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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经济的性质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数众多的学者以我国知识劳动力相对比率较低为依据，认为 

我国的知识失业仅仅是结构性的。而实际上，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低的知识劳动力的比率，并不意味低的知识劳动 

力供给总数；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知识劳动力的需求量的绝对量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我国的知识失业 

存在着长期性与总量性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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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劳动力已经成为决 

定一国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 

上学历人员的比例不及工业发达国家的1／5 

的阶段，却出现“知识失业”的现象，的确令 

人费解。为数众多的学者以“我国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仅 l5％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甚至比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低”为依据，认 

为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只是一种暂时性 的 

“假性”现象，只是我国知识劳动力供给与需 

求结构上存在着的不对称，只是知识劳动力 

市场制度障碍及信息不对称性，只是大学生 

就业能力不足等，而忽略了我国庞大的人口 

基数中的绝对知识劳动力的供给量，以及由 

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运用能力和产业结构所 

决定的就业结构的知识劳动力的需求量的 

比较，我国的知识失业存在着长期性与总量 

性的潜在威胁。对知识失业性质的判断正确 

与否，将影响到公众及政府对知识失业问题 

严重程度的认识，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 

相关政策的方向与力度。 

1 知识失业的风险分析：受教育年限 

与就业机会的关系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 

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 

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简言之是知识劳动力 

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 

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 

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因为知识劳动 

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故知识失业 

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 

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如果忽略自学 

成才者等知识劳动力形成途径，大学生失业 

现象也就可以视同知识失业现象。 

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年代，知 

识劳动力与普通劳动力一样存在着失业的 

风险。就业机会的大小取决于3个方面的因 

素：宏观就业岗位的供给、同一层次岗位的 

拥挤程度、劳动者自身的就业能力。 

(1)在一定的时期内，宏观经济增长速 

度一定、微观的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知识劳 

动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知识劳动边际生产力， 

这决定了社会潜在的知识就业水平。也就是 

说，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生产效率及物价 

水平不变，社会潜在的知识就业水平是一定 

的，由此决定了整个社会知识劳动人口就业 

岗位(需求)的最大可能边界。 

(2)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所需的知识与 

技能的要求水平是至下而上的递减的金字 

塔形，也就是说就业岗位数量随着其岗位所 

需知识与技能水平提高而减少，两者呈反方 

向的关系。 

(3)属于同一层次就业岗位的知识劳动 

者，其就业机会取决于他们的就业能力。借 

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劳 

动力市场信号示意模型，雇主只能通过求职 

者外在的教育水平信号，来判断其生产能力 

的观点，认为就业能力是随着劳动者的知识 

与技能水平的增加而增加的，所以就业机会 

与就业能力为同方向的关系。 

在就业容量与就业能力一定的情况下， 

就业机会与同一层次工作岗位的拥挤程度 

呈反方向的变化。这是因为工作岗位总数一 

定，求职者越多，得到工作的概率就越小。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借助于附图形象说 

明知识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时间与就业状态 

的关系。在附图中，纵轴 表示就业机会， 

横轴 表示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时间，曲线E 

表示就业状态，E-厂(T)。0一 区间为职业教 

2F 

育阶段， >0，曲线E为凹形，由于该层次 
u  J 

的职业处于社会人才结构金字塔状的底部 

的技术工人就业岗位需求量是最大的，职业 

教育中所学的技能的实用性最强，表示知识 

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所带来的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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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呈现出加速的正相关关系；rI’I～T2区间为大 

学本科教育阶段，等争<0，但 >0，曲线E 
为凸形，由于此阶段知识劳动者接受的教育 

内容理论研究性增强，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 

业结构的限制，其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所带来 

的就业机会呈现出减速的正相关关系； ～ 

区间为硕士和博土教育阶段， <0，曲线E 

向右下倾斜，该阶段的学习内容为纯理论 

性，且受所学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对口的局限 

性，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 

且由于其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有较高 

的工资预期，其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所带来的 

就业机会将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呈现略微下 

降的趋势。 

在长期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产业 

结构的调整将使曲线 E向右平行移动。 

模型的结论：从社会各层次的知识与技 

能水平的劳动者整体综合分析，高学历者较 

其它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就业机会。这与现实 

中，高学历者高就业率的事实相吻合。但 由 

于受宏观潜在的知识就业量的限定 ，知识劳 

动者也存在失业的可能性。从同一层次知识 

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来分析，如果某一层次 

的劳动者的拥挤程度较其它层次明显增加 ， 

则将大大增加该层次失业的风险。1999年我 

国普通高校首次扩大招生 160万，比上年猛 

增 30％，毫无疑问，扩招改变了体力劳动者 

与知识型劳动者之间的比例，也就是说高校 

扩招虽然不是新增知识劳动者就业难的根 

源，但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知识失业程度实证表述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科学 的知识失 

业监测指标体系，知识失业的相关数据失之 

精准，但从统计数据的连续性来看，这些指标 

仍能反映知识失业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趋势。 

2．1 大学生初次就业率逐年下降表明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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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剧 

大学毕业生就业属于劳动力市场新增 

知识劳动力就业。1999年 10月，教育部有关 

部门公布了44所直属高校 1999年本专科 

生的一次就业率情况。截至 1999年 5月底 

(各校上报计划时间)，总体一次就业率达到 

82％。另据2000年原中央部委院校毕业生 

就业统计：一次就业率为69．3％。与之相比 

较，近年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200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约为 

76％，2003年约为70％，近 100万大学毕业 

生暂时未能就业。大学生的初次签约率(或称 

初次就业率)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实际新增知 

识劳动者的就业率 ，因为主动不就业 、不签 

约就业、以及指标统计方面存在的缺陷等因 

素的确影响了大学生的初次签约率的精确 

性，但此种现象并非是现在才出现的，而且 

早年的情形更严重，所以不影响该指标作为 

该问题发展趋势判断依据的准确性。 

2．2 逐年攀升的大学生失业率是知识失业 

问题严重的最有力的证明 

深圳市劳动局失业科的统计数据显示： 

2O00年 12月 31日，在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员总数增加到 

3157人，占失业人员总数的 12．34％。上海 

2001年全市失业青年中，大专占l1．2％，本 

科及本科以上占2_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 

料，1996、1997、1998、1999、2001年我国城镇 

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构成中，大学生 

失业比例为 4．6％、4．1％，4．6％，4．14％，4．7％， 

6．1％，呈上升趋势。与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其 

他新增劳动力相比，2001年的城镇登记失业 

率仅为3．6％，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失业 

者的比例却高达6．1％，相对于我国15岁以 

上人口中具有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业 

者仅占全部就业者的5％，显然我国知识失 

业水平已经高出非知识劳动者的失业水平。 

2．3 迅速升温的考研热是知识失业压力增 

加在另一层面上的体现 

1995年以来，我国研究生连续大幅度扩 

招。1995年、2O00年招生数分别为 4．3万 、 

8．5万 ，1995年 、2O00年报考 人数 分别 为 

15．5万、39．2万 ，从报考数与录取数之比来 

看 1995年和 2O00年分别为 3．6：1、4．6：1。报 

考研究生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的 

经济原因在于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的机会 

减少与工作收入降低，导致投资研究生教育 

的机会成本在降低，这意味着本科层次的新 

增知识劳动

表1 近年硕士研究生报考情况统计表 

3 我国知识失业的性质分析：结构性 

与总量性并重 

3．1 结构性知识失业的表现 

(1)专业结构性失业：具体表现为知识 

劳动者的知识 、技能结构不能适应社会需 

求，部分专业的知识劳动者供不应求，部分 

专业的知识劳动者供过于求。在普通高校的 

扩大招生的过程中，许多高校不得不扩大热 

门专业的招生规模，由此形成了十分严重的 

专业趋同现象。其结果是：3-4年后，热门专 

业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保险、会计等专业 

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而一些 

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由于未被高校与学生、 

学生家长预见，或者由于教育、培养能力不 

能跟进，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2)层次结构性失业：美国科学技术水平 

为世界一流，专科在校生仍超过全美大学生 

总数的一半，而我国2001年专科毕业生却只 

占毕业生总数的42．78％。一方面是专科学校 

普遍升级，专科学生大面积升为本科，另一方 

面高级技工供不应求。我国物质生产部门还 

存在许多半自动化、半机械化技术和装备，需 

要大量中等技术人才与高级熟练工人，这种 

原本很适合专科毕业生的岗位，由于专科生 

教育过于理论化，专科毕业生却不愿干、干不 

了而产生了高级技工难找与专科生就业难的 

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四季 

度的调查，全国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 

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 

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10。 

(3)地区结构性失业：在 2004年初的陕 

北地区人才招聘会上，招聘单位能够提供数 

千名大学生就业岗位，而最后与之实际签约 

的只有延安大学的6名应届毕业生。根据 

《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1998～2001)》报道： 

有 71．5％的大学生选择在上海工作 ，有 

16．4％的大学生选择在北京、深圳或沿海的 



大中城市工作，仅肯2．1％的大学生愿意到 

家乡、或基层、或西部地区去工作 青岛建筑 

工程学院对2003届毕业生的一项调查也显 

示 ：有 31．2％的学生倾向于到北京 、上海 、广 

州和深圳一类的城市就业 ；38．1％的同学倾 

向于到厦门 、杭州 、青岛和苏州等东部沿海 

开放城市就业 ；23．7％的同学认为就业不能 

低于地市级城市；7．0％的同学对工作地点没 

有特别的要求。 

大学生择业地点大多选择在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或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对西部 

地区、基层和农村不感兴趣。经济发达地区 

与大中城市以其灵活的用人制度、丰厚的薪 

酬待遇以及美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等多方面 

优势，逐渐形成 r人才的聚集效应；而经济 

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基层和农村，则因 

其多方面的劣势形成人才的离散效应。 

3．2 判断总量性知识失业的依据 

我 国目前存在结构性知识失业是大多 

数学者们认同的，但如果工作岗位空缺的 

少，而失业人数远远多于岗位空缺数，或者 

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只有失业而没有空缺，恐 

怕就不能再片面地、固执地否认总量性知识 

失业的存在。事实上，知识劳动力的需求总 

量是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如 GDP的大 

小、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及就业结构等)、技术 

水平(如由生产中所应用的技术水平决定了 

生产效率高低)，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制约的 

(1)宏观的国民经济规模决定了知识劳 

动力的吸纳总量。宏观的国民经济规模与水 

平决定了一定时期现实经济中潜在的知识 

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而一国的人口基数与教 

育水平决定了知识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如果 

知识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必然 

产生总量性知识失业。世界银行 2004年世 

界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美国的GDP为 

109 855亿美元，我国则为 121 103．8亿元人 

民币，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折合 14 098万 

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 1／9。如果考虑到 

实际上我国的科技水平低于美国，假设生产 

同样的 GDP美国需要一人，而我国需要 n 

人，那么，实际上我国的知识劳动力的需求 

量为美国的n／9。2003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 

129 227万人 ，美国人口大约 28 593万人， 

中国的人口基数约是美国的4．5倍，而我国 

每百万人拥有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 

为美国的10％左右，我国的知识劳动力的供 

给量为美国的 45％。那么，只要我国知识劳 

功力的平均生产率n小于美国的4．05倍，则 

知识劳动力不但不存在缺口，而且其供给总 

量超过经济发展的需求总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由于经 

济总体规模与科技水平限制了潜在 的知识 

就业绝对规模，所以能提供的适合大学生的 

就业岗位数量就十分有限，这正是越南、印 

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这类国家在促进高 

等教育的同时，知识失业率也随之提高的原 

因所在。印度1989年文盲的失业率为2％， 

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失业率高达 

9％；在盂加拉国，40％有硕士学位者被认为 

处于失业状态；在泰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20％～35％之间。 

(2)微观的产业结构水平决定了体力劳 

动力与知识劳动力的比例。按照“工资搜寻 

理论”，知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成 

本资金与时间投入高)，其预期的工资水平 

越高，而在现实中，三次产业的科技与技能 

使用水平与平均产出效率依次增高，产业级 

次越高，其雇佣劳动力才有可能支付越高的 

平均工资，知识劳动力的需求随着产业级次 

的增加而增加。张智敏、唐昌海的“湖北省第 

五次人口普查各产业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 

构成”的实证研究表明：低级次产业就业人 

口受教育水平低，高级次产业就业人口受教 

育水平处在较高状况。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 

步，我国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已由 

1978年的70％下降到了2003年的49．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则分 

别 由 17-3％ 和 12．2％上 升 到 了 21．6％和 

29-3％。但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 

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大都在60％以上，农业 

就业人口在5％以内，如表2所示。而我国则 

恰恰相反，近一半的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领 

域，而第一产业中绝大多数劳动者主要的劳 

动方式为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所需的技能 

水平较低。所以，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教育 

水平较低，但由于产业结构决定了第二、三产 

业的知识就业容量较小，反而随着劳动者受 

教育水平提高导致知识失业水平绝对提高。 

(3)新增劳动人口中知识劳动力的比 

表2 劳动力就业结构国际比较(1997) 

重。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 自3个方面：新 

增劳动力、

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据有关预测，2003年新 

增劳动力约1 000万人，目前我国城镇下岗 

和失业人员 1 46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 

1．2～1．5亿人，而城镇和非农产业每年提供的 

新增就业岗位为 1 400～1 800万个，劳动力 

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2005年新增劳动力 

年龄人口1 100万，劳动力人口830万，而 

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为330～335万。应届大学 

毕业生增长幅度与可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 

的比较 ，如表 3所示。 

表3 近年大学毕业生规模 

200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数仅占可 

就业岗位的 14_38％，2004年该比例将达到 

31．25％；2005年此数预计达到40％，其增幅 

是2001年的近 3倍。而近年我国的知识就 

业岗位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这就意味着一部 

分知识劳动者将有可能长期地处于失业状 

态。 

知识失业是人才资源配置不当或处于 

闲置状态的表现，它不但造成国家与家庭的 

重大经济损失，而且还对社会的稳定与长远 

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只有全面、准确地认 

识知识失业的性质，才能正确引导政府及家 

庭采取积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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