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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业”关键在于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 
 

    从疫情的发生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从国际上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虽然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果，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没有消除，我国经济还没有完全

回到正轨上。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我们所受到的冲击性失业正在慢慢变成结构性失业，这种结构

性失业是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密切相关的，这次疫情过后，我们经济发展、结构转变都会经历比

较大的阵痛。在“六保”当中把“保就业”放在第一位是很必要的，因为从“六稳”到“六保”，

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保住基本的民生。 

    这次疫情之后，国内外需求会受到明显的冲击，很多依赖外部需求的外向型经济体受本次疫

情影响明显，即使疫情退去，外部需求能否恢复尚存疑问。我们的外部需求结构也可能发生根本

性变化，即外部需求可能还在，但过去的产业或产品需要会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对就业结构产生

冲击。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国内需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注意到这样的趋势之后，政府已经

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国内需求。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把一些受到影响的外部需求转化为内部需求，

进而应对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 

    经济发展趋势将改变城乡就业结构 

    就业形势的应对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就业问题不能仅仅从就业角度来看，因为就业

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是经济表现的结果。从长期来看，要解决我

国的就业问题，必须要将其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讲，解决我国的就业

问题，要从国家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着手。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仍然在继续，城市人口的流

动或者人口布局的速度有所减弱，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均衡点上。下一步的发展，既要抓好新型城

镇化的进程，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同时，农村的发展也是要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思路比较清楚，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的结合，即城乡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形态和未来发展

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现在中国就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和过去经济变化发展密切相关。过去我国在城市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迁移到沿海发达的城市地区，实现了就业岗位和人员

的匹配，但也使我国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后发展的大势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会看到东部沿海地

区或者大城市中的就业岗位创造速度与过去相比大大减弱，也不再能吸收如此数量的外来劳动力

就业。同时，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也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机会，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下一步发展的

大势。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劳动力供给能够适应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怎样在经济发展、

转型过程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找到适合的劳动力，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产业转型促使就业形态发生新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看到横向的变化之外，也要看到在这一轮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新技术、

新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就业模式和就业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可以看到，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尤其是 AI、大数据、互联网、5G 技术的应用对就业形态带来新的冲击，

这种冲击背景下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有明显的不同。就业创造分布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过去主

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而现在中小城市可能会有一些新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

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让劳动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是解决就业问题过程中要解决的根本问

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探索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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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疫情冲击是一种外在力量，首先使外部需求

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我们的内部需求在疫情冲击之后也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下一

步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这会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

题，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以及大学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教育更

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进一步改革。失业保险制度在应对失业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太大，真

正需要失业保险的人不一定能够领到相关补贴，而我国失业保险存在很大的结余。所以说当前的

失业保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从根上进行改革，让它能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在面临比较大的结构调整的时候，让失业保险为临时失业者提供一个临时的、短期的基本生活保

障。近些年来，我国低保、养老保险制度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完善，与其他制度相比，我国的失业

保险制度改革有所滞后，需要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