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就业带来

的严重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

据正在改写我们对就业的传统看法。
●人类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结构

性矛盾，从数量上来讲可以看到岗位

和人之间的数量不足的矛盾已经不

那么严重，不是因为有人没有岗位，

更多的是人和岗位之间的匹配度不

够。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劳动力

市场，中国经济正进入到经济转型的

关键时期，新旧增长的动能在转换。

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研究劳动力

市场的形势，当前劳动力市场在逐步

变好，劳动参与率上升。2001 年、2002
年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为什么严峻？

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劳动参与率下降。
不懂统计数字怎么来的时候，看失业

率下降了觉得是好事。其实并非绝对，

当然下降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教育人

数增加，人口老龄化下降是很正常的。
现在正好相反，可以看到城镇调查失

业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原来都

在 5%以上。同时，劳动参与率开始上

升。未来老龄化的加剧和受教育程度

的增加会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而现

在劳动参与率上升了，这就说明就业

从数字上来看目前处在非常好的时

期。
看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失业率

4.8% 还认定为是充分就业有一些结

构性的因素，因为摩擦性失业导致的

失业率也不可能再低了。一个人连工

作都不换，那是不可能的，从劳动力市

场来看，中国算是比较好的。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中国的就业数量问题，从统

计数字来看，“三碰头”的时候，当时的

就业问题是数量不足的问题。就业和

宏观经济密切相关，从数量来讲，这个

数据是真实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比较平稳的形势。至于青年

就业，这个数据对应着大学生就业，我

们担心的问题也在缓解。
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中国就业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业的矛盾也

从数量不足转化为质量不高的问题，

这是基本的矛盾。今后的劳动力市场，

要解决的更多的是就业岗位怎么更优

质、更高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新

的形势下，就业面临的挑战和过去有

所不同。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挑战，新一轮产业革命对

就业带来的严重冲击 人工智能、大数

据本身正在改写我们对就业的传统看

法。过去定义就业是有一个固定岗位、
工作场所等，对应着标准的就业岗位。
现在对就业的认识，不光是我们，全世

界都要重新认识。我认为中国新一轮

产业革命当中，一些地方已经引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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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的产业革命，新的业态、新的模

式，中国都是全世界最新的，由此带来

的对就业的冲击，其他发达国家还没

有我们感觉那么明显和深刻。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有责任或者有

必要用自己的视野和语言来重新定

义。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对就业的冲击

是全方位的，而且今后经济的发展对

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创新将引领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新模

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动能。而与它相

关的就业，就是一种新形式的就业，这

样的就业可能代表了全人类社会的一

个新的就业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们要研究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对就业的

冲击到底体现在哪里。用传统的办法

测量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如果改变了

对就业的看法或定义之后，那结果就

不一样了。新的产业条件下，如何去测

量就业？这需要研究，我认为这是面临

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人类资本积累所面

临的结构性矛盾 从数量上可以看到，

岗位和人之间的数量不足的矛盾已经

不那么严重，更多的是人和岗位之间

的匹配度不够。国家在教育和人力资

源方面的投入都不小，但是我们可以

看到巨大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没有用到

真正该用的地方。大学毕业生所学非

所用占的比例非常高。培养了这么长

时间，学了这么多课，结果到工作岗位

上没有用到，像这样的人力资本从经

济上来讲是没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

需要的劳动者应具备什么素质？我们

应该提供什么素质的人力资源？这之

间的问题应怎么解决？体制机制上怎

么安排？都是我们应面对的问题。
结构性矛盾也包括区域就业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从全国来讲，总体

数字很好看，但是各个地方差别很大，

有的地区就业人员有进有出，失业率

严重；有的地区正面临一些突出的矛

盾，实际上就是就业不足的问题。目

前，区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

突出。
第三个挑战，从宏观经济形势来

看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正进入到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带

来就业转型 从这两年来看，很多经济

学家特别担心“硬着陆”问题，所谓“硬

着陆”就是传统经济模式结束了，新的

模式没有找到，就突然“撞墙”。现在来

看，产业转型升级正在有条不紊的进

行当中。去年做了一个研究，测算了一

下中国新经济和新就业占中国经济的

比重，创新经济的定义是新产品、新服

务和新模式，占 GDP 的比重快速提

高，从 2007 年到现在提高了将近一

倍，现在这种新经济占中国 GDP 的比

重经测算大概是占 20%左右，当然这

里面新模式占的比重比新产品要高，

更多体现在业态的融合。新经济带来

的就业大概是 9%到 16%，就是总体

的就业。新经济的增长要比传统经济

快，传统经济属于下降的通道，新经济

处于上升的通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

能，传统的动能还占到 80% ，新动能

是 20% ，但是新动能增加的速度很

快。GDP 现在 6.8%、6.9%这个水平的

区间，今后更多会转移到新经济，新的

模式所支撑的经济形态来支撑经济增

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表现，如果没

有一个特别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从

就业市场来讲，也是能够相匹配的，那

是因为现在劳动力供给发生了根本变

化。过去农民工年代主要靠农民工，或

者说传统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劳动力

队伍基本上是靠农民工。现在新经济

是靠大学生，新经济的劳动力当中，大

学学历以上的已经超过一半，这就是

支撑我们新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的基

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意味着

中国经济转型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

要转型。过去靠制造业、代工，现在劳

动力不干这些事了。中国的劳动力都

是大学以上的毕业生，与他们相适应

的是创新、互联网网络这样的新业态、
新模式所带来的就业。所以二者之间

的匹配已经进入到转型升级的阶段，

这是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
综合这些挑战总体来看，就业矛

盾已经成为核心问题，就是就业数量

问题转变为质量问题。如何提高就业

质量？提高就业质量的核心是怎么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是怎么能够

让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

发展阶段对应的就业就是高质量就

业，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度量高质量就

业？有一份固定工作，有工资，有社保，

有工作场所，有雇主就是高质量就业？

从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冲击来看，

也不见得能够概括。
我认为，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应该是高质量就业的内涵：第一，收入

要体面，不管干什么工作，应该有一份

和产能效率相对应的收入。第二，工作

要有稳定性，不能说今天干了，明天就

没有了。第三，通过工作带来快乐和幸

福感，这个工作意味着不仅仅是为了

谋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时候是质量提升的问

题，不再是为了温饱。高质量就业岗位

一定能够给就业者带来一定的满足感

和幸福感，今后应该追求这样的工作

岗位。
总体来讲，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和我们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发生的变

化是相一致的，应该在可预见的时期，

还是能够持续增长。从就业的角度来

讲，我们应以高质量的就业为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奠定基础。 JY
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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