了国际劳工组织 “体面劳动” 的量化指标［２３］、 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指标体系［４１］和欧盟理事会就

业质量定义［１９］， 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赖德胜等［１１］、 刘素华［４２］ 所建立的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的

完备性、 数据的可得性、 可度量性、 针对性等特点， 对部分指标进行了删减和修改， 建立了 ５ 个一级

指标、 １８ 个二级指标、 ４９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那些数值越大就业质量明显越好的指标， 记为正

向指标， 在指标后面添加 “ ＋ ” 表示； 反之， 则记为负向指标， 在指标后面添加 “ － ” 表示。 具体

的见表 １。
２ 计算方法

对于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数的测算， 关键在于客观、 有效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源于信息理

论 “熵” 的概念， 根据各指标传递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相对于主观赋予权重的方法，
精度更高， 客观性更强。 本文运用熵权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还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为因素对指标取

值的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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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选取的各项指标及计算所得指标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熵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熵权

就业状况 工作与家庭 每周超时工作时间 － ０ ９９４１８４ ０ １５２７７６ ０ ００５８７７ ０ ００５８７７
就业机会 劳动参与率 ＋ ０ ９９９６２１ ０ ０１３８１６ ０ ０００３８３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０ ９８７７６７ ０ ０１２３６２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 ０ ９９９１６５ ０ ０００８４４
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 ０ ９９９７７５ ０ ０００２２７

就业结构 城镇就业人口比例 ＋ ０ ９９９６９８ ０ ００１４５８ ０ ０００３０５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 ０ ９９９１５２ ０ ０００８５７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 ０ ９９９７０８ ０ ０００２９５

就业效率 失业人员成功再就业率 ＋ ０ ９９２４２６ ０ ００７６５４ ０ ００７６５４
就业稳定性 单位职工占比 ＋ ０ ９９９３９２ ０ ０００６１５ ０ ０００６１５
就业公平 单位女性员工数目占比 ＋ ０ ９９９７８８ ０ ０９６５５４ ０ ０００２１５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 － ０ ９６５９１９ ０ ０３４４４０
行业工资收入差距 － ０ ９６２１５８ ０ ０３８２４１
所有制工资收入差距 － ０ ９７６５８８ ０ ０２３６５８

就业安全 职业病发生率 － ０ ９７９４５３ ０ ０２６８０３ ０ ０２０７６４
工伤事故发生率 － ０ ９９４０２４ ０ ００６０３９

劳动报酬 就业报酬 职工平均工资 ＋ ０ ９５９６８２ ０ ２５１２０３ ０ ０８６５６６ ０ ０４０７４３
工资增长速度 ＋ ０ ９９９８７６ ０ ０００１２６
工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０ ９９９０５２ ０ ０００９５８
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 ０ ９９６２６７ ０ ００３７７２
制造业平均劳动报酬 ＋ ０ ９５９４６１ ０ ０４０９６７

社会保险 平均社保参保比例 ＋ ０ ９９６４００ ０ ０７７４６８ ０ ００３６３８
历年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 ０ ９３０４７０ ０ ０７０２６３
离退休金水平占平均工资比重 ＋ ０ ９９６４７０ ０ ００３５６７

社会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比重 ＋ ０ ９７３９５２ ０ ０８７１６９ ０ ０２６３２３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 ＋ ０ ９４９５３４ ０ ０５０９９８
养老保险覆盖率 ＋ ０ ９９０２５５ ０ ００９８４８

劳动关系 工会建设 工会参与率 ＋ ０ ９６６１５１ ０ １０１４０８ ０ １０１４０８ ０ ０３４２０５
工会调解成功率 ＋ ０ ９４２２２５ ０ ０５８３８４
私有企业工会占比 ＋ ０ ９９１２７４ ０ ００８８１８

劳资关系 人均劳动争议发生率 － ０ ９６６４３１ ０ ０９２９２５ ０ ０３３９２３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数占比 － ０ ９６１１５７ ０ ０３９２５２
劳动争议结案率 ＋ ０ ９９８７５０ ０ ００１２６４
通过调节仲裁方式结案比率 ＋ ０ ９８６２６２ ０ ０１３８８３
通过仲裁裁决方式结案比率 － ０ ９９５４４５ ０ ００４６０３

就业能力 教育发展水平 就业人员专科以上学历比例 ＋ ０ ９８９１４２ ０ ２１５３３８ ０ ０９３７５８ ０ ０１０９７３
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 ＋ ０ ９１８０７８ ０ ０８２７８５

培训 技工学校毕业人数 ＋ ０ ９８３６８３ ０ １２１５８１ ０ ０１６４８８
就业训练中心个数 ＋ ０ ９９２５８１ ０ ００７４９７
民办培训机构年培训人数 ＋ ０ ９６９５２１ ０ ０３０８００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 ０ ９３３９０１ ０ ０６６７９５

就业环境 经济发展与就业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 ０ ９４６２５０ ０ １８６３５０ ０ ０５４７５８ ０ ０５４３１７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０ ９９９５６３ ０ ０００４４１

职业介绍 职业介绍平均指导人数 ＋ ０ ９９０４２０ ０ １０９７８５ ０ ００９６８１
职业介绍机构平均服务效率 ＋ ０ ９９０４１５ ０ ００９６８６
长期失业者占比 － ０ ９１０５２５ ０ ０９０４１８

劳动力市场分割 城乡就业人口比例 － ０ ９９８８７２ ０ ００１１３９ ０ ００１１３９
劳动力供需 劳动力需求与供应比例 ＋ ０ ９７９７７５ ０ ０２０６６７ ０ ０２０４３８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０ ９９９７７３ ０ ０００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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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选取的指标， 一部分是与就业质量指数正相关， 另外一部分与就业质量指数负相关， 为了消

除符号的不同对于计算的影响， 同时为了消除各项指标由于量纲不同对于计算的影响， 我们首先运用

线性函数对所观测指标值进行处理。 设 ｐｉｊ 为第 ｉ个指标、 第 ｊ年的原始统计数据 （ ｉ ＝ １，２，…，ｍ ； ｊ ＝
１，２，…，ｎ ）， 打分处理完的值为 ｑｉｊ 。 对正向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打分处理：

ｑｉｊ ＝
ｐｉｊ － ｍｉｎ

（１≤ｊ≤ｎ）
（ｐｉｊ）

ｍａｘ
１≤ｊ≤ｎ

（ｐｉｊ） － ｍｉｎ
１≤ｊ≤ｎ

（ｐｉｊ）
　 （ ｉ ＝ １，２，…，ｍ） （１）

　 　 对负向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打分处理：

ｑｉｊ ＝
ｍａｘ
１≤ｊ≤ｎ

（ｐｉｊ） － ｐｉｊ

ｍａｘ
１≤ｊ≤ｎ

（ｐｉｊ） － ｍｉｎ
１≤ｊ≤ｎ

（ｐｉｊ）
　 （ ｉ ＝ １，２，…，ｍ） （２）

　 　 其次， 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 设 ｆｉｊ 为第 ｉ 个评价指标第 ｊ 年的特征比重， ｅｉ 为第 ｉ 个评价指标的熵

值， 则有：

ｆｉｊ ＝
ｐｉｊ

∑
ｎ

ｉ ＝ １
ｐｉｊ

（３）

ｅｉ ＝ － １
ｌｎｎ∑

ｎ

ｉ ＝ １
ｆｉｊ ｌｎｆｉｊ （４）

　 　 设 ωｉ 为第 ｉ 个指标的熵权， 则

ωｉ ＝
１ － ｅｉ

∑
ｍ

ｉ ＝ １
（１ － ｅｉ）

（５）

　 　 最后计算第 ｊ 个评价年份的总得分：

ｓ ｊ ＝ ∑
ｍ

ｉ ＝ １
ωｉｑｉｊ × １００

（６）

　 　 四、 实证计算结果

本文所测算的是宏观层面的就业质量的变化， 故采用的数据为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出版数据， 主

要包括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辽宁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部分指标值是根据年鉴数据进行加权计算所得。 首先运用以上原始数据和公式 （３）、 公式 （４） 求得

各三级指标的熵值和熵权； 其次， 对各相应的三级指标加总， 得到各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的权重； 最

后， 利用公式 （１）、 （２） 和 （６） 计算各规范化得分和各二级指标的乘积加总之和。
１ 指标权重的总体状况

运用上述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各一、 二、 三级指标的权重， 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 我们所选取

的指标的值均大于 ９１％ ， 说明我们所选取的指标包含了绝大部分的原始信息。 三级指标权重值占

前五位的分别是长期失业者占比 （０ ０９０４１８）、 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 （０ ０８２７８５）、 历年城镇职

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０ ０７０２６３）、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０ ０６６７９５）、 工会调解成功率 （０ ０５８３８４），
指标权重值居于后五位的分别是工资增长速度 （０ ０００１２６）、 单位女性员工占比 （０ ０００２１５）、 城

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０ ０００２２７）、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０ ０００２３０）、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０ ０００２９５）。 前五位的指标权重之和占 ４９ 项三级指标总权重的比例约为 ３６ ８７％ ， 而后五位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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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权重仅占 ０ １１％ ， 可见就业质量评价的不同指标权重差别较大。 各项指标的具体排名情况见

表 ２。

表 ２　 三级指标权重排名情况一览表

名次 指标名称 名次 指标名称 名次 指标名称

１ 长期失业者占比 １８ 职业病发生率 ３５ 离退休金水平占平均工资比重

２ 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 １９ 劳动力需求与供应比例 ３６ 劳动争议结案率

３ 历年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２０ 技工学校毕业人数 ３７ 城乡就业人口比例

４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２１ 通过调节仲裁方式结案比率 ３８ 工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５ 工会调解成功率 ２２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９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６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２３ 就业人员专科以上学历比例 ４０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７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 ２４ 养老保险覆盖率 ４１ 单位职工占比

８ 制造业平均劳动报酬 ２５ 职业介绍机构平均服务效率 ４２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９ 职工平均工资 ２６ 职业介绍平均指导人数 ４３ 劳动参与率

１０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数占比 ２７ 私有企业工会占比 ４４ 城镇就业人口比例

１１ 行业工资收入差距 ２８ 失业人员成功再就业率 ４５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１２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 ２９ 就业训练中心个数 ４６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１３ 工会参与率 ３０ 工伤事故发生率 ４７ 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１４ 人均劳动争议发生率 ３１ 每周超时工作时间 ４８ 单位女性员工数目占比

１５ 民办培训机构年培训人数 ３２ 通过仲裁裁决方式结案比率 ４９ 工资增长速度

１６ 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比重 ３３ 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１７ 所有制工资收入差距 ３４ 平均社保参保比例

图 １　 各二级指标权重大小

通过对各相应包含的三级指

标加总， 可以得到各二级指标的

权重， 权重大小见表 １， 二级指标

的大小更为直观的排序见图 １。 在

各项二级指标中， 培训所占权重

最大， 所占权重比为 ０ １２１５８１；
居于第二位的为职业介绍， 比重

为 ０ １０９７８５； 而 工 会 建 设 以

０ １０１４０８ 的权重值占据第三位，
以上三项指标的权重值都超过了 １０％ 。 从第四位的就业公平到第九位的社会保险， 指标权重值依次

微弱递减。 而从权重值第十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开始， 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下降幅度变大。 就业

稳定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 就业结构三项指标的权重值占据指标权重的后三位。
最后， 五项一级指标中， 占比最大的是劳动报酬， 比值为 ０ ２５１２０３； 权重大小排第二、 三位的

为就业能力和劳动关系， 比值分别为 ０ ２１５３３８ 和 ０ １９４３３３； 排名第四、 五的为就业环境和就业状况，
数值分别为 ０ １８６３５０ 和 ０ １５２７７６。 从对各一级指标的分解来看， 劳动报酬包含就 业 报 酬

（０ ０８６５６６）、 社会保险 （０ ０７７４６８） 和社会保障 （０ ０８７１６９） 三个二级指标， 其分别占据二级指标

的第七、 八、 九位， 三项指标的均匀分布使得劳动报酬的权重值大大增加。 而就业能力指标包括培训

（０ １２１５８１） 和教育发展水平 （０ ０９３７５８） 两项具有较大权重的指标， 故其综合权重排名为第二位。
就业状况包含就业公平 （０ ０９６５５４）、 就业安全 （０ ０２６８３０）、 工作与家庭 （０ ００５８７７）、 就业机会

（０ ０１３８１６）、 就业结构 （０ ００１４５８）、 就业效率 （０ ００７６５４）、 就业稳定性 （０ ０００６１５） 七项二级指

标， 指标的数目增加了其总体的权重。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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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指标的年度得分情况

运用公式计算， 得到辽宁省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以及五项一级指标历年的得分情

况， 见表 ３。

表 ３　 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及就业质量指数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份 就业状况 劳动报酬 劳动关系 就业能力 就业环境 就业质量

２００１ １４ ５５９９ ３ ０５１９ １２ ３０２８ ３ ２７３０ ０ ７６７９ ３３ ９５５５
２００２ １１ ４９８２ ３ ７５７４ １１ ４７０３ ５ ３３５８ ２ ８９１３ ３４ ９５２９
２００３ ９ ６０１７ ４ ９５９５ ６ ５０８６ １ ８４７６ １１ ４４７７ ３４ ３６５１
２００４ ９ ４３７２ ６ ２７７９ １０ ８７２５ ３ １１６５ １１ １６５５ ４０ ８６９８
２００５ １０ ０１３２ １２ ９３５０ ７ ９０３５ ８ ５８９８ １１ ７０８５ 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６ ９ ２１８２ ８ ９１９９ １２ ５３８１ １０ ４３３９ １０ ７３０３ ５１ ８４０４
２００７ ８ ７４９０ ９ ７３３４ ８ ０６４３ ８ ６７９６ ５ ８４１７ ４１ ０６８０
２００８ ８ ０４８０ １３ ９０６６ ８ ４５５３ １２ ９６３３ ８ ０５５３ ５１ ４２８６
２００９ ７ ２９９７ １０ ６００４ １０ ７５９２ １４ ６７１０ ８ ９２０９ ５２ ２５１２
２０１０ ５ ９４５９ １４ ０３５６ １０ ５６３０ １６ ４６３２ ９ ２３７８ ５６ ２４５６
２０１１ ４ ４５７４ １７ ７２５２ ２３ ５２８１ １０ ０７９７ １１ ３５２３ ６７ １４２７
２０１２ ２ ３８０６ １８ ０１７４ ２０ ７６４３ １７ ３６１７ １４ ２１４３ ７２ ７３８３

由表 ３ 可知： 首先， 辽宁省就业质量总体情况。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２ 年间， 除 ２０１２ 年辽宁省的就

业质量指数为 ７２ ７４， ２０１１ 年指数为 ６７ １４ 之外， 其余年份的就业质量指数均未超过 ６０。 这与指数标

准的最高值 １００ 相比差距较大， 辽宁省总体的就业质量指数不高。
其次， 辽宁省的就业质量指数的趋势。 除个别年份下降外， 辽宁省就业质量指数总体呈上升趋

势， 经历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的缓慢增长， ２００３ 年就业质量指数稍有下降。 而这是由于劳动关系和就业

能力得分在本年度大幅度下降所致。 查找原始数据发现： ２００３ 年， 辽宁省的私有企业工会数目占比

和该年度技工学校的毕业学生人数为十二年来最低。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就业质量指数快速增长， 而在

２００７ 年， 就业质量指数大幅度下降， 为相近时期的最低值， 而后经历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的又一快速增

长时期， 至 ２０１２ 年就业质量指数达到最高值。 相比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就业质量指数大幅度下降是由

劳动关系、 就业能力、 就业环境的得分值大大下降导致的。 而在 ２００８ 年， 这三项指标的得分快速增

长， 这也使得 ２００８ 年的就业质量指数迅速增长。 从二级指标看， 指标权重分别占前两位的培训和职

业介绍的得分， 相比相邻年份大幅度下降， 是 ２００７ 年就业质量指数偏低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间， 就业环境逐渐改善、 就业报酬不断提高， 随着各项劳动法规的监管的加强， 劳资纠纷有所减少，
就业质量指数平稳增加。

最后， 一级指标得分情况。 劳动报酬的得分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是和辽宁省近年来大力增加

各项社会保险覆盖率，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合理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分不开的。 而劳动关系的得分

变化并没有固定的趋势， 总体上呈波动状， 这说明我国劳动关系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须解决。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对于技术型工人的需求增加， 职业培训学校和职业技能受训人数增加， 技

术型工人的就业能力增加； 再加上我国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不断提高， 就业能力的指标的总体得

分呈历年上升的趋势。
然而就业状况的得分值呈现逐年递减， 其所含的各项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以看

出， 由于二级指标就业公平所占权重较大， 其得分值远远大于其他各项二级指标。 就业公平得分值的

快速递减直接导致了就业状况得分逐年递减。 行业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所有制收入差距逐年扩

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并加剧了就业的不公平。 就业机会的得分值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４ 年一直是递减的，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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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０４ 年为最小值， 此后一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就业结构得分值自 ２００５ 年之后， 一直稳步增长，
可见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就业结构的调整也初见成效。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对就业稳定性的

单一衡量指标为单位员工占比， 其得分值逐年下降。 这一方面说明辽宁省的就业市场更为灵活， 就业

渠道更为多样化，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辽宁省的就业稳定性不高。 就业安全、 就业效率并没有表现出明

显一致的增长或下降趋势， 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就业安全情况依然严峻， 就业效率依然有待提高。 工作

与家庭的衡量指标为每周的超时工作时间数， 由表 ４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居于第一、 二位，
可见这与当时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表 ４　 就业状况二级指标得分情况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份 工作与家庭 就业机会 就业结构 就业效率 就业稳定性 就业公平 就业安全

２００１ ０ ５３２５９７３９４ １ ３１９６６８２７ ０ ０３０５１２ ０ ２８３０６５ ０ ０６１４５９９３５ ９ ６５２３２３ ２ ６８０２８８
２００２ ０ ４７７５０１１１２ ０ ０６１２０１８３ ０ ０４０３３６ ０ ００３０４３ ０ ０５２１９６１９４ ８ ７６５９６６ ２ ０９７９９３
２００３ ０ ４４０７７０２５７ ０ ０４６３６８５１ ０ ０３３６４９ ０ ０ ０５０４５０１９５ ７ ６１３５９３ １ ４１６８６３
２００４ ０ ４２２４０４８２９ ０ ０１７４７５８２ ０ ０５２５６３ ０ １３２７５１ ０ ０４５４８７８８ ７ ０８３４３１ １ ６８３１３２
２００５ ０ ０ ３９２７９５０９ ０ ０２１２５９ ０ ７６５４１４ ０ ６ ８４３１５６ １ ９９０５３７
２００６ ０ ０９１８２７１３７ ０ ５８１０８１８２ ０ ０４２６４１ ０ ３４３６８３ ０ ０４９６２３１４２ ６ １７７８４５ １ ９３１５０９
２００７ ０ ４２２４０４８２９ ０ ８９２７５１９９ ０ ０６１７３３ ０ ４５９４１３ ０ ０３３１７３９９０ ４ ８９１７２６ １ ９８７７９３
２００８ ０ ５８７６９３６７６ １ ０２７３５７９６ ０ ０７０２１０ ０ ３２９７００ ０ １１０２７３６４９ ３ ５２２３８２ ２ ４００４０１
２００９ ０ ５６９３２８２４８ １ ０６３９２６８７ ０ ０９４９２８ ０ ４４８８２６ ０ ０５２１９６１９４ ２ ７３８４４１ ２ ３３２０９７
２０１０ ０ １４６９２３４１９ １ ０７４２６５２９ ０ ０９３６６７ ０ ４０２９３５ ０ ０１９１１４０９９ １ ７８９７９１ ２ ４１９２２９
２０１１ ０ ２９３８４６８３８ １ １２６３８９９７ ０ ０９８９９９ ０ ４４０１７１ ０ ０５６２３９５６１ ０ ９０９５１１ １ ５３２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０ ２７５４８１４１ １ １８８９０１７６ ０ １２６３９３ ０ ４４２２６９ ０ ０３６３９０３０４ ０ ０１９０８５ ０ ２９２０５８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为基础， 运用熵权法对在就业结构转型过程中， 具有典型特征的

辽宁省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 发现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辽宁省总体就业质量指数在增加， 但又具有不同的

增长速度和增长特点。 此外， 不同的指标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

量须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一， 劳动报酬在就业质量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 权重值为 ０ ２５１３。 劳动报酬水平的上升， 能

大大提高我国的就业质量指数。 组成劳动报酬的二级指标就业报酬、 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权重差异很

小。 因此， 提高就业质量， 一方面要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 完善职工工资长效增长的法律机制， 增加

职工工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 另一方面， 要增加社会保障水平，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 切实提高社

会保障的公平性， 提高城镇企业人员、 农民工群体的养老金水平，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提高就业心

理安全感， 促进整体的就业质量水平的提高。
第二， 就业能力权重占比为 ０ ２１５３， 居于一级指标中的第二位。 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教育发展

水平和培训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０ ０９３８ 和 ０ １２１６。 由此可知， 增加对教育和培训这两种主要的人力资

本投资方式的投入， 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整体的就业质量水平。 首先， 进一步加大教育和培训经费的

支出， 尤其是增加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能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

就业能力。 其次， 加强对劳动者正规教育之外的职业技能的培训， 增加对技能培训机构的财政补贴，
完善培训资金在国有和民办培训机构中的分配体系。

第三， 劳动关系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占比为 ０ １０１４。 工会建设和劳资关系

权重基本相等。 通过工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发挥工会在参与企业管理、 劳资纠纷解决和维护工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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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中的重要作用。 探索工会独立发挥职能的体制建设， 使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中更有话语权， 有

效提高企业工人的就业质量。 加大对劳动法律、 法规的实施力度， 充分发挥法律的监管和保障作用，
更好地从源头上减少劳资纠纷， 维护工人的利益。

第四， 就业公平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权重较大，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 查找原始数据发现， 就

业公平得分一直在恶化， 主要表现为基于行业、 城乡、 区域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就业公平不但对劳

动者的就业积极性有重要的影响， 长期的就业不公平还会引发社会问题。 国家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遏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过快增长，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
第五， 长期失业者的比重在三级指标中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最大。 失业期限过长， 不但使失业者的

生活失去保障， 影响他们的再就业的信心， 同时使得自身的就业技能顺速折旧， 再就业变得困难。 完

善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的及时发布机制， 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和障碍， 建立高效的劳动力就业服务

体系， 使失业者能够及时的再就业， 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又一必然选择。
由于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遵循了数据可得的原则和宏观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缺憾性， 一些必要的指

标可能未被纳入指标体系。 另外， 就业者对就业质量的微观感知也十分重要。 以上两点， 正是笔者后

续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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