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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具有不同特性、特点或属性。
我们要治理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弄清其表现形式、属性特点，找出其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才能有
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对策。
正如医生诊治一种病症，只有先弄清症状、发病特点，以及其发病机理和病变过程，才谈得上对症下
药，除病疗疾。
　　失业属性指失业这一社会现象固有的性质特征或内在规定性。
失业现象是复杂的，因而具有多种有差异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具有多种失业属性。
　　马克思讲，失业即是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结合。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别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的和必备的要素，只有实现有效结合，才能使生产得以进
行。
而如何实现有效结合，就取决于要素的自身特征和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
　　从要素自身特征来讲，不管是劳动者还是生产资料，都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包含数量、
质量和结构三方面内容的丰富总体。
劳动者有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技能结构和性别年龄结构等差异，生产资料也有不同技术含量、技术等
级和不同技术构成乃至产业构成的差异。
　　从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来讲，正因为要素自身特征的丰富性，所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不
仅是数量的配置，而且要求在质量和结构上均实现相应的配置，否则就会出现要素不匹配，不能实现
真正的或有效的结合。
　　要素数量不匹配会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闲置，使生产过程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要素质量和结构
不匹配同样会造成某种生产要素闲置，使生产过程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从劳动市场角度来看，劳动者要素代表了市场上劳动的供给，生产资料要素则代表了市场上的工
作岗位，也即劳动的需求，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结合就是劳动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
调和配合。
要素之间的结合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劳动数量供求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数量性失业，
质量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质量性失业，结构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结构性失业。
这三种失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内在生成机制上，因而可以说其失业的属性不
同。
换句话说，所谓失业属性不同，就是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配置出现不协调、不均衡的内
在生成机制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失业属性的探讨其实就是对劳动者要素与资本要素或生产资料要素的配置失
衡机制的探讨。
　　失业属性还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它的观察和认识涉及到立场、观点和方法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失业的本质属性只能从生产关系上来认识，而从生产力角度，只能认识
其非本质属性或一般属性。
　　从失业的一般属性上讲，失业即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发生失衡。
　　劳动供求失衡既可能表现为数量上的，也可能表现为质量上和结构上的。
所以，劳动供求失衡包含三种状态：（1）劳动的数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数量供给大于市场的需
求，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2）劳动的质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质量供给不能满足市场
所需，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3）劳动的结构供求失衡：劳动资源供给的结构与市场
所需不匹配，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这三种不同的劳动供求失衡状态，也就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失业属性，即：数量性失业、质量性失
业和结构性失业。
　　许多失业问题研究成果也用类似的概念和称谓去划分失业形式或类型，但本书认为，尽管人们观
察和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现象，但“形式”只描述了其外在表现，“属性”则揭示了其内在规定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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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在规定性来对事物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更充分地体现出事物的差异。
　　失业属性不同于失业形式，前者表现了失业现象的内在性质，包括其形成的原因、机理及制约机
制，后者则更多地表明了失业现象的表现形式。
失业属性与失业形式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失业属性要通过失业形式表达出来，而失业形式则反映出失
业属性的特征要求。
　　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即19世纪初，但真正形成较为完整的失业
理论体系则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的问世为标志，之后随着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
要侧面，失业研究也日趋深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各种观点纷呈，学派林立，失业理论已经有
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从理论史上看，尚无人使用“失业属性”这一概念，但对失业问题的探讨无一不涉及对其特性的分析
。
　　失业的三种不同属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并非始终如一、永不变化，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
阶段和不同的人口历史阶段，其重心是不同的，有时是以数量性失业，即劳动供求的数量失衡为主，
有时又是以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即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为主。
但其总的变化趋势和转变方向可以判断应当是从数量性失业向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转变，如马克
思所言，是从“人口压迫生产力”向“生产力压迫人口”进行转变。
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这种转变的趋势和方向与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方向一
致。
　　如果对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作一个总体属性判断的话，则可以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是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以特定人口历史为背景，在经济快速增长、技术跨越发展
、社会剧烈变革的过程中而出现的劳动供求关系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的综合性失衡。
但目前尚以劳动供求数量失衡即数量性失业为主导，随着中国今后在人口、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
的进步和发展，失业属性必将发生转变．即由数量性失业向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转变，由绝对的
数量供给过剩型失业向相对的质量储备不足、知识技能短缺型的失业和结构配置失调型的失业转变。
　　中国当前的劳动供求数量失衡是在特殊的人口历史背景和高就业的制度安排以及二元的经济结构
下由劳动的超额供给引起的。
　　中国当前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大幅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背景下由
于劳动力素质偏低而引起的。
　　中国当前的劳动供求结构失衡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就业结
构转型滞后而引起的。
　　治理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充分认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针对其失业属性及变化规律，采取专
项治理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短期治理与长期治理相结合，正规体系与非正规体系相结台等方法进行应
对。
在具体操作上，概括起来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加快经济增长，增加对
劳动力的总量需求；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使劳动力的供给在质量上符合对劳动
力的需求；三是健全就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尽量清除或减少市场功能障碍，使劳动
供求结构得以被市场有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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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失业属性的基本范畴：　　一、关于失业定义：　　（一）与失业相关的几个概念：　
　劳动适龄人口：它是指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
人的一生中只在某一年龄阶段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处在这一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就是劳动适龄人口。
劳动适龄人口数反映了一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状况。
但是，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并不等于劳动力资源。
一般而言，劳动适龄人口的规模决定于总人口的规模和劳动适龄长度。
国际上通常把15～64岁人口称为劳动适龄人口；由于预期寿命等原因，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规定，例
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把男16～59岁、女16～64岁定为劳动年龄人口。
当劳动适龄长度一定时，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直接取决于总人口的规模，二者之间成正相关，即总人口
规模越大，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越大；反之则反是。
　　经济活动人口：指全部就业人员（包括雇主、自行开业者、被雇用职工和家庭内从属劳动者等）
和失业人员，不包括学生、家庭主妇、退休人员和完全靠他人抚养的人员。
世界各国对经济活动人口的统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武装部队和童工是否包括在内以外，主要是
涉及农业辅助劳动力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农村妇女除操持家务外，总要不同程度地参加一些农业和副
业劳动，其数量是很大的，有时甚至会超过担负主要劳动的男性劳动力。
由于这些妇女工作没有经过市场，一般都被视作非经济活动。
因此通常把家庭主妇、在校学生和不工作者，称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或称为潜在经济活动人口，在特
殊情况下（例如遇到战争），这些人也可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劳动借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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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就业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它不仅涉及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继续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相关问题。
所以历来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本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理论的创新和思维的创新，作者提出了“失业属性”这
一概念，根据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方向，分析了失业属性变化的规律，并根
据失业属性变化的规律，探讨了中国的失业问题及应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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