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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

一、 定义的比较

在资本主义国家， 就业统计和失业统计反映的是劳动力商品的实现过程， 即劳动力商品

的买卖关系。 根据国际劳工局的标准， 所谓失业者要符合三个条件： 0有劳动能力，＠有劳

动愿望； ＠有求职冲动。 但是各国的具体规定并不相同。

首先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年龄规定不尽相同。 如美国是16岁以上， 日本是15岁以上，

德国是14岁以上， 法国则不限定年龄等等。 因此， 由于各国对 “有劳动力人口 ” 这个统计指

标的口径不 一致， 致使在计算失业率等相对数分析指标并进行国际比较时， 就会产生可比性

的问题。

其次， 各国对有劳动愿望的人的规定也不相同。 美国只规定为有就业可能者； H本规定

为有就业可能， 并在被调查期间（每月最后 一周内）没有从事1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的人

（日本对失业者有 “完全失业者 ” 之称）；德国规定为没有工作、 并希望得到至少三个月以

上的每周20小时以上的劳动机会的人，法国则规定为没有职业但有可能就职、 并希望被长期

雇佣的人； 意大利规定为在调查期间没有工作， 有求职活动的人。 可见， “有劳动愿望 ” 这

一概念的内涵在各国也是大相径庭的。 在法国， 即使被调查者在调查期间做过有收入的临时

工作， 但如果他的劳动愿望是希望被长期雇佣， 他仍然算作失业者；而在日本， 被调查者只

要在调查期间做过1小时有收入的工作， 他就不被算作失业者。 把法国与日本的概念相比，

二者相差的是如此之远， 可知失业者的绝对数与相对数以及就业人口数会有多大差别。 尽

管法国和日本可以按照自身的定义， 各自进行失业统计并形成时间数列进行分析， 但在国际

比较时（例如进行两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比较分析）， 就必须作调整了。

再次， 各国关千 “有求职活动” 这个概念， 虽然都规定失业者必须是求职登记过的人，

但对 “登记过” 也有不同的定义。 美国、 加拿大规定为在过去4周内有求职活动的人， 意大

利规定在调查期间内有求职活动，大部分国家则对求职登记的时限不作规定。

我国近年来随若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失业人口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但是， 对失业和就业没有统一 、 具体的标准。 上淘1990年曾有一 次

失业无业人员调查， 规定在调查期间有劳动能力， 在国家规定就业年龄里(16岁以上）， 有

旁动愿望并在调查期以前3个月内向劳动服务部门登记的人为失业人从；把有机会也不愿就

业或在调查期以前3个月内均未寻找工作者列为无业人员（而不是失业人从）。 但在上悔市
1989年的另一次调查中规定， 凡具有劳动能力， 在国家规定年龄里， 有就业愿汜（含尚未向

劳动服务部门登记者）而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各类人员都是失业人员。 由于上海这两次调查对

失业人员的定义有所不同(1989年间查中规定尚未登记者也作为失业者；而1990年询查规定

必须处登记过1向人）， 因而1989年的失业率估计伯为1.3%-1.6%， 而在1990年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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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这样的结果势必令人茫然。 上海的这两次调查分别是根据某些部门的委托和要求进
行的， 笔者认为， 某些部门在组织调查时应有统一 口径可循。 在我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有

夕 计划商品经济的进程中， 失业统计和失业问题的研究应在科学定义的前提下进行。 国家统计
局、 国家劳动部门有必要尽快作出统一规定， 首先为国内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统一的参考
标准， 继而能参与国际比较。

对失业者的定义是对失业人数、失业率等 一系列统计指标的定性解释。 这是决定定最的
准确性、 定拭分析的质址和进行各种国际、 国内比较的前提。 除上述对失业者年龄、 劳动能
力、 求职愿望和求职行业的规定不同以外， 各国对暂时被解雇者、 初次求职者是否包括在失
业者之内的定义也不相同。 日本和英国不包括 一时被解崩者， 其它发达国家都包括；英国不
包括初次求职者， 其它各国都包括。 另外，军人是否包括在就业人口或劳动力人口中， 在各
国也有不同处理。 除日本将自卫队员包括在劳动力人口中外， 其它国家一 般都不包括在内。
我国目前的失业、 就业调查主要是在城镇劳动力人口中进行， 而上海对劳动力人口解释为市
区职工人口加失业人口。

从广义来说， 失业中还有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之分。 一般失业统计数据反映的是显性失
业部分， 即那些没有工作而在寻找工作的人口， 失业统计主要应对这部分显性失业人口的自
愿性和非自愿性进行划分。 我国所称的待业人口以非自愿失业居多。

失业现象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 这 一 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被
认为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产生失业的原因、 失业结构和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失业统计
不仅要对失业人口及相关指标于以反映、 分析， 对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也要作进 一步的定义
和反映。

日本把除显性 、 隐性失业人口外的相对过剩人口定义为 “不安定就业 ” 指标， 其中又分
为半失业、 部分失业和失业意识三部分人口。 半失业指的是临时工、 按日计算报酬的雇工 、

副业工作的人。 部分失业指的是短时间就业， 即每年工作200天以上但每周不满35小时的人，
或每年工作不满200天的人。 失业意识也称就业希望意识， 指那些希望调换现职或有新的就

．、 职愿望的人。 日本将不安定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合计为 “不安定就业和失业人口 ” 。 对不安
定就业人口的定义和统计，目的在千失业者的统计和预计。例如，某年日本的 “不安定就业和失
业人口 ” 是完全失业人口的15倍， 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对日本失业情况的进 一步揭示和预示。

在我国， 目前对 “失业” 的定义尚不具体、 不统 一。 统计调查时， 对于显性失业、 隐性
失业尚可作一般规定；但对就业形态如临时工、 副业工作等却没有具体、 统 一 的统计口径和
统计数字， 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及市场发展势必并已经对此提出要求。 应该说这是新形势对
失业、 劳动统计捉出的新课题。

由于上述各国对失业者 、 劳动力人口、 就业人口的定义不同，计算失业率的计算式也不
l心在使用并比较各国失业相对状况的指标 “失业率 ” 时， 就应予以充分注意。

二、 调查与相关数据的比较

各国对失业状况的调查 一 般采用抽样悯查的方法或根据求职登记记录进行。 美国由劳工
局对60000住户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 调查时间是每月含12日的那一周， 失业统计资料发表
于＜＜劳动月fl巨(Monthly Labour Review)；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都是由中央统计局
进行抽样侃l什； 而货冈、 德 l,1 、 认目则都利用求职济记统计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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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失业的形成原因进行比较时会发现， 我国的失业形成从根本上讲， 是由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通过劳动力市场， 在劳动
力供求关系中实现社会化。 由于劳动力供给具有刚性， 劳动力需求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
性， 决定了在商品经济中， 一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中， 必然游离于生产过程
之外， 也就是劳动力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的分离，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失业现象的客
观原因。 经过统计调查， 我们还可以找到形成我国失业现象的几个具体原因， 概括起来有s
＠劳动力总盘上的供过于求， 一方面是人口生产的过度膨胀， 另 一方面是技术进步、 经济波
动引起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 从1987年到2000年， 平均每年进
入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 而我国城镇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平均每年不到730万
人， 这样， 劳动力过剩人口每年至少有400万人。 这也是造成显性失业中非自愿失业的主要
原因。 ＠劳动力的供求结构不 一致， 包括地区结构、 素质结构和产业结构。 ＠劳动就业制度
尚不完善， 缺乏劳动力流动性。

根据上海市1989年对失业（待业）人员的调查， 经对379名失业人员失业原因进行分析，
其中毕业后未能升学、 就业的人数占失业者总数的16.1%； 合同期未满未能续聘的合同工占
15.6%， 因身体不好不适应本职工作而辞职或终止合同者占12.7%， 等等。 总的看来， 上海
这次词查反映失业者多数是因自身原因而失业的， 以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为多， 后者比
重在上升。 失业者主体由新增劳动力为主转变为就业转失业社会劳动力为主。

在上泡市的失业者中， 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80％以上， 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占
45％以上， 熟练工以上水平者占50％以上。 说明上海失业者的年龄、 文化构成的特点： 年龄
趋向年青化、 文化技术水平趋向高档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类型可以归纳为＄季节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
失业。 后两种类型的失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众所周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
市场经济机制下， 市场的过剩造成生产缩减、经济活动下降， 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且减少，
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下降、 就业量减少、失业增加， 由此造成的周期性失业便不可避免。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失业， 例如在我国目前已出现了周期性失业的荫
芽。 据我国建国以来的有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 曾有七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但劳动力的
周期波动只有两次， 而且很不明显。

失业统计比较还包括失业强度、失业待续期等的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目前失业统
计指标尚不齐全， 指标体系亦末形成， 即使是失业率这一 常用指标， 也存在失业人口定义与
现实脱节之处。 目前我国的失业、 待业统计研究仅局限于城镇人口， 因此还需要研究农村失
业率的统计问题。

综上所述， 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首先要解决如何对失业定义， 包括总扯指标、 相对指
标、 水平指标的定性和比较， 然后才能进行失业统计的数址的比较和分析比较， 最后实现国
际经济范畴内的统计比较。 我国当前亟需扩大对失业进行统计的范围， 即包括农村劳动力在
内的就业、 失业统计、 研究建立一套完整、 科学、 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体
系， 加强对我国失业率， 失业原因、 失业构成的研究及其国际间比较， 为我国政府制定就
业、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依据。

一 64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