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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困扰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毕业生的就业难。
由中国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就业压力，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适龄就业人口高峰的到来以
及高校连续大规模扩招带来的毕业生数量的积累等原因，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窃以为很有必要
。
这就是翻译本书的起因之一。
　　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大学苅谷刚彦教授等人以毕业生就业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日本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败后的混乱期到高度成长期之间，通过在全国范围建立就业中介系统，实行细致严密的程序管理
，从而实现大量毕业生顺利就业的论著。
作者运用教育社会学、日本经济史、社会阶层论等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进一步论
述了包括产业与地区移动在内的大规模社会移动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职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需调
整、以整体录用为特征的毕业生录用的制度化以及从初中毕业生到高中毕业生的劳动力学历上移的形
成等日本战败后诸多社会问题的概貌。
　　本书首先对毕业生的就业与学校及职业安定所的关系，从定量角度进行了分析。
接着对毕业生的就业中介制度的历史以及具体结构进行了论述。
具体是对毕业生就业中介事业的发展过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详细追踪，在明确制度制定历史
的同时，对战败后快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中毕业劳动者剧烈的地区移动中
的广域中介系统进行了分析。
在制度的微观层面，按照职业指导年度计划的顺序，再现了1953年3月毕业的初中毕业生从毕业到就业
的全过程，以便了解学校和职业安定所在学生就业安置方面的严格计划管理、合适岗位的寻找、依据
“一人一单位主义”原则的选拔以及就业后的扎根指导等一系列流程。
特别是存在于特定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指定校制度”等方面的情况。
对女性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分析与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基础上，解释了女性进入纺织业成为
根据职业安定行政实行全国范围的劳动市场制度化的契机的前因后果，并通过对纺织业中的女子广域
录用方式和分割录用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分析，阐明了毕业生就业中介制度建立的原因。
最后，依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对毕业生就业中介制度的意义进行了论述。
　　本译著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具体的翻译分工如下：前言（李德方），第一章（李德方），第二章
（李德方），第三章（李德方），第四章（姜丽萍），第五章（姜丽萍），第六章（邵小丽、姜丽萍
），第七章（李德方）。
最后的统稿工作由李德方完成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学者玉置启子老师的指点，留学生
同仁张婷、朱孔军也给予了帮助，邵小丽、陆剑等人协助做了大量事务性的工作，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感谢他们为出版这部译著所做的努力，如果没有他
们对本书价值的认可，这本书是不可能和读者见面的。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缺点、不足以及谬误定然不少，真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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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在战败后的1948年春，由战败后教育改革应运而生的“新制初中”有了首届毕业生，其数量
约为70万人。
但是到了1950年，其毕业生总数竟高达159万人，其中大约占45%的72万人是走出校门希望进入就业市
场的15岁左右的年轻人。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或许已经连“新制”的形容也不复存在的初中学校的这一数字可能不抱什么
特殊感情。
但是，如果从“六三三制”以前的制度来看，在战败后的混乱时期里，仅是上述数量的年轻人的就业
就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义务教育年限被延长了三年，中等学校仅有“初中”这一种类型，从毕业生的进路问题视角来看，变
化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是寻常小学、高等小学、实业学校、高等女子学校、（旧制）初中等各种类型、不同年龄的毕业
生走上社会谋求职业。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后，除去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人，毕业生中的大多数都从初中这唯一的出口进入职
业世界。
　　本书试图尽可能地通过实证研究来阐明，初中毕业生在进入职业世界的过程中与初中学校及战败
后新起步的国营职业安定机构具有怎样的关联，通过“制度”的介入如何对新毕业学生劳动市场实施
供需调整，以及从学校平稳过渡到职业世界怎样才会成为可能的问题。
　　初中毕业生就业这一主题如果与“集团就业”相结合，或许可能会透视出从过去的贫穷时代到现
代繁荣的过程。
但是，本书想挖掘的既不是对过去的怀旧，也不是对贫穷的回忆，而是想阐明以初中毕业生就业这一
问题为中心，依据细致周密的程序管理过渡到职业世界的系统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的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从与过去不同的视角，对包含产业间、地区间移动在内的大规模社会移动
及作为其结果的职业结构的变化、高度成长期能够实现的劳动力的供需调整、以整体录用为特征的新
毕业学生录用的制度化、带来基础劳动力从初中毕业生到高中毕业生的提升这一“日本式经营”的基
础形成等战败后日本社会形成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在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字面所述的从教育社会学、日本经济史、社会阶层论等不
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作为本书基础的共同研究，是在1993年成立的文献研究会上，以菅山与苅谷一起邀请年轻的研究生们
重新开始研究战败后毕业生劳动市场为开端。
其后，1995—1997年，受到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一般研究（B）；课题名称：关于学校新毕业生
从教育过渡到职业的实证研究——其成立过程与现状；课题负责人：苅谷刚彦］，开展了包括访谈调
查在内的真正的研究。
本书的另一位编者石田1995年从美国归国后，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赴任，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
。
此后的1997—2000年，又将其置于由石田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小组研究会“关于战败后日本毕业
生劳动市场的组织化研究”的位置。
本书是作为这一小组研究成果的结晶，其宗旨被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第60集刊发。
　　截至本书出版，我们在1996年日本教育社会学会第48次大会上作了发表，并于1997年、1998年共
同合作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纪要《社会科学研究》（第49集第2号、第3号）上发表了论文。
可以说通过上述过程，扎扎实实地打下了本书的基础。
　　接下来，想借此机会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关心支持的诸位表示感谢。
首先，对虽然未参与本书的写作，但参加研究会并共同开展研究的成员谷本雅之、柳田雅明、本田由
纪、中村高康、粒来香、大内裕和、大岛真夫、高濑雅弘、森川美绘等在文献数据的收集，特别是在
作为本书基础的研究方案的凝练上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虽未列举姓名，但在研究中接受采访的劳动省、职业安定所的相关人士、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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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师等在百忙之中长时间地接受我们的访谈表示谢意。
还有，对详细审读本书原稿并提出严格但非常有益的评论的广田照幸和谷本雅之表示感谢。
他们二位指出的问题对其后的原稿修改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东京大学出版社的佐藤修包括出版资助申请手续在内的诸多支持。
与委托给各位作者的编著不同，我们努力寻求基于对共有的问题与共同的认识基础上对原稿进行多次
反复调整修改来解决问题。
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能够如此，完全得益于佐藤先生的关心与厚爱。
仅就所花费的工夫与时间来说，本书可以说是确如文字所述的“共同研究”的成果。
另外，本书是在1999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资助下出版的。
　　近年，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在内，毕业后既不升学又不就业的年轻人在增加。
尽管也有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就业难的影响，但正如本书所阐明的那样，从学校过渡到职业的系统的
松散不能不说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即使从这样的“日本的系统”的松散意义上来考虑，本书如果能有所助益，对我们来说则是荣幸之至
。
因为历史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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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绪 论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产业结构
的变化、雇用者的增加以及劳动人口的地区移动。
正是战败后日本社会的结构变化才使得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可能。
在前期研究中，比较关注在这一时期的新毕业生从学校直接走上社会就业所发挥的作用①。
正是这些相对廉价的、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的年轻劳动力进入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劳动市场，成为了支撑
日本高速成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这些新毕业学生的供给在劳动市场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日本政府早就有了认识。
事实上，在GHQ的劳动民主化政策的基础上建立的职业安定政策，对新毕业学生的职业介绍作为最重
要的课题之一，为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不懈的努力。
劳动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从该省编辑出版的职业安定法解说文章中得以充分体现：“新毕业学
生是每年在劳动市场中出现的最大的新增劳动力。
他们的良好就业不单单是毕业生个人的问题，对国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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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就业与劳动力市场：日本新毕业生市场的制度化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学者玉
置启子老师的指点，留学生同仁张婷、朱孔军也给予了帮助，邵小丽、陆剑等人协助做了大量事务性
的工作，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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