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7943

10位ISBN编号：7511837948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马川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

内容概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青年失业的现状，不同类型失业青年
的发展趋势，以及青年失业对现行养老体系、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认为将青年失业嵌人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不仅要解决青年的
就业问题，更需要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下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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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川，博士，华东政法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发展；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公开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著作有：《文化发展
心理学视野下的认同研究》（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译著：《我们的内心冲突》，（独译，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已于2009年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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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当代青年的发展状况 （一）青年就业 青年是社会群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的正常运行，要求青年在特定的年龄完成特定的社会任务，如
入学、毕业、就业、组建家庭等。
而就业是青年获得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意味着面临角色转换，进入人生新的阶段，肩负更多
的社会责任。
 就业率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被使用程度的度量指标，它测度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数量
，是反映经济是否良性运行的一个指标。
同时，就业情况又同劳动力的年龄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小数据还未公布，本章数据参考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中
图、表均来源于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当代中国青
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如图2所示，16～29岁年龄组的青年人口中，其总体就业率和男性的就业率都比16岁以上总人口的就
业率低。
其中，男性青年的就业率要比16岁以上总人口的就业率低8个百分点；而在16～35岁年龄组中，其就业
率则比16岁以上总人口的就业率高，比16岁以上总人口的总体就业率高出4个百分点。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男女性就业率都有着明显的增长，比较两个年龄组的青年人口的就业
率可以看出，高年龄段就业率较低年龄段有了较大的提高，男性就业率的增长幅度尤其大，增长了9
个百分点，已经高于16岁以上总人口中男性人口的就业率。
相比于16岁以上总人口，青年人口中男女性就业率的差异较小，特别是低年龄段中男女性的就业率差
异仅为6个百分点，仅为16岁以上总人口中男女性差异的一半。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二者的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16～35岁年龄组二者的差异扩大到了8个百分
点。
 青年正处于就业的高峰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与经验得以不断增加，人际关系得到不断的扩展
，就业机会也在逐渐增多。
20岁以前是青年就业率增加最快的阶段，平均每增加一岁，其就业率就提高1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非
常快。
20岁以后，青年人口的就业率增长速度开始进人相对较慢的增长阶段，21～25岁这个阶段，青年的增
长速度变为每增长1岁，就业率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
25岁以后则进人比较稳定的就业阶段，增长幅度变化较小，逐渐达到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这和青年的成熟过程相符合。
随着年龄增大，由求学逐步转向就业，从初始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缺乏，逐渐发展到社会经验、社会
关系等资源日益丰富，使其就业相对以前更具优势，详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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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青年失业研究》是华东政法大学校庆六十周年纪念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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