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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城市化加速时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 ,其政府的有关就业政策对就业问题的解决产生

了积极作用。目前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可借鉴日本政

府的经验 :充分利用规模企业对就业的巨大作用 ;加强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在推进

工业化的同时 ,着力推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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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 of Japan’s employment policy in phase
of accelerated urban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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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p roactive emp loyment policy to ease their serious emp loyment p ressure in phase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Currently, China is speeding up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facing great p ressure

of emp loy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experience of easing emp loyment p ressure can be sha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encouraging the scale - sized corporations to emp loy more workers, raising the labors’quality by training, and develop ing modern

agriculture to create mor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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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本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城乡就业问题

1. 日本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与城市化的加速

日本的城市化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 1)战

前城市化的初步发展。日本的城市化正式开始于

20世纪 20 年代。全国 168个城市人口在 1930—

1940年间平均增加 27. 11%。使人口的城市化率到

1940年已达 37. 19%。 (2)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的迅速城市化与三大都市圈的形成。从 1955 年起

开始走向高速增长 , 这一进程至 1973年 ,使日本从

中等经济国一跃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加 ,城市劳动

力出现缺口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必然 ,此

时城市化出现了加速发展的状况 ,市区人口比重到

1970年已达到 70%以上。 (3)后工业化时代的“一

极集中 ”(再城市化 ) 与分散并存的城市化。城市

化进程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 , 城市化水平继续提

高。城市人口比重 1999 年达到 72. 120%。第二 ,

进入分散型的城市化阶段。第三 , 东京的一极膨胀

与再城市化。[ 1 ]

总体上讲 ,日本城市化的主要任务是 :吸收农

村居民进入城市 ,一方面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供劳动力 ,另一方面减少农村人口 ,提高农村劳

动生产率 ,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 日本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城乡就业问题

世界城市化发展一般遵循 S型曲线 :即当城市

化水平低于 30%时 ,城市化进程处于起步阶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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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介于 30%到 70%之间时 ,城市化进程处

于加速阶段 ;而当城市化水平高于 70%时 ,城市化

进程将处于成熟阶段。如图 1所示。

从上文分析的日本城市化历程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城市化率 30% - 70%是在二战后十年即 1950

到 1970年 ,这正是其城市化进程加速阶段。二战后

日本人口占世界的 2. 2% ,土地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0. 125%。其国土面积狭小、山多地少 ,可供农业和

除林业、开矿和水力发电以外的其他经济用途的平

原不到 1 / 5,其中耕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5%。1946年 ,日本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

的 53. 13% ,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农业生产经营规

模过小 ,耕地过于零碎 ,农用机械应用较少 ,农业科

研的发展相对落后 ,农村劳动率低下 ,导致农民的

收入过低 ,生活水平低下 ;同时 ,在城市化加速前

期 ,城市中企业发展规模相对较小 ,吸收劳动力的

能力比较低下 ,城市还有高达 1 300万人的失业人

口。因此 ,这时的日本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就业压力。

二、日本政府采取的主要对策

1. 总体思路

一方面以工业园区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从而控

制城市失业率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在全国

选择了一批地理条件比较优越、适合工业开发、投

资效果较好的中小型城市作为产业集聚的重点 ,通

过引导产业向这些城市集聚 ,以达到促进产业发展

和产业新都市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吸收农村

劳动力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府投资力

度 ,促进科技、机械在农村中的应用从而发展现代

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率 ,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2. 产业政策

50年代后期 ,日本经济走上了高速增长的道

路 ,产业政策对象从基础产业逐步转向了新兴和成

长型产业 ,从原材料工业转向了加工工业 ,政策重

点从“瓶颈”产业转向了“支柱 ”产业和“出口先导 ”

产业。重点扶持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

生产集中和规模经济的建立 ,允许成立“合理卡特

尔 ”。

1963年 ,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产业结构的长

期展望 》,核心是以建立新产业体制和进行以规模

经济为目标的产业改组 ,建立产业组织新秩序。[ 2 ]

3. 人力资源开发 ,加强对于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在这方面的法规依据是《能力开发促进法 》。

该法的主旨是促进和强化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和知

识更新 ,以适应就业岗位变化的需要。

政府的农村教育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

了人力资本基础。战后 ,日本将义务教育年限从 6

年延长至 9年 ,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资

进一步加强。1965年至 1973年期间 , 日本的公共

教育投资年均增长 17. 16% ,超过了同期经济增

长率。

日本政府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高度重视。1949

年颁布《社会教育法 》,利用公民馆、图书馆等设施

对农村成人进行教育 ; 1953 年颁布《青年振兴法 》,

由政府资助对青年农民进行培训 ,从而使农村职业

技术教育正规化、制度化。[ 3 ]

4. 通过对城市化发展政策进行调整 ,开始重视

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促进农业现代化

主要做法为 : (1)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投资 ,设法

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日本从 1960———1975年

间 ,用于农业机械的投入由 841亿日元增加到 9 685

亿日元 ,到 7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从耕

作、插秧到收获的全面机械化。 ( 2)加大对农村基

础设施的投入。采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发行债

券、实施贴息贷款等形式加大对农村道路、水利、农

民住房、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增加粮食

收购、出口的补贴。这些措施一方面改善了农业生

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又使农民的收入稳

步增加 ,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 ,从而有利于城乡一

体化的发展。[ 4 ]

三、启示与借鉴

目前中国也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 ,同样存在就

业问题。一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 ,而且

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缺乏劳动技能。另一方面 ,由于

城镇企业隐性失业显性化、国有改制企业裁员激

增、人口高速增长等又造成城市就业岗位不足。这

些情况 ,与日本城市加速时期面临的就业问题颇为

相似 ,因此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

日本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就业政策具有以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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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1)比较注重规模企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影响。

规模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作用巨大。当时

日本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 ,并且在一些

产业中设置进入壁垒来阻止非规模企业的进入。

(2)注重劳动者素质的培养。在全国实施义务教

育 ,对农民实施职业教育 ,为其就业提供保障。日

本在战后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国民的素质 ,并且注

意专业教育的发展。 (3)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

可以通过城市来吸收 ,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发展现

代农业来解决。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日本政

府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同时积极在

农业方面引进外资 ,大力推广科技、机械的应用 ,从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促进了

其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中国 ,特别是作为城乡统筹发展实验基地的成

渝地区 ,也可从三个方面借鉴日本的就业政策 : (1)

充分发挥规模企业对就业的巨大作用。日本通过

对规模企业的扶持 ,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而解

决了众多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值得成渝地区

学习。 (2)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

素质。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职

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 ,无法适应工作的需要。因

此加大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知识文化教育是目前成

渝地区的当务之急。成渝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 ,可

以通过三三制原则 ,即农民出资 1 /3,政府出资 1 /3,

企业出资 1 /3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这样使政府的

财政负担不至于过重 ,另一方面企业比较容易找到

合适的工人 ,而农民可以迅速的找到工作 ,节约了

企业和农民的交易成本。 ( 3 )在推进工业化的同

时 ,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农村劳动力要转型一

方面是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转移 ,吸收农

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农村的

投资力度 ,在农村推广科技、机械的应用来推进现

代农业的发展 ,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促进

农民在农村地区转型 ,即进行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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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红色旅游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进行部署 ,大力支

持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05至 2006年 ,

国家在国债资金中安排了红色旅游专项资金 11亿

元 ,支持 101个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国家

旅游局也规划到 2007年争取有 50个“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 ”,年接待规模达到 50万人次以上 ;到 2010

年争取有 8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年接待规模

达到 50万人次以上 ,实现红色旅游产业化。2006

年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对江西、湖

南、陕西、四川等 11个省 (区、市 )及井冈山、韶山、

延安、广安等 7个红色旅游重点城市进行的跟踪统

计和抽样调查显示 , 2006年红色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到 13 405. 8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525. 28亿元。

从瑞金到韶山 ,从延安到广安 ,从红岩村到西柏坡 ,

红色文化休闲观光宣教型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 ,成

为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发展宣教型红色文化乡村旅游首先要积极争

取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依托并挖掘整理当

地的红色旅游资源 ,提炼出具有景点独特性的革命

遗迹的红色文化内涵 ,形成景点鲜明独特的看点 ,

并建成展示这种文化的物质场所与载体。其次 ,要

尽量与周边其他的旅游景点联合起来 ,最好是与就

近的红色旅游景点联合起来 ,由点成线 ,通过线上

景点类型和数量的增加来丰富景点的内涵 ,提升旅

游线路的宣教效果。第三 ,要尽量开发好旅游服务

环境和具有本景点特色的旅游纪念产品。虽然这

类景点具有红色文化宣教特点 ,但绝大多数游客对

基本的吃、住、行、玩、购还是很看重 ,要挖掘景点自

身的红色文化内涵 ,推出有自己特色的服务种类与

旅游纪念产品来提升景点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编辑 :弘 　流 ;校对 :段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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