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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合组织就业展望是对整个经合组织地区劳动市场及就业状况所做的年度报

告。 

 2008 年度报告反映，经合组织各国就业率本年达历史最高水平，三分之二就

业适龄人口目前在就业中。 

 但某些群体处境仍然滞后：妇女就业机会比男子低 20%，少数族群比其他人

要花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就业。  

 过去的改革有助于促进机会均等，但尚需做更多努力，包括执行已有的反歧

视法和实行非歧视雇佣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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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就业机会人人平等 

 

劳动市场业绩已得到改善，眼前的
挑战是如何确保就业机会人人平等 

过去十年经合组织劳动市场有显著改进。 平均失业率 2007 年
下降到 5.6%，为 1980 年以来最低水平。就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平
均三分之二就业适龄人口现在都有工作，为二战后时期最高水
平。这种情况值得称道，但并无理由沾沾自喜。 对某些群体而言
劳动市场条件仍很困难，而全球经济环境中的衰退风险凸显，也
可能对劳动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参阅经合组织第 83 期经济展
望）。  

除目前的周期性经济弱势外，经合组织各国劳动市场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如何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一步促进提高生活水平。 经
调整的经合组织就业战略提供了促进就业及收入的全面政策框
架。 它强调指出，帮助就业比例不足群体找到工作应该是政策重
点。许多国家妇女、青年、老年和残疾人的就业率都比较低。但
仅仅帮助寻找工作还不够，需作出重大努力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
得同等就业机会。过去二十年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就业增长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源于从事不稳定和/或低工资工作职工的比例增
加。 

劳动市场改革促进了参与„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实施的劳动市场改革措施，提高了就业不足
群体的市场参与率。 执行的措施包括：“就业服务/相互义务”
战略，即将有效再就业服务与有力的求职激励措施相结合；缩小
税楔、尤其是进行税务/福利改革，使低收入职工感到就业值得；
以及取消养老金制度和提前退休制度中不利于继续就业的刺激措
施。针对妇女的措施还包括灵活工作安排、充分的育儿假期、优
质而支付得起的托儿服务。  

„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歧视待遇等
限制就业的障碍，上述改革将是不
充分的 

如果针对低就业率群体的劳动力需求不能跟进，旨在提高劳动
力参与率的政策行动就将少有成效。 促进劳动市场机会均等，要
求在教育培训方面长期投资，并采取干预政策推动高生产率高收
入的岗位就业。在求职者技能和处于日益激烈全球化竞争环境中
的企业所要求技能之间的长期不匹配，仍是某些群体提高就业率
的障碍。  

此外在许多国家，劳动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即对具有同等生产

 

 

 

 

 

 

 

 

 

 

 

 

 

 

 

 

 

 

 

 

 

 

 

 

图 3.1. 男女就业差别随时间

推移缩小，向差距小的国家

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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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人、仅因其属于某特定群体而采取不平等待遇，仍是扩大
就业、就业机会差别的一个关键因素。 例如，尽管女性就业率大
大提高、以性别取人和男女工资差异几乎到处都有所减少，但妇
女就业机会仍比男子平均低 20%，工资比同等男职工低 17%。本期
就业展望中给出的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各国男女之间就业差别的
约 8%，工资差别的 30%，可归因于劳动市场上的歧视性惯例。同
时，属于少数族群的同等职工，要花 40%-50%更长谋职时间，才可
能获得就业，因而受到长期失业风险的更大威胁。一些国家本土
出生的少数族裔获得就业后，比做同等工作的多数族裔平均工资
低 10%以上。 

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减少歧视...  

结构性改革本身，可能通过缩小歧视行为范围而改善就业率偏
低群体的就业前景。实际上过去二十年中，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实
行了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改革，获得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方面
促进了资源分配优化和更强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了就
业需求。 另一方面市场租金下降、竞争加强，也使雇主更难承担
歧视性雇佣提升等做法造成的成本。此外，雇佣低生产率职工的
预期成本下降、放松过于僵硬的就业保障法、减缓提高起码法定
工资、缩小低收入职工税楔等，都可能减少那些以族群平均工作
能力的成见偏见为基础的就业歧视。 

... 依法有效禁止歧视至关重
要 ... 

同时也需要专门针对歧视的立法和其它政策，才能有效制止歧
视性做法。 禁止歧视行为的法律也只有真正得到实施才有实效。
这里却有个很大问题：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里， 执法基本上有赖
于受害者提出申诉。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反对工作歧视的
法定权力。 即使他们知道有法，在申诉程序中要证明歧视也有诸
多内在困难，法庭起诉费用昂贵且往往最终获益不大、结果又难
以预料。所有这些都使受害人不愿提出申诉。 有效处理此问题的
国家为投诉者提供充分的机构支持。也在反歧视法中写明易于确
定的赔偿损失规定，并提供解决争端的简化替代性程序。  

但如果执法无需完全依赖受害人采取个人行动，法规还会产生
更大作用。 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建立了反歧视专门机构。但是，这
类机构中具有有效授权，在无当事人起诉情况下也能对公司调
查，对被怀疑有歧视做法的雇主采取行动，并在获得歧视证据时
进行制裁的机构为数并不多。 

... 对非歧视行为的奖励和扶持措
施也同样至关重要 

制止劳动市场的歧视不应仅限于打击错误行为和补偿受害者。 
还需要采取行动促进思想文化变革，重新定义社会惯例的可接受
性。实施简单、精炼的法律，提倡行为准则能促使雇主首先避免
发生歧视行为。 

图 3.5. 第二代移民与本土出

生非移民相比就业率低，差

距之一半可归因于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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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公众对反歧视法律的

了解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8/40927134.pdf?contentId=409271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8/40927134.pdf?contentId=409271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8/40927134.pdf?contentId=409271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8/40927134.pdf?contentId=409271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8/40927134.pdf?contentId=409271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7/40927173.pdf?contentId=40927186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7/40927173.pdf?contentId=40927186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8 EDITION ISBN 978-92-64-046337 © OECD 2008 – 4 

也许更重要的是，政府可建立表彰良好做法的奖励制度，如授
予无歧视惯例标签，从经济上奖励某些特定的扶持做法等。 

促进就业机会人人均等，需要将结
构性改革和反歧视直接措施相结合 

经调整的经合组织就业战略已被证明是促进增加就业、提高就
业质量的一个有益综合政策框架。 令人欣慰的是这项改革也能有
助于减少劳动市场歧视。 但同时还需要采取防止歧视的直接措
施。否则就无法保障所有职工在公平条件下竞争。 

 

*  *  *  *  *  *  *  * 

 

今年出版的就业概览还对其它一些政策问题进行了审视，其中
包括如何促进增加改善青年就业机会，非正式部门就业问题，职
工精神疾患问题等。 同时还对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工资、工作
条件做了评估，分析何种政策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负责任的公
司行为。 

走向良好开端? 经合组织各国青年劳力市场的变化  

本章首先简介了青年劳力市场过去十年的情况。 然后论述了
青少年失业的经济周期敏感性，临时和部分时间就业已日益明显
地成为跨入就业门槛的模式等问题。 对完成学业后转入职业生活
的速度、模式，以及青年就业质量进行了若干指标分析，包括在
什么程度上临时性和低收入工作可作为获得更好就业机会的台阶
。 本章最后强调尽管青年就业市场总体良好，但某些离校青年，
尤其是中学未毕业者还是难以摆脱失业困境。 

申报就业还是继续打黑工：七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非正式

就业情况 

对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非正式就业、不申
报雇工是劳动市场一个重要问题，引起对劳工保护的关注，使政
府难以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也阻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提
高。 强劲的经济增长本身似乎并不能保证减少非正式就业。 各国
能采取什么政策来解决非正式就业问题? 对此问题的答案因国家而
异。 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可以通过减少过高的劳力成本、增加劳
动保护法的灵活性、提高职工参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惠等综合措
施，来提高正式雇佣的吸引力。 除了激励措施，还需同时在税务
、社保和劳动执法等方面加强努力。 提高管理标准也能鼓励自愿
守法。 

 

 

 

 

 

 

 

 

 

 

 

 

 

 

 

 

 

 

 

 

 

 

 

 

 

 

图 1.8. 获得首次固定就业所

需平均时间长度：专家组数

据估计 

 

 

 

 

 

 

 

 

 

 

 

 

 

 

 

 

 

 

表 2.1. 非正式就业和不申报

雇佣替代措施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32/40927042.pdf?contentId=4092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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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dataoecd/11/32/40927042.pdf?contentId=40927043
http://www.oecd.org/dataoecd/10/48/40927273.pdf?contentId=40927274
http://www.oecd.org/dataoecd/10/48/40927273.pdf?contentId=40927274
http://www.oecd.org/dataoecd/10/48/40927273.pdf?contentId=4092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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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工作都有助于健康? 就业地位和工作条件对精神

健康的影响 

本章论述经合组织各国就业相关精神疾患发展的新情况，以及
新型就业模式在这方面的影响。 尽管许多国家精神疾患的残疾福
利待遇大幅提高，现有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地区就业适龄人群中精
神健康问题总体并未上升。 但某些国家中某些职工群体的精神健
康似乎有所恶化，欧洲一些潜在紧张工作条件的发生率据报也有
所增加 。 对五个国家职工所做个体纵向分析显示，无就业一般比
就业对精神健康更不利。而就业对精神健康的好处，也随就业合
同类型、工作条件、原先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而异。 无业者从所
谓“非标准”就业得到的精神健康益处似乎小于从标准就业得到
的益处，尤其对那些原先已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更是如此。 

跨国公司是否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 

总部设在经合组织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
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过去二十年有巨大增加。 这种投资一般被视
为有利于当地发展，但同时也引起对不公平竞争问题和所在国职
工权利保护问题的关注。本章评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外
国子公司职工及独立供货商职工工资、工作条件的影响。 数据显
示，跨国公司工资待遇一般比当地同行企业更优越，在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尤其如此，但在非工资工作条件方面则不一定
如此。 工资待遇的影响也可能延及跨国公司的外国供货商，但此
类影响并不大。 

 

 

 

 

 

 

图 4.7. 欧洲各国有三次或更

多与工作相关精神健康问题

的职工比例变化情况 

1995 至 2005 年 

百分比变化 

 

 

 

 

 

 

 

 

 

 

 

图 5.1.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1990-2005 年 

 

 

 

 

 

 

 

 

 

 

 

 

 

 

欲查阅全文请链接 www.oecd.org/employment/outlook 

 

本摘要中含有 StatLinks 统计数字链接, 可提供打印页的 ExcelTM 文档!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5/40927217.pdf?contentId=4092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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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5/40927217.pdf?contentId=40927218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5/40927217.pdf?contentId=40927218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5/40927217.pdf?contentId=4092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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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employment/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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