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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些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制度曾得到
过较高的赞誉，也遭受过严厉的指责。进入21世纪以来，认为终身雇佣制已经走到尽头的观点逐渐成了学术界的主
流。那么，这种备受争议的雇佣制度究竟有哪些合理性及弊端，又是否真的走到尽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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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式经营体系中的终身雇佣制，萌芽于战前，经战后初期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经过经济高速成长

期，成为日本大企业普遍采用的雇佣制度，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受到广泛的赞

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一种与西方长期以来推崇的制度完全不同的，具有高度组织性

和颇具自我维系能力的雇佣制度。①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经营机制甚至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争

相学习与模仿的对象。“终身雇佣制”也与“年功序列制”及“企业工会制”并称为“三大神器”，对日本

经济的腾飞起到了推动作用。②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和日本经济的衰退，学术界开始

出现否定终身雇佣制的观点，甚至认为日本经济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终身雇佣制这种用人制度，并

据此认为，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否真的已经过时，并被人们

所摒弃呢，本文将重点对终身雇佣制的含义及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一、终身雇佣制的内容及特点 

所谓的“终身雇佣制”，简单说来就是指一个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被某大企业录用为正式职员后，与企

业之间形成的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在企业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经营危机，或者个人没有

出现不能容忍的过失的前提下，这个人将被雇用到退休为止。需要说明的是，终身雇佣制有几个特点，一是

雇佣制实行得比较严格的多为大企业，一些中小企业，职工中途调动工作的并不少见；二是终身雇佣制的适

用范围主要是指企业的正式职员，至于临时雇用的合同工、临时工、钟点工则不在此列；三是终身雇佣制作

为一种雇佣制度，与欧美的雇佣制度相比，更多的是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差异。在欧美的技术性及增长性

的大企业中，也能看到与日本企业相似的雇佣制度。③只不过在日本这种雇佣制度更普遍一些而已。四是企

业终身雇佣制度主要是以男性骨干劳动者为中心形成的，女性劳动者原则上不属于这个结构范围之内。基于

终身雇佣这种制度长期、稳定的特点，日本企业经营者招聘从业人员是以工作为中心采用具有一般工作能力

且人品可靠的应届毕业生。比起才能和技术，他们似乎更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看重员工的忠诚、勤

奋、耐性和团队意识。对于那些业已录用的从业人员，会通过企业内部培训等措施提高其工作能力，使之达

到企业的要求。 

二、终身雇佣制的合理性及不合理性 

这种起源于日本、完善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之所以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并在一定时期得到广泛好

评，既和“年功序列制”的实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和日本的人伦道德及日本社会固有的儒家思想有关。实



际上，在日本的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终身雇佣”的明确规定，相反，在民法中却有禁止雇主长期占用被雇者

的条文。④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这就使“命运共同体”观念成为当代集团效忠意识

的突出表现之一。它强调集团的兴衰荣辱与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每个成员都把自己所属的集团视

为安身立命的生命线，竭力效忠所属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大多数日本人一旦受雇于某个大企业，都将

终身与之建立牢固的关系，日本人又都具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

存在。所以，终身雇佣制的实行，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日本的这一历史和传统观念，并且得以广泛推行。 

  1.终身雇佣制的合理性。终身雇佣作为日本企业的用人制度，具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一是有利于人才

的稳定。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企业经营中，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忠于企业的职工队伍是

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终身雇佣制的特点就是把企业的职工和公司连在一起，职工为公司工作，把公司

视为家，与公司荣辱与共。职工只能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促进企业的发展，从中实现收入水平和地位的不

断提高。其结果也就实现了长期雇佣，而这种长期雇佣又刺激企业的人才培养投资，使两者产生了良性循

环。二是有利于企业改革和科技进步。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自然会使生产部门出现人员过剩现象，往往很

难得到职工的支持。对此，日本企业在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时，对企业剩余劳动力不是简单地裁员，而是通

过对过剩人员进行职业再培训，然后将其安排到其他部门。职工也能充分认识到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性，因为

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且还能提高职工自身的收入和地位。三是有利于减少

失业人数，促进社会稳定。即使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日本企业也不会像欧美企业那样解雇员工，把过剩人员

推向社会。所以企业员工有一种安全感，对企业有强烈的归属感，当企业遭遇经营困难时，能够团结合作、

共度难关。这不仅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

谐。总之，终身雇佣制具有较强的秩序性和平衡性，可以给职工营造稳定和谐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工作效率

的提高，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２.终身雇佣制的不合理性。终身雇佣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企业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

进了企业的发展，但也应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形势的改变，它的弊端也逐渐显示出来。一是不利于

劳动力自由流动。终身雇佣制把劳动力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与社会的劳动力市场相脱节，固然起到了稳定

企业、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对其他更适合自己的企业却失去了自我选择的自由。而且，容易造成知名大企业

聚集大批优秀劳动力出现人才浪费，而一些中小企业很难雇用到优秀人才的尴尬局面。二是不利于企业的雇

佣调整。作为企业的经营原则，一般情况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和企业的实际需求随时进行雇佣调

整，而终身雇佣制的实行，客观上阻碍了雇佣调整，给企业的雇佣调整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三是有悖于现代

的就业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就业的时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可自由地寻找能够发挥自己能力、专长、志趣的有发展前途的劳动岗位，企业

可以自由地挑选适合工作需要、技术要求，专业知识对口的劳动者。在双向选择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

的意愿强加给对方，这在终身雇佣制的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三、终身雇佣制的前景与未来 

尽管终身雇佣制还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终身雇佣制会一成不变地按照现有的模式发展

下去，终身雇佣制也必须和其他的各项企业制度一样，逐步发展完善。其原因和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人们

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战”以后，日本受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强调以个人为主、以自我为中心

的观念正在被人们接受。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本的驻外企业越来越多，即使是国内企业，雇员中

外国人的比例也在增加，外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终身雇佣制实施受阻。三是维持终身雇佣制的物质

基础正在动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已经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人员的需求开始下降，一些企业不得

不考虑裁员，解除终身雇佣。尽管终身雇佣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从近年来日本企业的情况看，在对现有制

度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终身雇佣制，仍是日本企业、工会及政府的共同目标⑤。从日本实际看，主

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终身雇佣制进行了改革。 

  1.雇佣形式的多样化。所谓雇佣形式的多样化的主要特点是非正式职员的大量录用。企业采取多样化的

雇佣方式，增加合同工、临时工、人才派遣公司的派遣工人的雇佣，缩小终身雇佣制的适用范围。1985年各

企业用人中正式职工占83.6%，临时工占12.5%，契约、派遣工人占3.9%，到1995年，这三项分别为79.1%、

16.3%和3.7%，而到了2003年，这三项分别为69.6%、22%和8.4%。⑥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企业录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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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职员在不断减少，非正式职员逐渐增加，这既是企业用人制度的一大改革，也是终身雇佣制得以延续的保

证。 

  ２.人员配置的合理化。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企业仍十分重视在企业内部进行人员调整，而不

轻易以解雇作为克服困难的手段。其主要措施就是让职工在各个岗位轮换，使其在各个部门积累职务经验，

以打破企业内部组织上的条块分割，形成企业内部门之间、职工之间的互补机制，使企业内的劳动力资源得

到重新配置。 

  ３.雇佣制度的科学化。过去企业招募人员时，大多是直接从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中直接选拔，一经录

用，一直雇用到退休为止，真正地体现了“自始至终”的雇佣原则。而现在在招收职工方面，对企业紧缺人

才和特殊人才，采取中途录用的办法，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同时还设立提前退休优待制度，鼓励年老职工提

前退休。有些人认为这一做法说明企业已经抛弃了终身雇佣制，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以提前退休为例，企业

公开募集愿意提前退休者，并对其支付提前退休补偿金，而正常的退休是不支付补偿金的，所以说，这不仅

不是抛弃终身雇佣制，倒恰恰是尊重终身雇佣制的特有做法。 

总之，客观地说，同其他各项制度一样，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人事管理方面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终身雇佣制也急需调整和完善。然而终身雇佣制毕竟产生和

发展了很久，企业和劳动者已习惯了这种方式并有了一定的感情，而且，终身雇佣制在建立企业和员工长期

稳定的信任关系，为企业培养人才和积蓄优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点也是其他制度很难替代的。笔者认为，

在日本，终身雇佣的基础尚未动摇，终身雇佣制仍会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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