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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失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实证分析了我国失业保险金水平变化及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
基金支出变化对失业者再就业产生的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较低，对
失业者劳动供给影响效应不明显；（2）失业保险给付期限对失业者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但作用方
向为正，这一点与国外研究结论相反；（3）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对再就业影响效应不显著。
围绕着失业保障制度的再就业效应，《中国失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对失业保障基金这一关键因素进
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准确把握失业保障基金的未来收支发展趋势，在借鉴国外失业保障制度关于再就
业促进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新形势要求的失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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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失业保障制度的起源与功能演变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失衡与失业保障制度产生　　
劳动力市场讨论劳动力的就业、失业及劳动参与情况，根据劳动力供求情况，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供不
应求、供求平衡及供过于求三种类型，其中劳动力供过于求失衡状态较为常见。
因此，经济学家多从失业角度反映劳动力资源配置情况，学者们探讨了失业的定义、性质和原因等，
并提出了减少或缓解这种失业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欧美各国频繁出现的失业问题，使得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受到挑战，古典经济
学理论解释不了日益严重的技术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问题，社会各界逐步改变原有的视失业者为懒惰
者的思想，转而意识到失业是经济周期和技术变革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失业成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结构性失业。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而使一部分职工从企业中游离
出来造成的失业。
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和新型科学管理体制带来大批工作岗位的永久消逝，而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更低。
这就必然带来原有工作岗位的减少。
同时，为适应竞争的需要，企业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也使得企业不得不大量裁员。
（2）季节性失业。
即指某些企业因受季节和生产周期的影响而引起的失业。
（3）摩擦性失业。
由于求职的劳动者与需要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而形成的失业，如工作岗位转移暂时出现的
工作中断，等等。
　　凯恩斯提出了非自愿性失业经济概念，将除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以外的失业都归入到非自愿
性失业行列。
该类失业多指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包括企业破产、兼并等）而造成的失业；也可以理解为在劳动力市
场下，工人愿意接受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支付的工资而受雇，但雇主仍因不能获得预期利润或者因
设备不足不愿雇佣而产生的失业。
非自愿性失业与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或国内外环境变化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彻底消除失业现象几乎不可能，因为就业水准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准所决定
，它难以在短期内进行改变或调整。
与此同时，失业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又不可忽视，失业风险给失业者家庭生活、心理、精神等方面带
来一系列不良影响，这些问题集中到一定程度易于形成社会犯罪、丧失公平等问题，整个社会由此可
能发生动荡和冲突。
因此，为缓解失业风险，政府除了实施扩大就业的政策以外，还应该实施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如应
对失业者进行救济，提供劳动技能培训、职业介绍以增强失业人员素质。
失业保障制度就是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校正市场调节可能出现的偏差，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而实施
的“被动性”失业补救、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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