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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黑龙江省城镇就业压力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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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黑龙江省城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尤其是下岗失业人员 、自然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和退伍军人的就业压力较大。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客观经济条件的局限 、个人择业观念落后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通过对未来十年就业形势的

预测可知 ,黑龙江省城镇的就业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针对以上问题 ,近期内应着力发展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 ,促进劳动

力要素的流动 ,加强待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长期中则应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着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的服务业 ,并促进国有单位职工向非国有单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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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pressure in towns of Heilongjiang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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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 China)

(Northest Ag riculture University ,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30 , China)

　　Abstract: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ow ns of Heilongjiang appears unfavorable , wi th the pressu re coming f rom high rate of

unemployment , increasing numbers of the populat ion reaching the age of employment and veteran people as w ell.Reasons account ing

for the situation may include the physical economical condit ions , individual em ployment conception and the imperfect labor market.

Based on an estim ation of the employment tendency in the future 10 years ,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em ployment pressure w ill be severe

and long last ing.Measures against this si tuat ion can be informal and f lexible employment , promoting labor factor fluxion , enhancing

professional skill t raining and em ployment inst ruction.In the long term , a sanity labor market is required , labor-concent rated ser-

vice profession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state-ow ned enterprises are to be t ransformed into non-state ow n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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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就业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的

培育和发展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 ,时至今日 , 就

业制度改革仍相对滞后 , 劳动力市场尚不健全 , 不利于缓

解当前就业压力。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

生之本。诚然 ,就业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存质量和心理状

态。在黑龙江省 , 城镇职工下岗失业人数的不断扩大 , 已

成为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因素。城镇自然新

增劳动适龄人口和退伍军人的就业形势亦不乐观。不仅

目前如此 , 未来十年就业压力预测表明 , 黑龙江省城镇就

业压力将是长期的 、严峻的。针对以上问题 , 本文分别就

近期和长期提出了缓解就业压力的对策。近期 , 可以借鉴

上海“ 4050”工程的经验 ,着力发展非正规就业 , 加强下岗

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再培训和待就业人员的就业心态教育。

长远看 ,应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 拓宽供求信息传播渠道 ,

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

务业 ,并促进国有单位职工向非国有单位流动。

　　1　待就业人群特点分析

黑龙江省曾是国家在“一五” 、“二五”时期重点建设的

工业基地。自国家经济转型以来 ,大量结构性失业和转轨

性失业人员凸现 , 城镇经济负担沉重。目前黑龙江省已

成为失业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我省城镇待就业人

员 ,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 、自然新增劳动适龄人口 、退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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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进城农民工构成 ,这四部分人群均各具特点。

(1)下岗失业人员

下岗失业人员激增 ,是我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突出特

点 ,这在黑龙江省表现得尤为突出。 黑龙江省统计局

2002年 8月公布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 , 虽然私营个体单

位从业人员从 1990 年的 36.1 万增至 2001 年的 178.3

万 ,增幅为 393.9%, 但相对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大量

下岗人员来说仍是杯水车薪(见图 1)。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的继续深入 ,全省城镇单位下岗失业人员总量将继续增

加。从下岗失业人员的来源看 , 第二产业比重最大 , 占

45.5%, 其次为第三产业 ,占 42.4%[ 1] 。从文化素质看 ,

下岗失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者占 48.7%, 高中文化程

度者占 39.3%, 大部分属于中低学历人员。 这部分人知

识水平低 ,知识结构落后 , 加之年龄普遍偏大 ,再学习能力

不强 ,与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相比处于劣势。

图 1　不同所有制单位历年从业人数比较图(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2002)[ 2]

　　(2)城镇自然新增劳动适龄人口

城镇自然新增劳动适龄人口 ,可分为高校毕业生和中

低学历人员 。中低学历人员包括大专学历以下人员。 中

低学历人员的普遍特点是年纪轻 ,没有职业技能或职业技

能较差。该部分人员与下岗失业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处

于同一竞争层面 ,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毕业生文化水平较

高 ,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

数据显示 , 1995—2001 年间 ,我省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均

在38 000人以内 , 2001 年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为

68.3%, 专科生为 38.3%, 就业形势较为紧张。 而 1999

年扩招政策实施至今 , 全省普通高校年招生人数已增至

1998 年的 2.5倍 ,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却增幅不大 , 因

此未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

(3)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包括复员士兵和转业军干。 近几年来退伍

军人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就业困难群体。计划经济时期 , 我

省安置退伍军人的单位主要是企业和公安部门 , 文教 、卫

生 、政府机关等也负责少量安置。市场经济体制下 , 各部

门减员增效 ,对口岗位锐减。文化水平不高 、职业技能单

一的复员士兵 ,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必处劣势。 同

样 ,缺乏足够管理知识与经验的转业军干 , 欲在地方谋求

相应职位 ,亦是难上加难。因此退伍军人安置 , 已成为我

省就业工作中的新问题。

(4)进城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大多属于隐性就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农

闲进城务工 , 农忙返乡务农 , 有明显的季节性流动特点。

有学者将这种就业方式称为“钟摆”式就业。据统计 , 我国

每年约有跨省流动农民工6 000万人。但我省与其他省份

不同 ,由于地广人稀 、农业用工量大 ,农民工多在省内城乡

间流动。该部分人群对工作环境 、工作稳定性和劳动报酬

均要求不高。对企业而言 , 雇用无需支付高工资 、无需负

担福利和住房的农民工 , 能极大地降低人工成本 , 从而增

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 ,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

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机会。

由上述分析可见 ,自然新增劳动适龄人口中的中低学

历人员和复员士兵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同属于低文化 、低技

能的就业困难群体。

　　2　城镇就业压力大的原因

黑龙江省城镇就业压力大的原因颇为复杂。客观方

面 ,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 , 阻碍了就

业弹性(即国民经济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 就业增加的百分

点数)的增加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个人就业观念的落

后 ,则在主观上为就业增加了障碍。

(1)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一般情况下 ,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与较高的就业弹性相

伴随。 1999—2001年 , 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年增长速度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而就业弹性却连年走低。笔者认为 ,

这是由各产业及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黑龙江省

的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工业 ,而工业总产值的创造主要

靠大型企业。 2001 年黑龙江省大型企业创造了当年全省

工业总产值的 77.5%, 工业增加值的 86.4%。 因此大型

企业应该是拉动就业弹性的主要力量。然而 , 大型企业 、

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都在努力减员以求增效 , 无力吸纳待

就业人员。众所周知 ,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解决新

时期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对我省发展滞后 、尚且幼稚

的中小企业而言 ,这又是不现实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

出现使社会购买力明显下降 ,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第三产

业的严重萎缩 ,因而第三产业同样没有发挥出吸纳社会剩

余劳动力的能力。由此 ,我省便出现了经济发展难以拉动

就业增长的情况。

(2)个人观念和意识落后造成就业困难

部分下岗失业人员难以转变计划经济时代“人浮于

事”的积习和平均主义思想 , 不适应市场经济快节奏 、高强

度 、按劳取酬的工作方式。另一部分人习惯了工作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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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生活方式 ,归属感强 , 难于适应不稳定的灵活就业

和非正规就业。还有一部分人自视过高 , 要求“工作轻松

一点 ,工资待遇好一点” ,回避“苦 、脏 、累 、险”的工作 ,导致

了“有人没活干 , 有活没人干”的局面。

部分初次就业困难者和下岗失业人员择业观念陈旧 ,

认为只有政府 、企业安排的长期稳定的工作 , 才算是真正

就业。部分下岗职工担心进入私营企业后权利受到侵犯

或与原单位留有未解决的利益关系 , 如拖欠工资 、未报药

费等 ,也是不愿自谋职业的原因。

(3)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够 , 劳动力市场不健全

我国人口基数巨大 、劳动力众多的国情 , 客观上要求

政府各相关部门做好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宏观调控工作。

就业局等管理部门要把职能从“安排就业”转为“鼓励就

业” 、“服务就业” , 以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就业。这就需要

在培训 、扶持 、输导等各方面 ,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

施。目前 , 我省尚缺乏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和吸纳下岗

失业人员 、安置富余人员的企业进行扶持的相关具体政

策 ,部分已有政策的落实情况亦存在问题。

如果就业弹性和待就业人员的心态均正常 , 那么应集

中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我省劳动力市场双轨制的问

题尚未完全解决 ,这是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置的一大

障碍。双轨制下 ,国有单位的制度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高

工薪则减少了社会提供就业的能力。部分下岗失业人员

在工资刚性的驱使下 , 不肯接受低薪劳动 , 人为地减少了

就业机会 ,增加了就业难度。从业不在岗人员也是劳动力

市场双轨制的特殊产物。他们不属于下岗失业人员 ,却与

下岗失业人员面临着共同的困境。

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也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 目

前 ,我省的广播 、电视 、报纸 、网络等传媒性劳动力信息流

通渠道相对较少。信息的阻塞拉开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

距离 , 阻碍了劳动力要素在市场中的流动。 另外 , 要解决

就业问题 ,必须强化技能培训 、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 、劳务

输出 、社会保险等“一站式”服务的建设 , 并充实和完善全

省就业服务体系 ,发挥就业服务的积极作用。

(4)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黑龙江省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体现在高校

毕业生和下岗失业人员两部分人群中。

近年来 ,我省普通高校毕业生 , 从 1991 年的22 675人

增加至 2001 年的37 359 人 , 增幅为 64.8%, 医学 、艺术 、

体育等专业毕业生已经严重供过于求。另外 ,还有一些脱

离市场需求的专业 ,学生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 严

重影响了国家和个人教育成本的回收。高校毕业生择业

多倾向于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 ,但大中城市的人才需求有

限 ,无法满足毕业生的求职要求 ,这便导致了大中城市的

局部人才供给过剩和小城镇 、乡村的人才匮乏。而下岗职

工面对的结构性需求矛盾更为突出。 目前劳动力市场

70%以上的用人需求 ,集中在 1834 岁 、高中以上学历的人

群当中。 而在我省下岗职工中 , 60%为高中以下学历 ,

62%为 34 岁以上 , 这种状况与用人单位的要求极不适应。

　　3　未来十年城镇就业形势预测

为了更好地解决黑龙江省城镇就业压力问题 , 笔者将

对未来十年就业形势的变动趋势作一简单预测。

黑龙江省现有总人口3 689万。 按第四 、五次人口普

查结果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0.45%。保守计算 , 2012

年全省总人口将达到3 858万。假设男女性别比固定在目

前的 51.12/ 48.88 , 十年后全省人口中男性为1 972万 , 女

性为1 926万。 依劳动力年龄的国际标准(男:1659;女:

1649)按比例计算 , 全省将有男性劳动力1 281.8万 , 女性

劳动力1 043.89万 , 合计2 325.69万。如果我国劳动参与

率继续保持在 85%左右 , 2012 年全省将有劳动适龄人口

1 976.8万 。参照目前城乡人口比例 , 城镇劳动适龄人口

将不低于1 018.84万。 1992—2001 年 ,黑龙江省国民生产

总值平均增长速度 8.5%, 假定就业弹性为 0.13 , 截至

2012 年 ,全省将能提供就业岗位1 767.95万个。按 2001

年从业人员城乡比 0.98/ 1 计算 , 城镇就业岗位将达到

847.76 万个。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 ,未来十年我省将存在至少171.08

万岗位缺口 ,占城镇劳动适龄人口的 16.79%,由此可见 ,

我省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

　　4　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分析 ,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1)近期对策

迅速降低失业率 、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 , 是

我省近期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非正规就业 、

灵活就业 ,加强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心态教育 ,无疑

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 ,借鉴上海“ 4050”工程经验 , 着力发展非正规就

业 ,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一条捷径。十六大报告指出 ,

应“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 , 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

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非正规就业相对正规就业而

言 ,是指未签订劳动合同 , 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

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 3] 。与传统的正规就业 、单位就

业相比 ,非正规就业更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在一般的市场

经济国家中 ,非正规就业比正规就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

强。解决我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必须从发展经济的前

提出发 ,千方百计组织就业发展经济 , 再以经济增长拉动

就业。上海解决就业问题和消除城市贫困的“4050”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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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低技能的就业困难群体为目标 , 以 40 岁左右女性

和 50 岁左右男性下岗职工为主要帮扶对象 , 着眼区域特

点 ,积极开发社区就业岗位 , 引导发展手工业工场等劳动

密集型企业 ,为我省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提供了可行

性经验。

其次 ,应加强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再培训。黑龙

江省的就业压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结构调整所致。

因此 ,要促进再就业 、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需失衡 , 必

须加强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再培训 , 使他们掌握一技之

长 ,适应服务业和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 。

第三 , 待就业人群的就业心态普遍需要调整 , 端正就

业心态的教育有必要加强。目前 ,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自

视甚高 、急功近利的心态。各高校在毕业生求职阶段 , 应

教育毕业生端正就业心态 ,正视工作岗位 , 为其顺利就业

打下基础。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员应认识到 ,正规 、稳定 、

高收入的就业很难实现 ,非正规 、灵活 、低收入就业则较容

易。同时 ,也应端正就业心态:是为谋生而就业 ,不是为形

象 、面子而就业。要转变下岗职工的就业观念 ,政府转变

观念是关键。大连市政府在转变自身观念的同时 ,鼓励下

岗职工面对市场 、正视现实 , 树立流动式 、开放式择业观 ,

摆脱狭隘的就业观 ,从根本上改善了就业状况。我省也应

从政府做起 ,充分发挥鼓励就业和服务就业的作用 , 教育

和引导下岗职工及低素质人员树立正确的就业心态 , 从而

达到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

(2)远期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 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

重大和艰巨的任务 , 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

重要职责 ,广开门路, 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提供新

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予以政策支

持。结合黑龙江省的地区特点 ,笔者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

我省城镇就业问题 , 应从促进国有单位职工向非国有单位

流动 ,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拓宽供求信息传播渠道 , 鼓励

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等三方面入手。

首先 ,应促进国有单位职工向非国有单位流动。随着

改革的深化和WTO 时代的来临 , 以黑龙江为代表的老工

业基地的传统工业部门纷纷“关 、停 、并 、转 、破” ,大量企业

生产能力闲置。数据显示 ,在我省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大幅

下降的同时 ,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增加了3.5%,并有持续

上升的趋势。所以 ,应以相对优惠的政策鼓励非国有经济

单位尤其是个体私营单位雇用下岗职工 , 对提供新岗位和

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予以政策支持。

其次 ,应鼓励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餐饮

业 、商业 、旅游业 、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人均就业费用低 ,

就业容量大 ,易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4] 。如社区服务业 ,

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 、卫生 、教育 、管理 、餐饮 、商

服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重要增长点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投入 ,就业潜力巨大。 当然 , 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广大居民

的消费热情为前提。因此 ,政府要界定好国家 、集体 、个人

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 提高人民收入 , 同时实施一定的鼓

励帮扶等措施 ,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 ,应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 拓宽供求信息传播渠

道。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尚不健全 ,劳动力流动性差 , 所

以有必要从多方面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政府需要用

法制化和程序化的原则监督用人单位和管理部门行为的

规范性 ,明确劳动合同法 、劳动诉讼法 、劳动保险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细则 ,使劳动者能够正确维护自身权利从而安心

工作。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能为劳动力自

主就业创造宽松的环境 ,有助于待就业人员提高创业积极

性 ,缓解城镇就业压力。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 是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举措。

由于我省就业信息网络很不健全 ,所以劳动力供需双方不

能在第一时间沟通 ,阻滞了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因此增加

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等职业介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 , 提高

互联网的利用率是有必要的。另外 ,广播 、电视 、报纸等媒

体也是传播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有力渠道 ,定期播出劳动力

供求信息 ,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有效沟通。

综上所述 ,黑龙江省城镇就业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 ,

就业形势是不容乐观的。要有效地缓解就业压力 , 必须在

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

心态教育 ,着力发展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 , 深化产业结

构调整 ,以经济增长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 从而从根本上

解决我省城镇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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