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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业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重大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具有决定性作用
的民生问题。
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是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高质量的就业。
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就业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性举措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
究所组织编写的《2006-2007年：中国就业报告》以素质就业为主题，对我国素质就业的状况和高技能
人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宏观经济与就业、就业政策的变革、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以及劳动
力市场运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供了大量最新的一手资料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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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劳动者素质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还是投资，人力资本还没
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据测算，我国经济高速成长期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达到0.901，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103.27%（部分年度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负数），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仅
为0.10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5.60%，即长期以来，投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而
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则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而日本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达到0.88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45.77%，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其经济增长中决定性的因素。
这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战后充分重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的结
果。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技术进步意味着对各类技术人员乃至高技能人员需求的增加，从而对
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2006年，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对中、高级技能人员的需求旺盛，约54%的用人需求要求求职者具
有一定技能等级或技术职称。
而现实中，我国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仍待提高，如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比，以教育水平衡量的
人力资本水平要低3～4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口比例要低5个百分点，并且
素质也不高；技能劳动者在数量、结构和分布上不合理，技能劳动者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差
距极大，技能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在总体数量上仍然存在严重短缺，尤其是在制造、加工等传统
产业和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城乡人口的
文化素质差异巨大；东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差距仍然较大，同时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
问题相对突出，对整体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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