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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把握积极就业政策新内涵  实现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都阳 
 

    就业优先政策被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不仅强化了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政策导向，也突出了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纵观我国就业政策的发展

历程，就业优先的目标是通过落实积极就业政策实现的。进入新时代，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更加

彰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不断优化积极就业政策的框架和内容，在确保就

业稳定的同时，实现劳动力市场健康、有效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提高就业政策实施的精度 

    推进积极就业政策的成本主要包括行政成本和机会成本。行政成本主要是指公共财政对积极

就业政策的直接或间接投入，以及行政体系为推进政策所动用的资源、产生的负担等。 

    由于公共财政对于积极就业政策有大量的投入，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就业服务和积极就业政

策实施的绩效管理和效果评估；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度，来提升政策实施的

水平。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机会成本，是指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目标和其他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此消

彼长的关系。一般来说，直接的成本切实可见，也容易计算，但政策执行的机会成本往往被忽视。

因此，推进积极就业政策，不仅要考虑其所要实现的劳动力市场目标的实施效果，还需要考虑积

极就业政策对其他经济指标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失业率与价格水平的关

系尤为密切，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其一，失业率和价格水平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目标都需

要寻求这二者的平衡。当然，人们对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高的价格水平的容忍程度并不是等价的。

已有研究表明，失业率对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系数是通货膨胀的 2倍。这既体现了失业率和价格水

平作为调控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也为我们制定更加细致的调控方案提供了参考依据。 

    其二，失业率不是可以无限降低的，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有其作用的极限，这也是在政府的工

作目标中需要确定一个失业率水平的原因。自然失业率确定了充分就业水平，给出了积极就业政

策短期的目标极限，也是新时代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内涵。当然，自然失业率在长期也可能下降。

除了一些政策和制度不可控的因素影响自然失业率以外（如人口结构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

提高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可以在长期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三，积极就业政策的方向和力度需要由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相对关系来确定。潜在经济

增长率水平决定了自然失业率水平，自然失业率与现实的失业率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积极就业政

策是否需要有短期的需求管理的内容。这意味着如果对失业性质缺乏准确的判断，投入积极就业

政策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就会降低。 

    加强积极就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积极就业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种协调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业指标应该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瞄准指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把劳动力市场指标如失业率、就业增长情况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瞄准

指标是可行的。把劳动力市场指标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自然也就加强了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与就

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当然，把就业指标作为决策依据，需要依赖更加准确、迅捷的劳动力市场信

息，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统计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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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根据自然失业率和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的联动关系，确定积极就业政策以及其他调控

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在劳动力市场进入新古典形态后，经济增长、失业率和价格水平总是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

自然失业率和适宜的价格水平波动。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实施的终极目标，就

是寻求缩小实际指标与上述几个均衡指标的差异。显然这也对积极就业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不仅需要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发展，还需要掌握其和主要经济指标之间互动关系的规律。

这也体现了新时代的积极就业政策具有新的内涵。 

    最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 

    不仅宏观决策部门要在就业政策的部际协调中发挥作用，就业主管部门也需要在其他宏观经

济决策中发挥协调作用。确保“稳就业”的工作目标，从工作任务的性质看，更多的是从需求端

管理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消解周期性经济波动产生的失业和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从这个意

义上说，宏观经济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安排宏观调控政策，综合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取向和力度，从而应该对解决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承担更多职责。同时，就业主管部门参与

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也有利于把劳动力的动态信息纳入相机决策的机制中，有利于落实瞄准劳

动力市场指标的宏观调控计划。 

    兼顾短期就业平衡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发展 

    把积极就业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更加明确了积极就业政策的调控角色。一方面，要注意

到短期的积极就业政策不可能替代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更要防止作为短期的调控政策在中长

期固化，并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兼顾短期就业平衡和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发展目标，需

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准确及时地研判积极就业政策推出和退出的时机，将政策执行的成本最小化。 

    作为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积极就业政策针对需求缺口产生的周期性失业时，应该更具有短

期管理的性质，既需要及时观测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的缺口，在缺口加大时迅速推出，也需要在

自然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接近时果断退出。因此，加强失业性质的基础研究，建立相关的监测体

系非常必要。 

    其次，要防范在维持短期就业平衡时损害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运行效率。 

    高参与率和低失业率是劳动力市场调控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劳动力市场繁荣的重要体

现。相形之下，低失业率和低参与率的组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短期的劳动力市场调控目

标，但人力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没有得到发挥。 

    最后，通过结构性改革降低自然失业率水平。 

    当前降低自然失业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

性。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对就业创造的积极意义。然而，劳动

力流动对于维持短期的劳动力市场平衡的积极作用却往往被忽视。 

    劳动力的流动性包括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流动等多种方式。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之所以对稳定就业起积极的作用，是因为通过劳动力的流动，企业获

得了更多的机会寻找更合适的劳动者，降低了企业用工的难度，有利于企业重新配置要素资源，

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也有更多机会选择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前提高劳

动力流动性的核心，仍然是继续致力于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要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

多措并举，以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