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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OECD 就业展望
工作的未来
中文概要

数字化，全球化和老龄化带来了新的机会，但也有扩大工人间差距的风
险

技术进步，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导致职场发生了变化。此外，新的组织商业模式和工人不断演化的偏好催
生了新的工作形式。尽管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摧毁工作的担忧广泛存在，整体就业似乎不会急剧下降。虽
然特定工作和任务正在消失，但出现了其他工作和任务，就业出现增长。在这些变革出现时，主要挑战在于
让衰落行业和地区的工人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有的顾虑与就业质量相关。尽管多样化的就业合同能为很多公
司和工人提供灵活性，受到欢迎，保证非正规工作的质量仍是重要挑战。此外，就业市场的差距可能进一步
扩大，除非坚决采取政策行动，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在职场中得到均衡分配。尽管存在风险，也有很多机会，
工作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有了适当的政策和体制，未来的职场能为所有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大部分国家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中处境恶化
过去十年中，很多国家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中的处境恶化，没有工作、或是有工作但就业

不充分或工资较低者占比上升。这些变化不太可能是经济衰退的短期产物，经济衰退为接下来的数年带来了
重大政策挑战。从性别角度而言，在数个国家中，男性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比例上升，然而，女性就业不足
更为普遍，也更有可能得到低薪职位。

无论就业状况如何，所有工人都应获得一系列充分的就业保护
新的非正规工作形式的出现为主要针对为单一雇主工作的全职员工的就业法规提出了挑战。就业状况是

获得各种权利和保护的渠道，因此，保证对工人进行合理分类（并纠正错误的分类）是保证非正规工作的工
人获得劳动和社会保障、参与集体谈判和终生学习的重要措施。然而，对某些工人而言，就业状况确实较为
模糊，因为他们处于有雇主和自由职业之间的“灰色地带”。尽管这一灰色地带应当越小越好，也应拓展并修改
就业市场法规，为工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并保证遵守这些法规的公司不会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应对雇主/客户
和工人间的权力不平等，还需要解决雇主滥用市场支配力的问题，如打击雇主在就业市场上的串通，限制竞
业限制协议的范围，并处理雇主和工人获得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集体谈判可能成为塑造未来工作的灵活补充工具
集体谈判能帮助工人和公司适应变化的职场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集体谈判是能就灵活的解决方案达成

共识的工具，有助于形成新的权利，规范新技术的使用，或提高就业市场的安全性和适应性。然而，工人间
组织程度较低，非正规职业的工人尤为如此，这为集体谈判提出了重要挑战。这部分反映了分类为自由职业
的工人面临的法律障碍，对于他们而言，集体谈判的权利可能被视为违反了竞争法律。在这种情况下，部分
经合组织国家专门为部分非正规就业工人提供了集体谈判权。然而，仍然存在实际困难。新业态的出现考验
着雇主组织。现有的工会正在制定策略，接触非正规职业的工人，也出现了代表工人的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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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成人教育对于帮助工人成功应对变化的职场很重要
有效的成人教育有助于防止技能贬值，并能帮助工人从衰落的职位和部门转移到正在拓展的职位和部门。

对成人教育项目进行彻底改革，拓展覆盖面，提高质量，对利用变化的职场带来的益处很重要。在所有经合
组织国家中，最需要培训的工人，包括低技能、较年长的成人、失业者和非正规职业的工人，参与培训的比
例最低。这些群体参与培训面临多重障碍，如未能很好地选择培训，或缺乏动机、时间、金钱或雇主的支持
等。政策选择的重点有，在公司和个人中建设学习型文化，排除参加培训的时间和金钱障碍，处理由于就业
状况无法平等地获取培训机会的问题，鼓励公司培训有风险的群体，允许培训权利在职位间转移。有效的培
训需要有较高的质量，并切合就业市场的需求。这需要利益攸关方根据获得的利益共同承担充足而可持续的
资金，也需要治理安排帮助各国协调成人教育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改革必须保证弱势群体能得到保障
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业市场变化的步伐和程度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能起到重要的稳定作

用。但是，对于就业形式不够稳定的工人而言，获得社会保障可能尤为困难。对于将福利待遇或筹资负担与
过去或现在的工作挂钩的保障条款而言，不稳定的职业模式或日益多样化的就业形式可能带来挑战。现有的
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多优点，仍然可行，但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风险。主要重点包括让保障足够灵活，能对人
们所需的保障出现的变化做出回应，保证待遇能随职位转移，并调整激活范围和就业支持，以便适应不断演
化的就业模式。要保证筹资水平与社会保障不断演变的需求一致，就需要就如何为新计划或拓展后的计划筹
资积极开展政策辩论。

推出包容性未来转型议程恰逢其时
要使未来的工作更具包容性、更有收获，就需要向包容性未来转型的议程，即有针对性地为最需要的人提

供干预措施的整体型政府方法。部分政策选择产生的公共财政成本微不足道，甚至还可能提高税收。然而，
很多其他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巩固社会保障和成人学习相关的政策，需要增加大量资源。通过开展综合开支
审查，就公共政策目标和解决方案深入采用整体型政府方法，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提高主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但也许还需要改善收入来源，这便需要对税收体系进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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