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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论坛与实践

我 国 失业统计 的 问题 和改进盯汽一

刘 娜

失业与就业是表现一个 国家或地 区经济状况的

一个重要方面
,

充分就业历来 就是各 国政府所期望

达到的经济 目标
。

而失业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普遍现象
,

是不容 回避的现实问题
,

失业统计

则是劳动经济 的重要 内容
。

由于我 国失业理论和实

践 开展得较 晚
,

致使 失业统 计难 以 反映我 国 的实

情
,

在人们的意识 中认为中国是低失业 国家
,

这与

我 国现 阶段所面临 的巨 大就业压力相违背
。

因此
,

有必要对我国失业核算进行分析
,

剖析问题并 加 以

改革
。

活动的机会
,

从而也就失去

人 的机会
,

也即处于失业书

失业持续期 指劳动者

获得劳动报酬和 经营收

态 的人的绝对总额数
。

在失业状态的持续时

间
,

一般 以周 星期 为时阿单位
,

通常计算平均

失业持 续期
,

是用 以 反 映丰业严重 程度 的重要 指
标

。

一

而常用 的反映失业 程度 的指标主要是失业率和

年失业率
。

失业率 二

失业人

羲
二

藻霹⋯一
、

关于失业核算的基本概念 年失业率
平均失业持续期 周

周

给失业下一个科学规范的定义是失业统计 的前

提和基础
。

从经济学上讲
,

失业就是指劳动力 的闲

置
,

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一种状态 失业

人员是指劳动力市场上滞 留着的没有工作但正在积

极寻找工作或等待能够被重新招 回工作的群体 失

业率 二 失业人数 全国劳动力总数
。

目前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失业定义
。

一个是

从  年开始实行的登记失业定义 在劳动年龄内

岁 以 上
,

退休年龄以下 有劳动能力
,

目前无工

作
,

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在劳动

部 门办理 了失业登记的人员 另一个是 自  年

起
,

在国际劳工组织专家的指导下
,

国家统计局 与

劳动部长时间反复研究确定 了失业 的统计定义

岁以上
,

有劳动能力
,

调查周 内未从事有收人的劳

动 具体是指劳动时间不到一小时
。

当前有就业的

可能 具体是指如有工作
,

两周内可 以上班 并正

以某种方式在寻找工作的人员
。

后者完全从市场经

济的客观要求和我 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的
,

与国际劳

工组织推荐的失业定义基本一致
,

也为绝大部分时

常经济 国家所采用
,

将会成为研究我 国失业状况 的

基本定义
。

对失业的度量
,

应从绝对量和相对量 两个方 面

来考虑
。

常用 的失业度量 的绝对量指标有两个 失

业人数和失业持续期
。

失业人数 确切的反映在劳动力资源或具有劳

动能力的劳动者 中
,

其失去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总 的 来说
,

失业 的具体核 算还是一件复杂的事
,

清
,

这主要涉及失业多长时一间才 , 。被计人失业人 口

中
,

以及类似做临时短工的一劳动者是否计人的许多

问 题
。

二
、

我国失 业 统计中存一在的问题

劳动力失业率是判断宏一观市场经济运行状况 三

大指标之一
,

各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重视这项统计
工作

。

我 国在向社会主义市疡经济新体制过渡的同

时也 在积极进行有关失业统一计的改革
,

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
,

失业统计 的理论
、

制

度
、

方法 以 及实际操作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有待
解决的问题

。 一

一 我 国失业统计概含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不
利于国际间的比较

。

近年来
,

我国公布的失业率在 左右
,

按 目前

市场经济 国家通用的失业叫等级标 准属于充分就业
的 国家

。

然而我们在极 低的失业率下感受到的却是
失业 的沉重和就业的压力

。

一导致这个 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我 国与西方 国家在失州统计概念与指标 的定义
等方 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

国面分析这些差异
,

改进

我 国 的失业统计
,

对政府和一部门研究和制定劳动就
业政策有重要意义

。

为了侧于 比较
,

特将主要发达

国家以及我国的失业
、

失业产的定义列表如下
‘

〔见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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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要发达国家及中国对事业的定义

国国 别别 失业调查形式 和有关统计标 准的界定定 失业率率

日日 本本 劳动力调查
。

调查周中无工作
,

并进行求职活动
,

有工作能力的巧岁以上者
。

包括等待过去求职活动结果者
。。

失业人数 总劳动力资源源

美美 国国 劳动力调查 调查周中无工作
,

过去 周内 〔含调查周 曾进行求职活动
,

有工作能力的 岁以 上者
。

包括括 失 业人数 劳动 力资源源
被被被暂时解雇的工作和等待 天内 开始新工作者

。。

不含军人

英英 国国 职业介绍机 沟业务统计
。

调查 日中无工作
,

有工作能力者
,

向失业保险所提 出救济申请者 失业保险
、

补助助 申译译失业救济者人总劳动动
及及及免交月月深险

’’

费
。。

力罗罗源源

德德 国国 职业介纤纤
一

机构业务统计
。

调查 日中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者
,

且希望周 小时以 上及 个月以 上的付薪雇用 登 记失业人 数总劳动动
力者

。。

力 资源 不 含军人有有有工作能能能能

法法 国国 职业介绍 孔构业务务统计
。

无工作
,

调查 日向职业介绍机构提 出应征 固定全 日制就业 申请
,

进行求职登记者
,,

失业人数 总劳动力资源源
且且且能够立立 更工作的的 岁 以上者

。。。

意意大利利 劳动力调查周无工作 且正求职的 岁以上者
。。

失业 人数劳 动 力资源源
不 含军人

加加拿大大 劳动力力押查
。

卫查周中无工作
一

,

过去 周内 含调查周 曾进行求职活动
。

且有茶能力的 岁以 上者
。

包括 自自失业 人数 劳动 力资源源
调调调查周 又又起 周 内有新丁作 的待业者

。。

不 含军人

澳澳大利亚亚 业务统计
。

在联邦就业 服务机构登记求职 过去 周进行求职活动无业的 岁以 上者
。。

失业 人数 劳 动力资 源源

中中 国国 业务统计
。

具刁刁言蜚察恶泉旦、焦石鑫她荤警年龄内 男 , 一 岁
,

女‘ 一 岁
,

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
,,

失业人 数 劳 动力资 源源
并并并在当地就业 月月认 了 公 丁勺 」江 寸 业 世荃〔 卜 口 夕之。。。

从表一的 比较中不难发现
,

按我 国的失业定 义

计算 出的失业率要 比按发达 国家的标 准计算出的失

业率低
,

同时也不 能真实地反映我国 失业 的情 况
,

即低估了失业的真实水平
。

因为我国和 国外在失业

统计概念上主要存在以 下几个方 面的差异
。

、

就业与失业界定不清
,

即统计标准不 同

大多数西方 国家使用的失业统计定义和概念基

本上都是遵照 国际劳工组织  的标准
,

即判断

一个人是否失业是 以
“

在规定 的调查时间范围内工

作时间没有达到规定标准
” ,

以
“

劳动事实
”

作为统

计标准
,

而不管他是否进行了失业登记
。

至于工作时

间
,

各 国规定不一样
,

例如美国 规定在调查周内工作

小时以上
,

法国规定每周工作 小时以上 即算就

业
,

否则就算失业
。

而我 国的失业核算是以城镇失业

人员为基础计算的
,

城镇失业人员是指城镇 中具有

非农业户 口
,

在规定的劳动年龄内 岁以上
,

法

定退休年龄以下
,

有劳动能力
,

无业而要求就业
,

并已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 的人员
。

与 国际

标准的失业统计定义相 比
,

我国的劳动统计中
,

对一

个人在一定时期 内从事劳动的时间标准缺乏 明确的

界定
,

一个人是否失业并不是以
“

劳动事实
”

为依据
,

而是以
“

是否登记
”

作为标准
,

很显然
,

其结果必然导

致失业统计数据的失真
。

因为
,

按
“

是否登记
”

作为

失业标准
,

就排斥 了以 下几种情况 未 申报失业

而实际无工作的失业人员 有的人虽然在就业服

务机构进行 了求职登记
,

但在失业期间仍从事一些零

星工作
,

如做临时工
,

无证摊贩等
,

这些
“

失业人员
”

其实并非 真正失业
。

、

年 龄界 限不同
,

我 国失业统计年龄 限定过

窄
,

与实际有偏差

国际标准对 失业人员一般只规定年龄下限
,

凡

有意寻求 工作
,

即使退休后 曾经工作
,

并继续 寻找

工作者都算失业者
。

可见
,

国际标准上的失业人员

包括那些 已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但符合失业定义 的

人
。

而我国对城镇失业人员统计 的年龄是男

岁
,

女 岁
,

对失业者年龄的上下限都作了明

确的规定
。

但就我 国 目前实际来看
,

超过了退休年

龄的人员 中不乏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且 正在积

极寻找工作的人员
。

因此将他们排除在失业人 口 之

外
,

与实 际有偏差
,

显然不够合理
。

、

统计 口径不同
,

我 国的失业统计有对户籍和

地 区 的限制

一个 国家的劳动力不但包括城镇劳动力
,

而且也

应包括农村劳动力
。

国外统计的失业统计采用宽 口

径
,

包括城镇和农村
。

而我 国的失业人员 只 包括登

记机构所在地区具有城镇户 口 的人员
,

失业统计采

取窄 口径
。

众所周知
,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 口 占 的

国家
,

因土地的缺乏
、

生产技术 的提高及近年 乡镇

企业 吸收劳动力能力的下降
,

致使 中国农村不少农

民处于闲置状态
。

农村失业人 口 远远高于城镇失业

人 口
。

按 国内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做估计推算
,

年
,

我国约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失业人 口 亿左

右
,

而同期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仅为  万人
,

前者为后

者的 倍
。

并且
,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

第一产业

的从业人员不断分化
,

其 中一部分劳动者从农村转

移的城镇
,

他们虽没有城镇户 口
,

但从事第二
、

三

产业生产
,

并 以此业为主
。

理论上
,

这部分经济活

动人 口应纳人统计范 围
,

因为他们失业后仍然在城

镇寻找与原工作相近的工作
,

对就业存在需求
。

这

样
,

政府统计的失业人数就远远低于实际存在的失业

人 口规模
。

二 失业统计指标过少
,

时效性差

我国现行 的失业统计指标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

率
,

这两个指标 的统计 口径 与国 际 比较明显偏小
,

不

能真实反映我国失业的现状
,

例如 年末我国城

镇登记失业率仅为
,

而  年美国失业率为
,

欧盟各国平均失业率高达
,

单从数据来看
,

我国根本不存在失业压力
,

但这与事实不符
。

失业人

员是指每年年末这一统计 时点上处于失业状态的那

些人员
,

是一个静态指标
。

事实上
,

失业人员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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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年中某一段时期处于失业状态
,

而其它时期就

业
,

这便构成了失业的交替性
,

而城镇 登记失业率仅

以某个时点登记在案 的失业人员为标准
,

其时点性与

失业 的交替性的矛盾
,

降低了统计指标的准确性
。

只

在年末统计失业指标
,

相隔时间过长
,

时效性差
。

虽

说在每 十年一次的人 口 普查和两次普查之间进行的

人 口抽样调查中搜集 失业方面的数据
,

对当年年

末的失业统计指标是一个补充
,

但还不足 以真实反 映

全年的失业状况
,

不利于随时反映失业率 的变化
,

以

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

增加宏观调控的敏感性
。

三 我 国现行的失业统计指标只 能反映显性失

业水平
,

无法反映隐性失业问题

失业有显性 公开 失业 和 隐性 非公开 失业之

分
。

显性失业人 口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工作或劳

动时间为零小时的不在业劳动适龄人 口
,

但不包括那

些现在不想工作者和那些虽想工作但未积极 寻找工

作者
,

如在校学生
,

伤病残疾者
,

临时脱产或半脱产者

等等
。

隐性失业则是相对于显性失业而言的
,

指生产

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
,

劳动力供 应

超过了 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

求而出现的闲置现象
。

隐性失业人 口 是指企业边际

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值的那部分劳动者
。

显然
,

隐性失业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这些劳动者表面上

并没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

处于
“

有工作
”

的状态
,

但从生产经营者的利润最大化 目标来看
,

他们是冗

员 二是
,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员已经有工作或 已经

退 出劳动市场
,

但实际上 他们始终存在供给愿望
,

有时会从谋求第二职业来显现
。

由于体制的原因
,

我

国国有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沉淀 了大量的 富余人员
, ,

据统计
,

我国 以上的企业中
,

冗员约占
,

国有 企业职工 在 小时 工作 内有效 工作 时间 只有
一 小时

,

在农村计划有近 即
,

一 亿的剩余劳

动力需 向外转移
,

另谋出路
。

这部分富余人员是我

国城镇隐性的 主要人群
。

据估计
,

目前我国隐性失业

的 比重 占职工总量的
,

即 万人左右
,

是同期

显性失业人数的近 倍
。

可见
,

我国 目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不是显性失业
,

而是隐性失业
,

但到 目前为止
,

我国的失业统计指标 如城镇登记失业率 只能 反映

显性失业水平
,

反映隐性失业现象的统计指标至今还

没有建立起来
。

四 进行失业统计时
,

没有考虑城镇隐性就业

的 问题

隐性就业主要指某些劳 动者实 际处 于就业状

态并拥有相应的收人来源
,

但 同时被作为失业者对

待
,

享受失业救济和 政府再就业工程的帮助
。

目前
,

隐性就业现象已 引起政府 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

但

对其规模很难做出精确的测算
,

这主要是 因为隐性

就业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

隐性就业者的就业状

态和收入水平很难被了解
,

此外
,

由于就业与失业

间缺乏统一的界限标准
,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很难根

统计论坛与实践

据被调查者的就业状况确定其是否属于隐性就业
。

隐性 就业现象的存 在
,

既有就业观念
、

企业对

下岗者就业状况监督力度不够等方 面的原因
,

也有

劳动立法和社会统计监督系统不完善
、

社会保障体

系不健全等方 面的原因
。

我国隐性就业包括 登记

失业 者 中正在从 事其它 有杖人 临时劳动 的隐性就

业 隐性失业人员的隐性就业 第二职业或兼职

离退休
、

退职人员的再就业 少民工潮
”

和
“

童工潮
” 。

五 现行失业统计调肖方法简单
,

搜集来 的数

据准确性不高
,

时效性差
·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 以界定 因而不易评估 的概

念
。

 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

标准 统计方法和 统计框架 占 目前我 国的失业统计

在这方面 已有很大的进步
,

但与国际标准比较还存

在一些差距
。

就失业统计数据的统计方法来说
,

国

际上主要采取三种调查方式 根据失业登记和

申请工作登记 的资料进香推算 根据失业保险

统计 资料 及领 取失业 保 险的统 计数据 进行 推算
根据住户抽样调查获得 其中第三种方式是西

方国家主要采取 的失业统计调查方法
。

而我国现有

的失业统计主要使用两种方棒进行
,

一种是定期报

表的方法
,

就是把在各地方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登记

的失业人数加 以汇总而来
。

抹一调查方法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
、

统计范围有限
。

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一般只局

限于城市
,

对于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就无法进行登

记
,

这样
,

我国计算出来的失业人 口就严重偏低
。

、

时效性差
。

失业登记久数是按季汇总上报的
,

上报数据中很大部分是上季结转而来的
,

对于上季求

职登记者
,

我们是无法 了解其目前 的真实状况 有部

分人 可能 已经找到了工作
,

成了就业者
。

、

有 些人 求职登记的 目的仅仅是为 了取得失

业救济
,

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求职者
。

二是通过对住户抽样调青的方法进行
。

近年来

开始试行的住户抽样调查方浩比较 能够全面反映城
镇范 围内的劳动力失业情况

,

资料较丰富
,

数据的

质量也有所提高
,

但由于我 国存在诸如隐性失业等

有特色的失业现象
,

因此通过住户抽样调查仅仅反

映城镇范围内的失业 情况还是不够 的
,

还需进一步

完善我国 的失业统计方法
,

以全面反映我 国的总体

失业情况
。

三
、

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对 策

我国的失业统计在统计概念
、

统计指标
、

调查

方法 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与社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
问题

,

难 以真实反映现阶段知国劳动力一的利用状
况

,

与国际间的可 比性较差 一
,

失业统计改革势在必
行

,

改革 主要从 以下几个 方一面进行

一 重新确定失业人员 的统计定义
,

使我 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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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统计标准与 国际惯例接轨
,

增强统计 资料在国际间

的可 比性
、

以
“

劳动事实
”

代替
“

是否登记
”

作为我 国

失业统计 的标准
,

明确失业统计依据

国际上通行的
“

劳动事实
”

标准 比我 国现行 的
“

是否登记
”

标准更科学
,

界限更明确
。

如前所述
,

按
“

是否 登记
”

作为失业标准
,

会使统计数据失真
,

人 为

地缩小 了失业率
。

而以
“

劳动事实
”

作为失业统计

标准
,

将使统计数据更准确
,

更符合失业的实际情况
,

从而提高统计信息的准确性
,

有利于国际间的对 比
。

要按照
“

劳动事实
”

为依据进行 失业统计
,

则

需要对劳动者 的最低劳动时间和 劳动报酬有明确 的

规定
,

根据我 国 目前的现实条件
,

并考虑到统计数

据 的获取要求快捷准确
,

建议作 如下的规定
,

即最

低劳动时间以 调查月内工作时间累计不足 小时
,

最低劳动报酬的调查月 内不足 当地政府规定 的最低

生 活标准作为失业统计 的依据
,

凡劳动者满 足其 中

一项即 可作为失业 者看待
,

作为失业人员统计
。

、

对失业人员 的年龄不应规定其上限

对失业 者的年龄下限应有明确规定
,

这样
,

可 以

防止企业使用童工
。

但对失业者 的年龄上 限可不作

限定
,

因为 目前规定的失业者的年龄上限 男 岁
,

女

岁 明显偏低
。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

使

大批年龄不等
,

性别不 同的劳动者失去 了 岗位
。

例

如
,

在近几年 下岗的纺织工人 中
,

包括许多技术熟

练的中年工人
,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

仍是家庭生活

的支柱 同时
,

随着我国人 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平

均寿命延长
,

劳动能力 的丧失 已大大延后
,

男 岁 以

上
,

女 岁以上 的很多人精力仍然十分旺盛
。

他们

有能力
,

也有意愿再参加工作而无法找到工作
,

如

果对这部分人不算失业者
,

不但与事实不符
,

也人为

地缩小 了我 国失业人 口 规模
。

不设 年龄上 限
,

同时也有利于与国 际标 准接轨
。

国际标准的失业人员一般 只规定年龄下限而不规定

年龄上限
,

即已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但符合失业定义

的人仍被视为失业者
。

、

拓宽统计 口 径
,

与国际通行 的失业统计 口 径

相一致

为了保证统计资料在 国际间的可 比性
,

我 国应

重新界定失业统计的 口径和 范围
。

以调查失业

率的统计和 公布反映我 国城镇失业状况
,

而不仅仅

是办理
“

失业登记
”

的登记失业率
。

将农村剩

余劳动力纳人失业统计对象
。

由于我 国农业地域辽

阔
,

农业人 口众多
,

并且伴随经济体制改革 的进行

和生产技术水平 的提高
,

使得不少农民处于 闲置状

态
,

剩余劳动力 的问题十分突出
,

为正确到反映我

国 的事业状况
,

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也应该得到反

映
。

失业统计人员应包括部分下 岗人员
。

出现

大量下岗人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中的特殊劳动经

济现象
。

从管理角度看
,

下岗人员还是单位的职工
,

但从就业角度看
,

实际分为三种状态 一类 是已 以

各种形式再就业 二类是无工作正在寻找工作 二

类是无工作但也无就业要求
。

而失业统计的要求是

确定每一个劳动力的实际就业状态
。

下岗人员如 已

再就业就应统计 为就业人员
,

如不要求就业 就应统

计为非劳动力
,

如无工作而正在寻找工作就应该统

计 为失业 人员
。

二 构建一套完整 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

现行的失业统计指标过于单一
,

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标不能准确判断我 国的失业现状
。

如果想从定量

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失业现状
,

以便更好地解决就业问

题
,

必须重新构造失业统计指标体系
。

在构建一套完

整 的失业统计指标体 系之前
,

有必要对失业进行科学

的分类
,

大致分类如下

失业
广义

自愿失业 不属于失业统计范围

了 显性失业

非自愿失业

统计意义上的失业

公开失业

隐性失业

非公开失业

与分类相对应
,

构建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如下
、

反映失业 现状 的绝对数指标

显性失业人口
城镇显性失业人数

农村显性失业人数

隐性失业人·“ 城镇隐性失业人数

农村隐性失业人数

月

声、丈、矛、

口业人失

城镇显性失业人 口 数 指在劳动部 门登记失业

的失业人 口数的基础上
,

加上未进行失业登记但正

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工作 的人 口 数
,

再扣除登记失业

的城镇人 口 中的隐性就业人 口 数
。

农村显性失业人 口 数应包括三个部分 在

第二
、

三产业中劳动
,

由于客观原因失去工作
,

一

直没有参加包括农业劳动在内的农村人 口 放

弃 了第一产业的工作想从事第二
、

三产业工作但没

有找到工作 的农村人 口 土地被征用
,

但没有

安排 其他 劳动岗位 的农村人 口
。

城镇隐性失业人 口 数的计算 应以 劳动生产率 为

原则计算
,

具体如下

城镇隐性 上期城镇隐性 本期减少的
、

破产 停工
, ,

了
失业人数

一
失业人数 隐性失业人数

”
到年底的周数

二 “‘

十 本期增加的
隐性失业人数

年初到成

立的周数

,

」
其 中

,

本期 减少 的隐性失业人数
,

是指本年度

破产
、

停工 的企业所包 含的原隐性失业人数 本期

增加的隐性失业人数指本期新成立的企 业说包含的

隐性失业人数
。

农 村隐性失业人 口数 指超过种植一定数量耕

地所必须 的劳动力数量 以上 的那部分劳动人 口 供应

量
。

利用人均耕地 负担法计算时
,

应考虑农业技术

进步因素对全国平均每个劳动力可耕种土地面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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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影 响
。

种植业的必要 全国耕地面积

劳动力数量 每个劳动力可耕种土地面积

农村剩余 农村总劳动 种植业的必要
劳动力

一
力人口数 劳动力数量

农村隐性 农村剩余 乡镇企业
、

农村非农 流出木地区的
失业人 口数

一
劳动力 农业吸收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

反映失业水平 的相对数指标

显性失业率

隐性失业率

城镇显性失业人数

农村显性失业人数

城镇隐性失业人数

农村隐性失业人数

‘了之、声、

率业急失

城镇显 隐 性失业率
二 城镇显 隐 性失业人口数

城镇民用劳动力人口数

城镇总失业率
二
城镇显性失业率 城镇隐性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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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显 隐 性失业率
二 农村显 隐 性失业人口数

农村民用劳动力人口数
叉〕

农村总失业率

总失业率
二

农村显性失业率 农村隐性失业率

城镇总失业人 口数 农村总失业人口数

经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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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失业的实际情况
,

失业统计指

标体系 中还可包括诸如平均失业 时间
,

失业人员构

成
,

失业人员 性别比率
,

长期失业人员 比重等指标作

为辅助性指标
。

三 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隐性失业人 口 进行估算

目前我 国的失业统计数据与 国外不可 比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 我 国的失业人 口是显性 公开 失业 人 口
,

没有包括隐性失业人 口
。

这样
,

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

率明显偏低
。

为了使我国失业人 口 的统计 口 径与国

际标准趋 于 一致
,

必须对隐性失业人 口进行结算
。

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
,

隐性失业包括城镇隐性失

业和农村隐性失业两部分
。

在对城镇 隐性失业人 口

进行估算时
,

必须先确定城镇隐性失业人员的统计范

围
,

目前我国城镇 隐性失业实际上是以企事业单位现

实的富余人员为统计对象的
。

隐性失业的最大特征

是低效率
,

即一 个人的活三个人干
,

因此
,

在估算城镇

隐性失业人 口时
,

必须充分考虑到隐性失业的这一特

征
,

目前用得较多 的方法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
,

如 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 中
,

若按有效工时 占制

度 工时 的 估算
,

则 隐性失 业人 数 约为
  万人

。

对于农村隐性失业人 口 的估算
,

用

得较多的定量方法有三种
,

即 国际对此法
,

抽样调查

估计法及 由中科 院王 诚同志提出的模型推算法
。

笔

者倾 向于抽样调查估计法
,

此法是通过对部分农村地

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 的

隐性失业率
。

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

年我 国农村隐性失业人数 亿
,

隐性失业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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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黔公誉群
查

动

只

地

区
,

时效性差
,

收集来的数据质量难 以保证
。

用 人

口普查和 人 口抽样调查来搜集数据
,

则 间隔期
太长门 。年一次 时效性太差一

。

从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

的失业统计方法看
,

失业统计调查 的主 要方法有住

户调查
,

失业保险记录或失业脊记 其 中最好的方法

是住户抽样调查
,

这一方法也是 国际劳工组织向世

界各 国推荐 的方法
。

现阶段 研究并建立具有中国

色的住户抽样调查制度
,

真实地反映我 国的就业

况
,

是我 国 失业统计改革 的 目标
。

从 年开始
,

国家统计局 已经开展 了失业与
就业抽样调查试点

,

目前正处于进一步总结经验
、

完善方案 的阶段
。

但从保证和提高统计数据准确性

的要 求 出发
,

还应完 善现有 的劳动 力抽样 调查制

度 加快城镇失业登记制度的修补
,

补充失业
登记项 目

、

内容
、

标准
,

并改变 以前 以户 口性质为

依据 的统计方 法
,

按 地域划 分统计失 业人 员的情

况
。

充分利用遍布全国农村
、

城市的两支调查

队伍
,

常年开展城镇和农村就业和失业统计专项调
查

。

在调查方式上
,

应采用 以普查为基础
,

抽

样调查为主体
,

并配合重点调查
、

统计报表和科学

推算 的调查方式
。

为提高统计数据 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
,

充分 利用现代化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展各种

形式的 网络调查 以及进行信息技术数据处理
。

在住 户抽 样调查 中
,

调查表采用灵活 的问卷形
式

,

可 以准确地体现国际标准的失业
口径

,

并且可以

同时得到经济活动人 口
,

家庭或住户的社会经济状况

的完整资料
。

这一方法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上
,

可在现

有各地统计部 门的城调队和本调 队 系统进行 的家计
调查中加进失业统计的有关项 目

,

住户抽样调查的优

点是时效性强
,

信息量大
,

人 为干扰少
。

这一方法的

推广和 应用
,

必将提高失业统一计 的数据质量
。

五 建立和完善失业监一测 预警 系统

要 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为基础
,

依据历史

和现状资料寻找失业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

按

照相对超前性
、

敏感性
、

时效性
、

综合性和可操作
性 的原则设计 出一系列反映失业主体行为和 失业调
控手段效应 的指标

,

从而建立数学模型来动态反映

失业状态
,

并将监测结果形成预警或预报
,

以便有

关部 门或地区 及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
。

总之
,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 国民 经济

的发展过程 中面临着严 峻的林业压力 与失业危机
,

建立完善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和失业监测预警系统
是十分必要 的

。

一

竺少竺竺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