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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研究主题选择的激励，源于对中国存在较高自然失业率这一重要命题的解释和回答。
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7：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就业促进》背景交代中已经提及。
我们不但要关注摩擦性失业，即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中介问题，还应高度关注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
在的“个人找不到工作，而企业又招不到人”，即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的现象。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遭遇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首次由外部金融危机引发的周期性失业冲击。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由沿海城市大规模返乡，以及当年680多万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这给
中国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压力。
直至今日，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没有缓解，更谈不上消除，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由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所内生的根深蒂固的惰性，使得劳动力供给调整速度极其缓慢，结构性失业甚至变得更
为突出。
结构性失业成因的核心是就业能力不足，既包括认知技能的缺乏，也包括非认知技能的不足。
这一现象也成为像海克曼这样的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近年来高度关注和研究的命题。
当前的中国，面临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即“双转型”的艰巨任务，而实现“双转型”推动经济的持
续增长，不得不依赖劳动力供给方的根本调整。
在中国告别物质资本短缺约束条件之后的今天，要维系经济持续增长与就业扩大，就必须高度关注劳
动者就业能力，包括创业能力的提升。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是连接现代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之间的桥梁，更是推动经济
持续增长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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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中国就业战略报告”系列的第四部。
报告在国内外大量就业能力研究的基础上，对在职人员、大学生、农民工和失业人员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双转型”背景下的就业能力提升战略进行研究。
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艰巨任务，而提升就业能力，包括提升创业能力，已成为实
施我国扩大就业战略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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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家庭对修炼层软技能的影响是较大的，这种影响伴随着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习惯的养成过程
而产生，例如先天禀赋相当的双胞胎放到不同的家庭中去养育，其结果可能会差别很大，正如金庸笔
下的小鱼儿和花无缺的巨大差距。
教育与开发对修炼层软技能的形成同样作用很大，尤其是早期教育与开发，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教育和
开发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天赋层软技能对修炼层软技能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既有直接的影响，又有通过家庭影响或者教育与
开发的过程对修炼层软技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经常会发现，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尽管接受同样家庭影响和教育开发过程，但是其结果可能会
存在差距，这就是因为两个孩子天赋层软技能的差异可能直接对形成修炼层软技能有影响，也可能不
同的天赋层软技能与家庭影响或者教育与开发方式的匹配性不一样，从而形成的修炼层软技能也不一
样。
情境化训练和激励约束机制也会对修炼层软技能产生影响，例如一个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往往能够促进
责任心或者成就动机的提升。
应用层软技能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修炼层软技能、情境化训练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多重影响，实际上天赋
层软技能、家庭影响、教育与开发同样也会对应用层软技能的形成发生影响作用，但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侧重考虑前三个因素。
应用层软技能往往是在完成具体工作任务或行为时体现出来的，因此情境化的训练能够有利于应用层
软技能的形成和发展。
而激励约束机制由于改变了人完成工作任务或者行为的外在动力，从而也可能会影响应用层软技能。
例如，过去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好的传统国有企业员工到了外资企业工作时似乎换了
一个人。
修炼层软技能会直接影响到应用层软技能，也可能通过更加适应情境化训练过程或者对激励约束机制
反应更加强烈对应用层软技能的形成影响力。
例如，成就动机或者责任心强的人往往训练的效果更加明显，激励约束制度对其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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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双转型"背景下的就业能力提升战略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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