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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

中文概要

• 经合组织第 30 期就业展望审视了经合组织各国劳动市场的近期趋势及短期前景，发现 近这次经济金融
危机的复苏缓慢而不平衡。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停留在无法接受的水平，长期失业不断增加，
高失业率成为痼疾的风险增大。

• 对劳动市场如何应对经济冲击的分析显示，旨在减少结构性失业的政策也有助于防止经济下滑在失业、收
入损失及收入不平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本报告指出，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
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及技术发展。增加教育投资、加强税收及财政转移计划的针对性，能确保经
济增长果实得到更广泛地共享。

• 后也就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虽然就业总体水平影响微小，某些部门则可能
会发生较大就业变化。针对其它结构性冲击，应实施政策以提高劳动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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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的经合组织劳动市场

经合组织各国失业率目前停留在仅次于战后 高峰 8.5%的水平，并可能在今后一年居高不下。失业人口约
4800 万，比 2007 年尾金融危机开始前的数字多 1450 万人。三年前复苏开始以来，因增长过于疲软不均，整
个经合组织失业率的周期性升势只有少量减速。

同时在各国之间，经济下滑带来的失业及相关社会成本都有巨大差别。九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低于
5.5%，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及瑞士。而另有九个国家失业
率仍达二位数：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和西班牙。

在许多国家复苏疲软导致失业者日益边缘化。失业求职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现已超过经合组织失业总
数三分之一。因求职无望而离开就业市场的比例也大幅增加。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已达到危险的高度：希
腊及西班牙高达 50%以上，（但德国仅 8%）。

失业除了对无法找到工作者个人及家庭生活造成立即伤害外，其部分周期性增加日益可能转变为结构性，
使形势 严峻的那些国家失业水平不断攀升。其危险是减少未来劳动供应量，使创造就业机会的复苏本身遭
到破坏。

解决失业问题的积极政策

决策者应该如何应对？短期内他们至少必须在四个方面采取行动：促进全面创造就业；解决长期失业增加
的问题；改善青年人就业前景；将被迫永久离开劳动大军的失业者人数减到 小。长期性挑战是加强劳动市
场抵御能力，使之能以较小社会成本应对未来的经济下滑局面。

劳动市场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广泛的经济复苏，而经济复苏前景尤其在欧元区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刺激需求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及创造就业。由于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在货币及税务政策方面已难有进一
步作为，增加产品及劳动市场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将是复苏的关键因素。

要应对结构性失业增加的危险，也必需有设计完好的一套积极劳动市场政策，使失业者尽快重返职场，向
可能长期失业的人提供临时工作机会，维持其技能水平。 有效的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就业补贴及各种形式
的求职帮助，如面对面应试、个人行动计划及就业协会等。

也可采取补救性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可集中针对那些妨碍雇主填补空缺岗位、或长期失业者技能过时而
无法找到工作等结构性障碍。这要求尽早发现产生的技能不足及缺乏技能的特殊失业者群体，并提供培训及
就业体验计划，帮助他们重返职场。

然而，是否向这些积极政策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尽管本次经济下行期间的财政增资比以往经济衰退时期多
得多，但依然不足以维持失业求职者领取的人均救济金水平。这可能反映政府不认为在这方面增加投资会有
成本效益。也可能反映难以迅速招到及培训出称职的案例管理人，在增加培训名额的同时保证培训质量。

许多国家的财政整顿措施可能进一步限制实施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资源。但削减此类计划是不明智的，因
为有可能使劳动市场的困难状况更为恶化，破坏长期经济增长前景。

劳动市场的抵御能力

政策及制度方面的不同，显然是经合组织各国经济下滑在失业、劳动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各不相
同的重要原因。减缓经济下行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以及收入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政策都能增
加劳动市场的抵御能力。例如在减缓经济下行的社会成本方面，税收/补贴制度能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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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劳动市场抵御能力的政策制度，往往也能产生良好的结构性劳动市场结果。一般而言，结构性失
业率低的国家在经济下行时失业增加也不多。这意味着，2006 年经合组织针对改进结构性劳动市场绩效提出
的重新评估的就业战略，其中许多建议也有助于增强劳动市场抵御能力。

工资谈判协调机制往往对提高结构性劳动市场绩效和劳动市场抵御能力都有利。保护正式职工就业的严
格规定则导致大量临时就业合同的应用，此类制度往往会减少劳动市场的抵御能力。

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及绿色增长问题

另外两个有关劳动市场的长期性关注也是决策者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工资薪金及福利在国民总收入中所
占份额，在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都有所下降。其次是如何实现“绿色增长”，向低碳经济转型对劳动市场有
何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因经济危机暂时退居幕后但可能会重返前台。

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减少，主要反映出低技能低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处境恶化，原因包括国内外竞
争加剧、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代替工人从事某些工作任务，尤其是重复性日常工作。

面对收入中劳动份额下降是否应作出政策回应？放慢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并不可取。但各国政府能
武装自己的劳动大军，使其在所谓“稻米对机器”的角逐中更有效地竞争。增加人力资源投资并确保学校传授的
技能与雇主要求的技能更匹配，可在解决劳动份额下降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

比较扎实的复苏一旦来临，决策者会再次面对如何以迅速、有效、公平方式向低碳、高效资源型经济转型
的挑战。向绿色增长转型被视为促进结构性经济改革的 佳动力。包括教育、技能政策的劳动市场政策应该
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职工及雇主进行必要的调整。

经重新评估的经合组织就业战略为成功管理此类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基本框架。将这些普遍性政策适用于
向绿色增长转型时，重点可包括扶持“生态创新”及推广绿色技术。途径之一是改进教育与职业培训，还应确保
创新激励不被过严的就业保护及产品市场规则所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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