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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的青年失业问题与就业政策分析
###对 !""N 年以后西方国家的考察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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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N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开始有所缓解$但是危机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巨大$在很多

国家青年失业率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复苏而有所降低% 很多政府在危机中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青

年就业的政策% 本文考察了危机中和后危机时代各国青年就业的状况$并希望通过对青年失

业原因及各国青年就业政策的研究$发现其特点及对中国青年就业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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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目前已经有所

缓解!但是从就业方面来看!经济危机的影响还远

未结束!这其中非常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各国的

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而青年!失业率作为%劳动

力市场的主要指标之一&

+#,

!在危机之后并未有

明显的改善!很多青年人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很

严重的就业困境!%青年人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中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多国政府增加了对青年

就业的资金投入!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

渺茫!政府在就业方面的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很

多国家担心部分青年人将会遭受多年的失业危

机#&

+!,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青年失

业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各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问

题!而 !""N 年的经济危机相较此前的经济危机对

青年就业的打击更大!此次危机引发的结构性问

题不但严重阻碍了青年人从学校到工作的进程!

而且对很多刚刚获得短期工作的青年人来说!他

们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前景也并不乐观# 因此政

府在进行长期的结构性变革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同

时!也必须制定适当的短期措施来缓解青年就业

的压力#

一&经济危机及后危机时代各国青年

失业的基本状况

"一%青年失业率显著上升且在危机后并无

明显下降

青年失业率的显著上升是经济危机对青年就

业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后危

机时期# 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在经济危机之前

青年失业率就已经高于成年失业率!但是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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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爆发之后!青年失业率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

根据图表!我们可以发现!欧盟 !K 国 !""% 年的青

年平均失业率比 !""N 年增长了近 Mf!在 !""% 年

则已经达到了 !"f# 从国别来看!除了荷兰(丹

麦(挪威(德国以及日本的青年失业率在经济危机

中还能维持在 #"f上下以外!其他欧洲国家青年

失业率大都居高不下!几乎都在 !"f以上!有的

国家例如西班牙甚至已经达到了 GK)Nf# 而与

此同时!美国的青年失业率在 !""% 年也达到了

#K)Hf# 而在危机结束的 !"#" 年和 !"## 年!各

国的青年就业率普遍没有好转!欧盟 !K 国的青年

失业率在 !"#" 年以及 !"## 年中都在 !"f以上!

从国别来看!各国的青年失业率延续了经济危机

中的状况!危机之中青年失业率低的国家继续保

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其他国家的状况则没有

非常明显的改善!其中一些国家!例如丹麦(爱尔

兰(克罗地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

青年失业率在危机之后甚至比危机之前还要高#

美国的青年失业率也没有很大的改善!处于与经

济危机中相当的水平#

"二%尽管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但是青年就业

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尽管一些证据表明全球经济已经到了一个

低谷!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像这次这种程度的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更加剧烈而且更加持

久# 即使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工作机会的不断减

少和不断增加的持续失业将使失业率在全球范围

内长时间居高不下#&

+G,青年失业率作为更加脆

弱的变量!受到经济危机的创伤更为严重!恢复起

来也将越发艰难# 全球消费传导到实体经济再传

导到就业直至青年就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业

机会的创造要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复苏!因为很多

企业在危机之中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产品!因此!青

年失业率在今后的两年之中还将维持在一个很高

的水平#&

+$,而且从 !"## 年欧元区几国如希腊(

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来看!欧洲地

区经济的复苏步履维艰!这使很多企业对全球经

济发展的前景也存在悲观的想法!会更加影响青

年就业的前景!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各国超过

G"f甚至达到 $"f以上$见表 #'的青年失业率就

是后危机时代青年就业严峻状况的最直观体现#

表 #D各国青年失业率"!M 岁以下f%"来源!A,(+<?.?%

国家I时间 !""N !""% !"#" !"## "̂H !"## "̂N

欧盟$!K 国' #M)N !")# !#)# !")% !")$

比利时 #N)" !#)% !!)$ #H #%)K

丹麦 K)H ##)! #G)N #$)# #$)K

荷兰 H)G K)K N)K K)G H)H

爱尔兰 #G)G !$)$ !K)N G!)# G!)!

希腊 !!)# !M)N G!)% $G)#

西班牙 !$)H GK)N $#)H $M)! $G)K

意大利 !#)G !M)$ !K)N !H)# !G)!

匈牙利 #%)% !H)M !H)H !G)K !$)G

奥地利 N)" #")" N)N K N)H

波兰 #K)G !")H !G)K !G)M !!)K

保加利亚 #!)K #H)! !G)! !$)$ !$)N

克罗地亚 !#)% !M)# G!)H GG)% G#)%

爱沙尼亚 #!)" !K)M G!)% !G)H

!!!

罗马尼亚 #N)H !")N !!)# !#)N

!!!

斯洛文尼亚 #")$ #G)H #$)K #G)!

!!!

捷克 %)% #H)H #N)G #K)% #N)N

土耳其 #N)$ !!)K #%)K #H)H

!!!

斯洛伐克 #%)" !K)G GG)H G#)$ G")$

挪威 K)! N)% N)% %)#

!!!

芬兰 #H)M !#)M !#)$ !")$ #G

瑞典 !")! !M)" !M)! !N)H #K)G

法国 #%)G !G)% !G)K !#)K !G)!

德国 #")H ##)! %)% %)N #"

英国 #M)" #%)# #%)H !#)$

!!!

美国 #!)N #K)H #N)$ #N)% #K)M

日本 K)G %)# %)G K)H

!!!

二&青年失业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经济形势和整个经济发展周期对

青年就业有很大影响

%影响青年就业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整个

经济形势# 青年就业指标在劳动力市场中是最敏

感的变量!在经济腾飞时!青年就业上升!而经济

开始衰退时!青年就业则迅速下降#&

+M,宏观经济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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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通常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进而影响青年就业!

在经济衰退期!社会消费预期降低!各种产品存在

积压的风险!这会导致雇主在扩大生产规模方面

小心谨慎!因此雇佣新员工的可能性降低!这是经

济危机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减少的直接原因# 因此

各国希望通过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就业!

但是经济复苏并不意味着失业状况的改善#

"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学校到就业&的过程中出现了问

题!一方面是学校教育与劳动力需求之间出现了

衔接问题!青年得到的知识在工作中并不需要!

%导致青年失业或仅获得低收入的工作的原因是

学校知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知识之间的差距# 而

教育提供的知识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间的落差

甚至比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对青年就业的影响都要

大&#

+H,另一方面!很多青年人在刚进入劳动力市

场时很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就给学校的就业

指导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很多青年人仅

仅完成了初中或高中学业!在这一级的学校中!几

乎没有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因此青年人在

毕业之后只能求助于家庭或者其他媒介来寻找工

作!但是这类媒介能够接触到的工作机会少之又

少!且大部分为短期工作!这会使很多青年人频繁

的进出劳动力市场# 因为公共就业服务的缺乏!

如果通过劳动力市场也找不到工作的话!很多青

年人就没有别的方式再寻找工作!并且因为青年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很强!一段时间找不到工

作会使他们丧失继续寻找工作的信心!他们在劳

动力市场中会成为%不积极&的群体#

第二!政府和社会的就业服务机构的一些政

策和服务手段没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

要求!导致青年人在各种就业服务方面获得的帮

助比较少!严重影响了青年就业# 从各国的经验

来看!政府和社会就业服务机构在帮助青年人就

业方面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就

业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内容!对实现社会公

正!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帮助社会

成员实现就业也是政府责任的基本内容)另一方

面寻找工作的过程是一项与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门

联系非常密切的行为!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

临信息(能力(就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很难

找到合适的工作!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尤为明显!这

需要政府和社会就业服务机构责无旁贷的承担起

帮助青年人实现就业的责任# 但是一些国家的政

府部门及各种就业服务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政策

和服务往往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社会保险方面!

有些国家劳动保险政策饱受诟病!欧洲国家由于

社会保险政策过于完备!因此青年人往往缺乏寻

找工作的动力#

第三!企业对青年人有很大的歧视# 首先!对

已就业的青年人而言!企业对青年劳动者的歧视

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前景# 对已经找到工作的青年

来说!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失业

风险!青年雇员会发现他们会遇到一种%后进先

出&$/.<?5- 05(<?+,?'的歧视性待遇+K,

!这一情况

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青年雇员进入企业的时间较

短!在企业中的地位往往比较低!与企业的运营关

系不大!解雇这些人对企业的运行并不会造成很

大的影响!因此雇主出于企业经营的考虑往往会

首先解雇青年人#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劳动保

护立法不利于青年人!解雇青年雇员的成本更低#

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解雇员工的补偿金随

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增加#

"三%青年人自身的原因

第一!在影响青年人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

很多因素中!人力资源能力是最基本的# 缺乏人

力资源能力的青年人往往会面临更长时间的失

业!而就算他们得到工作的话!也仅是不稳定或者

低收入的工作# 而在衡量人力资源能力时!除了

学历水平这一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直观衡量标准之

外!青年人也缺乏其他例如工作经验等衡量标准#

为了提高青年人的学历水平!就需要他们继续接

受学校教育或者参加培训)为了获得其他的人力

资源衡量标准!就需要青年人始终处于劳动力市

场之中!维系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通过短期工作

或者学徒制工作等方式不断积累工作经验(考取

技能证书等#

其次!对青年失业者而言!寻找工作过程中信

息和经验上的缺乏也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 无

论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还是失业后继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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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寻找工作的青年人!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劳动力

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原因在于企业更加倾向于

雇佣有经验的员工!这是青年人寻找工作的天然

劣势# 在寻找工作的经验方面看!由于缺乏与劳

动力市场的联系!并且缺乏找工作的经验!青年人

与成年人相比更难找到工作#

第三!很多青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愿积极

进入劳动力市场!各国青年就业政策除了要通过

各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劳动力需求之外!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鼓励这些不积极找工作的青

年人参与各种活动# 实际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既

不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青年

人!这部分青年人被称为 EAA6$E+?5- A:,8.?5+-

-+(5- A_'/+9_7-?+(6(.5-5-3'!在 !""N 年 FA1R

国家中平均有 ##f的 #M U!$ 岁的青年人处于这

一状态下!在这部分青年人中 GGf的人的工作经

历少于一年!Kf的失业已经超过一年以上!H"f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非常不积

极#

+N,尽管无论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有什么样的

变化!这样的青年人都一直存在!但是在经济危机

之中和后危机时代!在就业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

能够参与就业的青年人很容易转化成为 EAA6!

因此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青年人丧失就

业的动力和信心# 还有!由于 FA1R各国普遍突

出人的个性与自我实现!因此!很多青年人不愿意

受到工作的束缚!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积极寻找工

作的原因之一# 此外!很多青年人与父母居住在

一起!有父母提供经济来源!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

压力!这也会影响他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三&各国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青年就

业政策

"一%各国出台针对经济危机情况下青年就

业的应急性政策#缓解迅速发展的青年失业问题

!""N 年的经济危机影响迅速扩大!对青年就

业的影响尤为严重!为了帮助青年人在危机中实

现就业!各国纷纷出台了应急性措施!例如美国出

台了针对青年就业的一系列短期措施!还有法国

的.青年法案/(荷兰的.青年投资法案/(英国政

府的青年失业保险金计划!等等#

"二%扩大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范围#保证更多

的青年人领取到失业救济金

很多国家对失业救济金的领取有资格的限

制!劳动者需要一定的工作年限或交纳一定时间

的失业保险或者是失业一段时间才能有领取失业

救济金的资格#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FA1R国家有

这样的规定!例如法国规定的最低工作时限是 $

个月!而丹麦则规定低于 !M 岁的青年人如没有工

作经验的话仅仅能获得正常情况下一半的失业救

济金# 这些规定对于刚离开学校的青年人来说很

不利!在经济危机中的影响则比正常情况下更为

显著!因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他们很可能会很长

时间找不到工作!无法实现初次就业!从而就无法

达到法定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要求# 这会导致很

多青年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会失去收入来

源!而缺乏收入则使他们更加难以寻找工作# 因

此在经济危机中!很多国家修改了领取失业救济

金的规定!扩大了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范围!让失业

保险覆盖更多的青年人!也让很多刚离开学校的

青年人能够在没有缴纳失业保险的情况下领取到

失业救济金# 有一半以上的FA1R国家在经济危

机开始之初就将失业救济金的覆盖范围扩大!这

一措施在危机过程中和后危机初期对青年失业者

的帮助很大!但是接受失业救助的青年人应该遵

循%互惠&

+%,原则!即他们在寻找工作过程中要积

极起来!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例如美国政府通过

发行债券的方式向各个州提供失业救济金!接受

债券的州要将失业救济扩展到那些原来享受不到

失业救济的青年人#

"三%加大公共就业服务投入#通过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帮助青年人寻找工作

由于青年人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信息和

能力方面的不足!很多国家采用加大公共就业服

务投入的方式来帮助青年人寻找工作!美国政府

!""% 年的.劳动力投资法案/向成年人!移民工人

和青年失业者提供了 G" 亿美元用于帮助就业!增

加的就业资金更偏向青年人!并且将有资格获得

帮助的青年失业者的年龄从 !# 岁提高到 !$

岁#

+#",由于经济危机从美国房地产业发端!因此

对建筑业的影响极为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向

面对建筑业部门青年人的教育培训项目提供更多

的资金!以帮助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从事建

筑业的青年人能够维系在劳动力市场当中#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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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机构在向青年人提供就业服务的

过程中!要求青年人要同时承担积极寻找工作的

义务# 很多政府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向处在劳动

力市场边缘的青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但是

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要求青年人要承担更加明确和

严格的义务# 这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胡萝卜加大

棒&式的社会服务计划!%胡萝卜&指的是向青年

人提供的收入支持!而%大棒&指的是请青年人必

须接受劳动就业机构提供的培训计划或者是工作

机会+##,

# 在很多国家这一计划起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例如荷兰政府通过的青年人投资法案决定!

从 !""% 年 % 月开始!荷兰所有地区的政府有义务

给向社会机构寻求帮助的 #N 岁到 !K 岁的青年提

供一份工作或培训的机会# 实际上在荷兰的一些

大城市!从 !""M 年前后这一严格的政策就已经发

挥了成效#

+#!,缺乏基本技能证书的青年人被鼓励

去参加培训!如果青年人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

那么他的失业救济金将会减少# 政府的目标是既

减少青年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又能使得青年人处

在工作状态!一旦经济危机有所缓解!这些青年人

能够很快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企业也不至于无人

可用# 澳大利亚政府则规定!!" 岁以下的青年人

获得收入帮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参加就业机

构提供的培训#

"四%通过减税&提供资金扶持等方式让企业

加大雇佣青年人的力度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和后危机初期!学徒制工

作项目$.''(7-?587<25'<'(+3(.__7<'在维系青年

与工作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使在

学徒制体系建立得非常好的国家$如德国(奥地

利(瑞士和卢森堡'!雇主在提供学徒机会方面也

显得非常犹豫!特别是针对那些缺乏学历的青年

人+#G,

# 为了鼓励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学徒机会

给那些缺乏技能的青年人!很多国家向能提供学

徒制工作的企业提供补助金# 法国和澳大利亚通

过将培训和学徒制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来保障学徒

制的顺利实行# 法国在 !""% 年出台了针对青年

失业者的紧急性政策.青年法案/!通过多种措施

推动学徒制工作# 第一!该法案为了鼓励企业提

供学徒制工作岗位!规定在 !"#" 年 H 月以前向青

年人提供学徒制工作的企业都可以在接下来的一

年内免缴该员工的社会保险金# 第二!规模小于

M" 人的小企业每提供一个学徒制工作岗位将直

接获得 # N"" 欧元的补贴# 第三!政府出台措施

推动企业将青年人的实习工作合同转为正式合

同# 在 !""% 年 % 月以前将实习员工的工作合同

转为正式合同的企业会获得每人次 G """ 欧元的

奖励# 政府还加大了针对低学历青年人特殊工作

合同的财政投入!这种特殊的工作合同是将青年

人的学历与企业获得的补贴挂钩!法国政府在

!"#" 年 H 月以前向企业提供 #K 万个此类的工作

合同# 为了鼓励企业雇佣低学历的青年人!政府

将向雇佣 !H 岁以下的青年人的企业提供每人次

# """ 欧元的一次性补贴!如果企业雇佣的青年人

的学历水平没有达到中学水平的话!补贴数额为

! """ 欧元#

+#$,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向提供学徒制工作或实习

生工作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企业提

供相应的工作机会!这一补贴被称为%保障学徒

制工资补助&#

+#M,除了这方面的补助之外!在企业

参加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能证明本企业

将会雇佣学徒或实习生的公司将会得到优待#

"五%政府和社会机构合作扩大原有就业培

训的规模或开展应急性的就业培训#帮助青年失

业者

在提供培训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机构需要

关注的问题是怎样确保提供的培训能够满足社会

对劳动者的要求# 一般情况而言!各国青年就业

培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青年人获得一定的工

作能力!同时得到进入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学位证

明)另一方面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更好的劳动力!弥

补学校教育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差距)此外!就业

培训也是青年人社会化的一种方式!让失业青年

人参加就业培训可以让这部分青年人有事可做!

有助于缓解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 !G 个 FA1R

国家在 !""% 年纷纷向就业培训提供了更多的资

金支持!扩大了青年就业培训的覆盖面!例如法国

政府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合作!向缺乏技能的弱

势青年人提供 M 万个培训项目以帮助他们获得技

能证书# 同时向长时间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

年人提供 M 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和 G 万个私

人部门的工作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共部门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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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岗位中青年人能够掌握的技能$如电脑技

术(资产管理等'大部分在私营部门都可以用到!

这也有助于青年人就业以后的工作流动#

+#H,

"六%关注)从学校到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改革学校教育的内容#延长青年人的在校时间

在青年人从学校走向就业的过程中!教育机

构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就业服务方面!学校应做

到*第一!确保就业服务机构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相

互合作!让就业服务能及时普及到需要帮助的青

年人)第二!为即将离校的毕业生提供提前的就业

指导!特别要关注那些有可能找不到工作的青年

人!例如成绩不是很理想的青年人或者那些不能

够参与社会活动的青年人)第三!扩大就业服务的

范围!很多青年人在离开学校之后没有找到工作!

但是他们已经进入社会!这部分青年人更加需要

就业指导#

+#K,

由于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偏

差!因此各国在经济危机中纷纷针对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来改革学校教育的内容!帮助青年人提高

知识水平和能力!以更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但是学校教育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面对迅

速发展的经济危机其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教育内

容的改革涉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因此要慎之

又慎!所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各国对学校教育内容

的改革并不多#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青年失业

者失业的原因是因为学历水平太低!缺乏人力资

源能力!因为他们仅仅接受了义务教育!而这一阶

段的教育通常并不涉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

中级学校也通常并不提供有明确针对性的就业指

导!因此延长青年人的在校时间就成为经济危机

时期帮助低学历青年人就业的有效手段!这样做

的优点有两个!一是能提高青年人的受教育水平!

让他们在危机之后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二是缓解就业压力!推迟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时间!让学校分担整个社会面临的青年人毕业

即失业的问题# 况且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临近毕

业的青年人通常选择继续留在学校而不是进入劳

动力市场# 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该

考虑到这种情况!例如在澳大利亚!政府就利用经

济危机时期青年人的就业偏好来改革其就业培训

体制!澳大利亚政府在 !""% 年 $ 月制定了有关青

年人教育培训的计划!该计划预计在 !"#M"!"!"

年间让 %"f以上低于 !M 岁的青年人获得相当于

高中以上的学历!政府还决定改变 #M U!" 岁青年

人收入补助的获得标准!将是否参与教育或者培

训作为青年人能否获得收入补助的前提条件#

+#N,

四&各国采取的青年失业政策的特点

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青年就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系失业

青年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

经济危机之前!各国青年就业政策的关注点

是创造工作机会!即通过扩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方式来解决青年就业# 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时!

尽管各国通过提供公共就业岗位等方式来创造就

业机会!但是经济危机中的应急性政策目标首先

是要维系青年人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因为青年

人在经济危机中特别脆弱!如果在经济危机之中

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在经济危机结束后会出现两

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很多企业可能陷入劳动力

短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另一方面!企业在危机

结束之后往往不愿意雇佣在危机中失业的青年

人!而是愿意雇佣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

在这种情况下!在危机阶段失业的青年人会陷入

危机结束之后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境地!从而更

加打击他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成为%失落的一

代&

+#%,

# 而中国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并不愿意进

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更

多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原因!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在中国很多城市之中已经出现了 EAA6

的群体#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维系同

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这应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青年

就业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目标#

"二%青年就业政策的制定应具有前瞻性#应

考虑其与长期性政策的联系#将一些短期政策转

变为长期政策

经过经济危机的检验!各国政府发现应急性

政策有着不错的效果!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后

危机时代都将这些政策固定下来!确定为长期性

的政策# 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在危机后继续

推动青年就业法案的制定与实施!法国政府在

!""% 年 % 月将危机初期出台的紧急性的补救措

施确定成为长期性的青年就业法案!并且扩大了

%M

第 ! 期DDDDDDDDDDDD姜照辉&金融危机后的青年失业问题与就业政策分析



就业服务的范围# 例如!改善学校对青年人就业

的指导!采取措施防止 #K U#N 岁的青年人辍学!

鼓励青年人财政独立!等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各国的经济发

展前景并不乐观!后危机时代青年就业的状况并

无明显改善!因此短期政策不得不变为长期政策)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在危机时期青年就业政策制

定之初实际上就是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

合!希望通过经济危机的机会调整原有的政策内

容#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危机初期的青年教育

政策!其关于义务教育的改革就已着眼于 !"#M"

!"!" 年# 实际上!经济危机或者社会转型期对青

年就业政策的制订来讲不仅仅是挑战!更多情况

下也是很好的政策调整机会# 伴随着高等教育在

我国的发展!更多的高学历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

场!这使社会和政府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 政府

通过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鼓励青年人自主创业!

这虽然是一个应急性的措施!但是在实行过程中

也可以加大投入力度!扩展帮扶范围!从而将该政

策稳定下来!成为青年就业政策制定中新的发展

方向#

"三%针对青年人的公共就业服务应更加具

有针对性

按照年龄层次划分是值得借鉴的方法!因为

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

置是有所区别的!针对他们的公共就业服务也应

按照他们的特点来进行# 例如!丹麦政府就将青

年人分为三个年龄层!不同年龄层的青年人就业

服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N 岁以下的青年人主

要是接受教育或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源能力!

#N U!" 岁的青年人则是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工作!

包括提供面试培训和寻找工作的培训等!!" 岁以

上的青年人则要预防长期失业!激励他们积极到

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寻求帮助#

+!",而有一些行业和

部门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建筑业!

美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就面向建筑业的青年人制

定了特别的培训计划# 而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房

地产调控!建筑业的青年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很

多从事建筑业的青年人从中学毕业开始就一直跟

随亲属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低学历和简单重复性

工作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前景!各级就业部门可以

在建筑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引导该部门的青年人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以帮助

他们减轻失业带来的影响#

"四%在就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发挥家庭在

帮助青年失业者就业中的作用

各国在经济危机中关于青年人义务都有严格

的规定!例如丹麦政府规定 #N 岁以下的青年人必

须参加就业培训!并且将此与青年人父母的救济

金挂钩!如果青年人没有积极参加培训!那么就将

削减其父母的救济金# 我国现阶段很多青年人就

业热情不高!一方面是青年人自身不愿参加就业!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家庭能够给不就业的青年人提

供经济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就业部门应开展多

方面的宣传!让家庭与社会结合起来共同支持青

年人参与政府提供的就业帮助计划#

"五%学校教育以及就业培训应随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断调整#从而在青年就业过程中起到基

础性作用

从上文分析的青年失业原因来看!人力资源

能力不足和专业技能证书的缺乏是重要原因之

一!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弥补青年失业者在这方

面的不足# 但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非常迅速!

在%从学校到工作&过程中学校教育的滞后性非

常明显!这需要教育部门针对就业情况制订合适

的教育方案# 各国在经济危机中鼓励企业给青年

人提供学徒制工作是增加青年人就业经验的有效

方式# 教育培训以及学徒制工作一方面帮助青年

失业者提升自身能力!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竞争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就业预期)另一方面也

是缓解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青

年在失业时能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有助于缓解

社会矛盾# 此外!通过培训和学徒制工作获得工

作机会的青年失业者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的

成功能够给其他的青年失业者带来很大的鼓励!

使那些原本不积极寻找工作的青年失业者能够积

极起来#

'参考文献(

(#) S+,-3 7̀+'/7.-: ?27g(7.?[787<<5+-$R.>5: E)O)

;7//$R.>5: g);/.-822 +c7((j))bj&R5<8,<<5+- .̀L

'7(E+)MHK$$&'(5/!"##)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 F00?+.3++: <?.(?2 S+,?2 /.Z+,(_.(Y7??(.-<5?5+-<5-

FA1R 8+,-?(57<(*)) FA1R A_'/+9_7-?

F,?/++Y$ !""N)

(G) @27(B7(58Y$ W2+b<Q5?Q.(:7<?:,(5-3.O5-.-85./1(5L

<5<2 627B,/-7(.Z5/5?9+0S+,-3 7̂- .-: W+_7- ?+

=-7_'/+9_7-?5- .- A8+-+_58R+c-?,(-(j))bj&R̀

E+)$GM%$&,3,<?!""%)

($) @8.('7??.$@)$&)@+--7?.-: 6)̂ .-0(7:5)[5<5-3S+,?2

=-7_'/+9_7-?R,(5-36271(5<5<&Q+c?+̀ (7>7-?E73.L

?5>7a+-3L?7(_1+-<74,7-87<+- .g7-7(.?5+-2 ([))

FA1R@+85./$A_'/+9_7-?.-: 5̂3(.?5+- W+(Y5-3 .̀L

'7(<$!"#"&#"H)

(M) 627S+,?2 a.Z+(̂ .(Y7?̀(+Z/7_& b?<E.?,(7$ 1.,<7<$

.-: 1+-<74,7-87<(j))=-5>7(<5?9+01258.3+̀ (7<<.-:

E;A[)

(H) 5̂<Z.2 6.->77(12+,:2(9$ A-(58+̂ .(7//5.-: .̂(87//+

@53-+(7//5)627b_'.8?+0O5-.-85./1(5<7<+- S+,?2 =-L

7_'/+9_7-?[.?7(j))

(K) R.>5: E)O);7//$R.>5: g);/.-82 +c7()S+,-3̀ 7+'/7

.-: ?27g(7.?[787<<5+- ([))bj&R5<8,<<5+- .̀'7(

E+)MHK$$&'(5/!"##)

(N) R.>5: E)O);7//$R.>5: g);/.-822 +c7($ S+,?2 =-L

7_'/+9_7-?5- A,(+'7.-: ?27=-5?7: @?.?7<([))bj&

R5<8,<<5+- .̀'7(E+)MHKG$&'(5/!"##)

(%) b-?7(-.?5+-./a.Z+,(F00587)g/+Z./A_'/+9_7-?6(7-:<

!"##& 62782.//7-37+0.J+Z<(78+>7(9(j))g7-7>.$

!"##)# !̀%)

(#") FA1R!!""%8"$ *+Z<0+(S+,?2& =-5?7: @?.?7<( )̂)

FA1R ,̀Z/5<25-3$ .̀(5<)

(##) @8.('7??.$ @)$ &)@+--7?.-: 6) .̂-0(7:5)[5<5-3

S+,?2 =-7_'/+9_7-?R,(5-36271(5<5<&Q+c?+ (̀7L

>7-?E73.?5>7a+-3L?7(_ 1+-<74,7-87<+- .g7-7(.L

?5+-2 ([))FA1R@+85./$A_'/+9_7-?.-: 5̂3(.?5+-

W+(Y5-3̀ .'7(<$E+)#"H)

(#!) FA1R)*+Z<0+(S+,?2& E7?27(/.-:<(j))FA1R ,̀ZL

/5<25-3$ .̀(5<)

(#G) @8.('7??.$ @)$ &)@+--7?.-: 6) .̂-0(7:5)[5<5-3

S+,?2 =-7_'/+9_7-?R,(5-36271(5<5<&Q+c?+ (̀7L

>7-?E73.?5>7a+-3L?7(_ 1+-<74,7-87<+- .g7-7(.L

?5+-2 ([))FA1R@+85./$A_'/+9_7-?.-: 5̂3(.?5+-

W+(Y5-3̀ .'7(<$E+)#"H)

(#$)(#H) FA1R)*+Z<0+(S+,?2& O(.-87(j))FA1R ,̀ZL

/5<25-3$ .̀(5<)

(#M) (#N) FA1R)*+Z<0+(S+,?2& &,<?(./5.(j))FA1R

,̀Z/5<25-3$ .̀(5<)

(#K) @8.('7??.$ @)$ &)@+--7?.-: 6) .̂-0(7:5)[5<5-3

S+,?2 =-7_'/+9_7-?R,(5-36271(5<5<&Q+c?+ (̀7L

>7-?E73.?5>7a+-3L?7(_ 1+-<74,7-87<+- .g7-7(.L

?5+-2 ([))FA1R@+85./$A_'/+9_7-?.-: 5̂3(.?5+-

W+(Y5-3̀ .'7(<$E+)#"H)

(#%) b-?7(-.?5+-./a.Z+,(F00587)g/+Z./7_'/+9_7-??(7-:<

0+(9+,?2&<'785./5<<,7+- ?275_'.8?+0?273/+Z./78+L

-+_588(5<5<+- 9+,?2([))g7-7>.$ !"#"&$G)

(!") FA1R)*+Z<0+(S+,?2&R7-_.(Y(j))FA1R ,̀Z/5<2L

5-3$ .̀(5<)

(!#) 赵婷)国际贸易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KN#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责任编辑!杨D睿%

3&%+<(.()*I&#@G+)<@#&-?((>#(%&=E@G+)<@#&-K)+.,< )*-"#L)>-"%*-#12.&%&,.%+$1.(.(

"""@,(>79+- W7<?7(- 1+,-?(57<.0?7(!""N .-: b?<A-/532?7-_7-?<

*b&Egj2.+L2,5

$;68,,<,5!,<.3.62()+ !'H<.6M+>.).231(3.,)! ;8()+,)* -)./012.34! ;8()+,)* :.)() !M"#""! 98.)('

3:(-1%,-*

62778+-+_588(5<5<c2582 Z73.- 5- !""N 2.<<?.(?7: ?+7.<7! Z,??275-0/,7-87+0?278(5<5<+- ?277_'/+9_7-?+0?27

9+,?2 5<<53-5058.-?! 5- _.-98+,-?(57<! ?27,-7_'/+9_7-?(.?7+0?279+,?2 5<-+?/+c7(7: c5?2 ?27(78+>7(9+0?2778+-+_9)̂ .-9

3+>7(-_7-?<5- ?278(5<5<_.Y7.<7(57<+0'+/5857<Z++<??277_'/+9_7-?+0?279+,?2 .-: _.5-?.5- ?278+--78?5+- +0?27,-7_L

'/+97: 9+,?2 c5?2 /.Z+(_.(Y7?)625<'.'7(7e._5-7<?27<?.?,<+0?277_'/+9_7-?+0?279+,?2 5- :5007(7-?8+,-?(57<5- ?278(5<5<

.-: .0?7(?278(5<5<.-: 2+'7<?+,<7?27(7<7.(82 +- ?27(7.<+-<0+(?27,-7_'/+9_7-?+0?279+,?2 .-: 7_'/+9_7-?'+/589+0?27

9+,?2 5- :5007(7-?8+,-?(57<?+05-: 5?<07.?,(7<.-: ?+7-/532?7- 125-.-<7_'/+9_7-?'+/589+0?279+,?2)

;#< 6)1=(*

,-7_'/+9_7-?) 7_'/+9_7-?+0?279+,?2) 78+-+_588(5<5<) ,-7_'/+9_7-?(.?7

#H

第 ! 期DDDDDDDDDDDD姜照辉&金融危机后的青年失业问题与就业政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