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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就业形势 防范失业风险
◎ 文／蔡昉

？ 当前我国经济已不再能够维持两位数增长 ，周期性失业者尽快实现再就业 。 相反 ， 采取

但由于 目前的增长速度并未低于由要素供给和传统政策思路剌激经济增长速度 ， 反而会积

生产率所决定的潜在增长能力 ’
各种要素得到累更大的失业风险 。

了充分利用 ， 因此 ， 就业压力并没有比以往增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

大 。 据调査 ， 我国失业率在 5
．

1％左右
， 登记失意在使企业融资更容易 ， 达到扩大投资的效

业率在 4
．

1 ％左右 ， 许多地方甚至还顏
“

招工果。 第
一

，
如果企业有投资意愿 ’ 恰好借此

难
”

的情况。 劳动力供给不足将越来越严峻 。增加投资从而扩大经济活动 。 但是 ， 过度刺

数据显示 ， 农村 1 6岁 （ 大约初中毕业 ） 至 1 9岁激会使企业扩大投资仅仅为了获得融资中包

（ 大约高中毕业 ） 的人口总量 （ 即将成长为新含的补贴 ，
结果可能导致加大产能过剩 。 第

农民工 ） 已于 2 0 1 4年达到峰值
，
此后将逐年减二

，
按照政策导向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 ，

往

少 。 因此积极就业政策的重点和实施方式 ，
需往更关注融资成本而不关心投资回报率和回

要根据总量矛盾缓解 、 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新特收期 ， 容易成为过度供给的领域 。 第三 ，
剌

点作出调整 。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
，
政激政策会造成流动性外溢 ， 在各种投机性投

策只要着眼于促进增长并且保持合理的就业弹资活动 （ 如房地产 ） 中滋生经济泡沫 。

性 ， 就能创造出必要的岗位吸纳新成长和剩余经济刺激政策达到
一定强度后 ， 受教

劳动力 。 而在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的情况下 ，育程度不高 、 技能不足的劳动者便会被大量

这个促进就业的政策模式则可能不再有效 。吸纳到具有潜在产能过剩和泡沫的行业中 ，

2 0 1 1年以来 ， 随着 1 5－ 5 9岁劳动年龄人 口随后两个先后继起并互相强化的事件便会发

逐年减少 ，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
加之有利于高生

，
后果贻害无穷 。

一

是青少年完成义务教

速增长的因素或消失或式微 ， 使潜在增长率必育 （ 甚至从初中辍学 ） 后便匆忙进入劳动力

然降低。 这时 ，
只要保持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市场

；
二是经济泡沫一旦破灭 ，

由于其人力

潜在增长率 ， 就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 当资本不足 、 适应技能要求的能力不足 ，
这些

然 ， 现实中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与此相关的青劳动者首先遭遇周期性失业 ，
进而陷入长期

年就业问题 ， 以及企业转产后职工转岗难和与的结构性失业。

此相关的就业困难群体问题仍然存在 ， 只有正避免这种局面最重要的不是实施刺激政

确区分两种失业类型才能合理施策 。 面对新成策 ， 而是保持必要水平的 自然失业率 ， 以提

长劳动力的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的潜在供新成长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激励 ，
增

结构性失业风险 ， 以及经济增长减速淘汰掉的强其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 ； 同时借助社

部分落后产能 ， 导致劳动者周期性地失去原有会保障的托底作用 ， 允许劳动力市场小幅波

的就业岗位风险 ， 应对之策就是通过教育和培动 ， 防范大规模失业风险的积累 。

训解决结构性失业 ’ 通过社会保障托底并帮助（ 作者 系 ｔ 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