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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社会各类机构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加快，使得劳动力就

业的总量矛盾有所缓和，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出现了一定变化，引起各方面关注的是沿海部分

地区出现了民工荒。2005年劳动力就业的总量矛盾将继续有所缓和，但结构性矛盾将依然存在。  

   一、 2004年就业形势好转，结构性矛盾出现新的特点  

   1.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和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04年三季度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21万人，

登记失业率为4.2%，这两个主要指标都扭转了近几年来持续上升的势头，首次出现下降的情况，表

明我国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和。同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继续下降，三季度末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人数为176万人，登记失业人数与企业下岗人数之和也有明显的下降。  

   从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来看，今年以来，在纳入统计的全国115个城市劳

动力市场上，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由上年9月

末的0.9上升到今年9月末的0.94，达到近几年来的最高值，这也表明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也有所缓

和。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得到扭转，也反映出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和。前几年，伴

随着各类经济活动单位富余人员的分流，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在岗人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99～

200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年均下降500万人左右。进入2003年以后，随着各类经济活动单位富余人

员分流和下岗数量增加的步伐开始减慢，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下降数量明显减慢。2004年, 城镇单位

就业人数不仅停止了下降，反而还出现了增加，2004年年中，中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量达到

10895.9万人，同比增加55.2万人。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打破了一九九六年以来持

续下滑的局面，首次出现增加的情况。三季度这种状况得到延续，三季末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

10944.3万人，同比增加37.2万人。  

   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情况来看，城镇就业状况有所好转。2001～2003年，由于大量下岗

职工在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从下岗职工转变为登记失业人员，加上失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失业

人员主动登记比率提高，造成登记失业人数快速增加，由此造成登记失业率持续攀升。进入2004年

之后，由于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数增加，大量失业人员重新获得就业机会，而且从再就业中心转出

的下岗职工人数高峰期已经过去，从下岗职工转变为登记失业人员的数量减少，因此，登记失业率

不仅没有继续上升，三季度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还出现了下降。这是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首次

出现下降的情况。  

   2.结构性矛盾依然较为严重  

   在总量矛盾有所缓和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较大，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  

   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矛盾依旧突出。据统计，截至9月1日，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比去年同期增加3个百分点。虽然就业率较上年略有提高，但由于毕



业生人数增加，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就业大学生数量并未减少。从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按文化

程度分组的劳动力供求状况来看，大学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最低，反映了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之

后，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相应跟上。  

   2004年劳动力就业形势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工出现短缺，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所

谓“民工荒”。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

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珠三角地区是缺工

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其中：深

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

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

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根据调查，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是

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

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

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与此同

时，中西部地区企业工资有所提高，尤其是由于2003年四季度以来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农业

比较收益相对提高，在家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

提高，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更为敏感。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为高技能人才数量短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今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

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调查还发现，企业当

前最急需人才的前三位人才依次是：营销、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分别占调查企业需求比例

的14.4%、12.1%和10.9%。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强烈，排第六位，占调查企业

需求的8.9%，加上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例占

31.9%。  

   从全国部分城市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来看，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

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

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59 : 1、1.84 : 1、1.68 : 1、1.54: 1和1.5：

1，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  

   二、2005年就业形势将继续好转，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2005年，虽然新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2004年多出约80万人，但由于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以及

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2005年新增有就业要求的劳动力人数大体与上年持平。据国家信

息中心等研究部门的预测，2005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8.5%左右的增速，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

势，虽然2005年经济增速低于2004年增速，但由于预计2005年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提高，而第三

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强，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继续保持较为

旺盛的增长势头，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能够继续得到缓和。  

   200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将继续增加。目前，各类经济活动单位富余人员分流殆尽，分流

和下岗人员数量的增加已经趋于停止，随着城镇经济活动单位数量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单位

数量的增加，新办企事业单位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继续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这些单位吸纳劳动力的

数量将快于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人员减少的数量，从而使得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得以增加。  

   根据上面的分析，2005年劳动力就业总量矛盾能够继续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

原有的登记失业人员能够被消化吸收一部分，新增的登记失业人员数量也有可能减少，登记失业人

数有可能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总量继续扩大，计算登记失业率的基数增大；两方面因素都

会造成登记失业率的下降。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登记失业率将低于2004年。  

   2005年下岗职工数量继续呈现减少的趋势。一方面，由于近几年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大

进展，经过近几年的分流，企业内部富余人员的数量已经大量减少，企业内部富余人员的存量已经



消化殆尽，下岗职工增加主要由新出现的业绩不佳企业所产生。由于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

良好态势，因此，企业效益将继续保持良好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经营效果差的企业增加势头不会

太强，下岗职工增量也不会太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企业吸收劳动力的

数量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消化吸收下岗职工的数量却可能继续增加。这样一来，总体结果是下岗

职工数量继续减少。  

   2005年，农民工短缺状况将得到缓解。从农民工的供给方面来看，首先，从2003年底开始，

中央加大了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力度，此项工作进展顺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保障程度提高。其次，由于2004年珠三角等地区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许多企业鉴于招工比较困

难的状况，提高了工资水平，这将会增加对民工的吸引力。再者，民工短缺现象使许多地方政府加

强了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例如，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正式颁布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从2004年9月1日起，外地农民工将正式加入到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

范畴之中。此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农业部等机构估计，由于今年世界粮食大丰收，尤其是

发达国家增产幅度较大，致使国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加

上国内粮食产量增加，2005年国内粮食价格进一步大幅攀升的可能性不大，明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幅

度较之今年将有相当大的下滑。同时，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和需求增加的影响，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比较收益难以明显增加，也会使得农民出外打

工的动机增强。由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只要农民出外打工的动机增强，农民工的供给

将会明显增加，农民工短缺状况就会得到缓解。从农民工的需求方面来看，目前对农民工需要量大

的行业主要集中于从事对外加工贸易的行业，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放缓，世界贸易增速将会有所

减慢，我国出口在经过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明年的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降，对劳动力需求量

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2005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首先，由于近两三年大学生就业矛盾比较突出，每年都

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没能就业，造成未就业大学生累计数量明显增加，消化这部分大学毕业生

的压力增大。其次，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数量大约比2000年增加80万人，虽然

今年研究生招生数量较上年也有所扩大，能够使部分大学毕业生推迟就业，但2005年需就业的毕业

生数量还是会明显增加。再者，大学毕业生择业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许多大学生自己和

家长都愿意使学生在大中城市和高薪岗位就业，不愿到落后地区和收入水平低的岗位就业，虽然这

种愿望无可厚非，但在目前情况下，必定有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愿望难以实现，这无疑加大了大学

生就业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导致人才闲置和岗位空缺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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