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暂时解雇策略研究进展

赵 建

内容提要 :
研究和应对失业有必要 了解企业的解雇行为

。

暂时解雇是 企业应对短期市场 需求

下 降的 一种缓冲措施
,

被解雇的工人在经历 一段时 间的失业 以后会 重新回到原来的雇主那里就业
。

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采取暂时解雇策略有重 大 的影响
。

了解暂时解雇的 经济原理
,

对企业制定 应

对商业危机的措施和政府帮扶企业的产业政策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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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形势起伏变化
。

如果遭遇危机
,

大家都要

寻求缓 冲策略
。

单个企业在面对市场需求的短期变

化尤其是产品订单 和销量减少 时
,

应对短期市场需

求 (减少 )变化 的常见策略
,

是增加存货
、

缩短工作时

间和解雇工人
。

然而
,

如果市场需求 的变化是暂时

的
,

或者
,

只是更长的周期 波动 的一个片段
,

加之解

雇和招募员工均会发生成本
,

因此
,

有些企业就精心

设计 了暂时解雇 (t e m p o r a r y la y o ff)策略
。

据研究
,

暂时解雇 曾经是在国外劳动力市场上大量出现的现

象
,

有些工 人还 不止一 次地 被暂 时解雇 (M
.

F el d
-

s te in
,

1 9 7 6 ; M
.

C o r a k
,

1 9 9 6 )
。

一
、

暂时解雇的概念和形成的原 因

暂时解雇不 同于永久解雇 (p e r m a n e n t la y o ff)
,

如果被解雇者再度就业
,

暂时解雇往往不涉及工作

(雇主 )的改变
,

而永久解雇则会发生工作 (雇主 )的

改变
。

因此
,

同样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现象
,

并且
,

就被解雇的工人来说
,

尽管 同样是非 自愿性质 的失

业
,

但暂时解雇不仅失业 的期限(s p ell) 较短
,

更重要

的是它包含有召回(rec al l) 预期
,

这就与永久解雇有

很大的区别
。

美 国劳工部 (1 9 7 5) 将暂 时解雇定义

为
: “

未连续或不期望连续付酬的
、

超过 7 个连续 日

历 日的
、

由雇主发起的
、

不使工人合法权利受损的暂

时停职
”
(M

.

F e ld s t e in
,

1 9 7 6 )
。

之所 以发生暂时解雇而不是永久解雇现象
,

就

企业而言
,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
:

第一
,

需求波动

是暂时的
。

因此
,

暂时被解雇但又等待召回的工人
,

实际上是企业置于外部却又可以方便利用的一种特

殊的劳动力储备
。

第二
,

永久解雇是有较高成本的
。

除了直接的解雇分手费 (s e v e r a n e e C o s t )以外
,

企业

为形成特殊的人力资本而作 的投资
、

竞争对手因此

得到紧缺人才的机会
、

乃至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作

为用人单位的声誉等
,

都使企业在启动永久解雇上

顾虑重重
。

第三
,

强制性的
、

企业担负相应经济责任

的社会 (失业 )保险制度
,

既是企业可 以利用的缓冲

条件
,

也会对企业的雇佣决策形成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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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失业保障期
,

可以 看作是对企业劳动力储备的

直接补贴
。

企业最佳用工的不确 定性越大
,

这种补

贴的意义也就越大
。

企业可否将暂时解雇成本转嫁

给公共账户
,

对召回期间的预期延续时间以及从召

回失业 转变 为普 通 失 业有 重大 的影 响 (R ped &

N o r
d b e r g

,

2 0 0 3 )
。

就工人而言
,

接受暂时解雇也是一种次优选择
,

可 以说是其在永久欠业和暂时失业之间所作的一种

替换
。

工人之所 以在暂时解雇期间等待召回而不是

另找工作
,

主要是由于
:

第一
,

找工作是有成本的
,

其

中包括既得技能的生疏乃至废弃 ;第二
,

能否找到工

作是不确定的
,

因此许多人想要规避不能就业 的风

险 ;如果工人改换工作
,

或合 同未能续签
,

对潜在 的

未来雇主来说
,

可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信号作用
,

以

为他不胜任 (B u r d e t t a M o r t e n s e n , 1 9 8 0 ; E
.

N a -

k a m u r a ,

2 0 0 8 )
。

第三
,

失业保险赔偿 可以使他们

暂时调剂被解雇期间的生活
,

因而可以等待召回
,

甚

至享受一段时间的闲暇
。

寻找新工作 的力度是与被

召 回 的 可 能 性 负 相 关 的 ( R p e d 乙 N o r d b e r g
,

2 0 0 3 )
。

二
、

企业最佳的暂时解雇策略

在对暂时解雇的成因和合理决策的理论分析方

面
,

研究者大量借用 了
“

工作搜 寻模型 (jo b se ar c h

m o d e l)
”

和
“

隐含合 同模 型 (im p lie it e o n t r a e t m o d
-

el )
” 。

它们共 同的和一般的假定是
:

企业追求利润

最大化
,

在对劳动力的使用方面
,

以劳动力的边际产

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 (使劳动力市场出清

的工资水平 )为劳动力的最佳雇佣原则
;工人则追求

(跨时期的或终身的)效用最大化
,

在就业和工作努

力方面
,

以劳动力获得 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力的边

际负效用或者等于不劳动 (亦 即闲暇 )的效用为 尺

度 ;在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就雇佣条件达成一致
,

并在

事实上使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时候
,

雇佣安排是最佳

的
。

在上述基本假定的基础上
,

工作搜寻模型认为
,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搜 寻成本存在
,

如果将雇佣双方

的关系划分为几个阶段
,

那么
,

双方都有一个对彼此

的试探和了解的过程
。

当最初的试用期结束
,

企业

可能辞退或续聘 员工
,

员工也有 可能辞职或 留任
。

特别是
,

当市场需求出现了短期波动
,

企业究竟是永

久解雇还是暂时解雇部分员工
,

员工到底接受还是

不接受含有召回承诺 和预期的暂时失业
,

不仅取决

于企业和员工对雇佣风险的态度
,

还要取决于企业

和员工对市场需求回升从而相应的召回 (等待 )期限

的预期
,

以及其他企业的用工情况乃至社会的 (尤其

是失业保险)制度环境等
。

最佳的暂时解雇数量和

暂时失业期间可 以近似地加以决定
:

就企业来说
,

如

果当前 的市场需求不仅低于预期水平
,

而且还低于

前期水平时
,

暂时解雇就可以启用
。

就工人来说
,

只

要其边际产品价值低于其时间的机会成本但高于从

别处就业得到的预期收人
,

在有召回可能时
,

也可以

接受暂时解雇 (J
.

H a lt iw a n g e r ,

19 8 4 )
。

隐含合 同模型则认为
,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

成本存在
,

想要在事前把所有雇佣关系的细节都 明

确规定下来
,

并且在实施过程 中密切地加以监控
,

既

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必要的
。

因此
,

在正式的
、

明文

表述的合 同条款之外
,

企业管理层往往默许员工对

工作的具体操作和完成有一定的裁量决定权
,

并 以

较为优厚 的报酬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

员工对企

业的信任和忠诚
,

除了使他们有更高的劳动力积极

性之外
,

甚至可 以帮助企业 节省必需 的培训成本
。

当市场需求出现了短期波动
,

企业 的产品价格下跌

引起利润减少
,

进而引起员工在市场工资水平之上

的优厚待遇的减少时
,

相应的
,

员工的闲暇价值就会

凸显出来
,

于是
,

他们会 配合企业的暂时解雇策略
,

在附带召 回预期的情况下
,

停薪 留职地赋 闲一段时

间
。

在等待召回的时间里
,

暂 时失业 的员工之所 以

不会另外寻找新的工作
,

除其他因素之外
,

最主要是

由于工人不愿负担找不 到工作 的风险
,

以及难 以放

弃与原企业既定的隐含合 同或市场需求回升以后的

优厚待遇
。

由此推论
,

最佳 的暂时解雇数量 和暂 时

失业期间的确定
,

将主要取决于员工的风险态度
、

对

工资溢价 的敏感程 度和对 闲暇价值 的评 价
。

实 际

上
,

暂时解雇可以说就是一种隐含合同
,

它帮助员工

转嫁和降低永久失业 的风险
。

因此
,

暂时解雇 的频

率和期限或许就是合 同条款 的一部分
,

甚至可以 当

作企业提供给工人 的报酬组合中的一部分
,

因此存

在工会的企业
,

暂时解雇常常是劳资双方集体谈判

的一项内容
。

三
、

暂时解雇与缓解失业和促进就业的政策

国外对暂时解雇现象的研究
,

可 以追溯到 20 世

纪初
,

当正统 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将失业保险

制度视为
“

自动稳定器
”

时
,

许多前凯恩斯经济学家

(庇古
、

希克斯
、

坎南
、

克雷
、

赫克歇尔
、

卡塞尔 )都像

20 世纪 90 年代那样讨论过失业保险制度的负 面激

励作用
。

他们认为
,

失业保险制度会强化工会在谈

一 8 7 一



判中的地位
,

从而增强了对企业的工资压力
。

而且
,

失业保险赔偿金会影响失业者找工作的行 为
,

并延

长失业期限
。

此外
,

他们还认为
,

失业保险制度会改

变雇佣合同的性质
;并且

,

如果失业保险对一些行业

征税而补贴另一些行业 的话
,

那么
,

失业保险就会影

响劳动力的跨行业配置 (参见 B
.

H o lm lu n d
,

1 9 9 8 )
。

2。世纪 70 年代开始直到 90 年代
,

对暂时解雇

现象 的研究形成 了一股热潮
,

美 国经济学家费尔德

斯坦 (Fe ld s te in
,

1 9 7 5 ; 1 9 7 6 )
、

莫藤森 (M o r t e n s e n ,

19 7 7 )
、

贝利 (B a ily
,

1 9 7 7 )
、

托佩尔 (T o p el
,

1 9 8 3 )等

人发表了关于暂 时解雇研究 的大量著述
。

莫藤森

(1 9 7 7) 认为
,

提高失业保 险赔偿率和延长失业保险

赔偿金支付时间
,

将 产生三种 效应
:

搜 寻补贴效应

(S e a r eh s u b s id y e ffe e t )
、

阻 滞 效 应 ( d is in e e n t iv e

effe e t )和
“

授权
”

效应 (e n t it le m e n t effe e t )
。

首先
,

在

失业赔偿金接近花光的时候
,

失业者 的保 留工资会

下降
,

因此
,

工人从失业状态退出的比率在整个失业

期间是逐步增加的
。

其次
,

失业赔偿率的上升
,

对那

些当前还没有 资格领取失业保 险赔 偿金 的工人来

说
,

接受工作以便在将来有资格 领取失业保险赔偿

金的做法
,

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
“

授权
”

效应 )
。

第三
,

失业赔偿率的提高
,

会引起新近失业的工人提高其

保留工资
,

而接近赔偿金耗竭的在保工人则会降低

其保 留工资
。

就是说
,

更高的失业保险赔偿率将同

时增加失业者继续搜寻和接受工作 的价值
。

其他人则侧重研究企业按 自己解雇员工的历史

缴纳失业保险税 的经验估定率 (e x p e r ie n e e r a t e )和

失业保险赔偿可以部分替代失业者在失业前得到的

劳动力报 酬 的替 代率 ( : e p la e e m e n t r a t e ) 等 问题
。

他们认为
,

社会保险既能影 响工人从就业状态 向失

业状态的转变
,

又能影响工人从失业状态向就业状

态的转变 (R
.

H
.

T o
Pe l

,

19 8 3 )
。

具体 来说
,

经验估

定法使那些经常大量解雇工人的企业或行业受到激

励
,

倾向于更 多地
、

甚 至是过多地采用 暂时解雇策

略
,

事实上通过失业保险系统接受 了由那些较少解

雇工人
、

失业保险税缴纳较多的企业或行业转移过

来的隐形补贴
,

出现 了一种 由特定失业保险制度安

排所产生的特有的交叉补贴 (e r o s s S u b s id y )现象
。

采用不完全的经验估定法的失业保险制度放大了市

场波动对就业人数调整的影 响
,

缩小 了市场波动对

工作时间调整的影响
。

甚至
,

在市场需求没有下降

的情况下
,

失业保险制度的存在
,

也会引发解雇或失

业
,

准 确地说
,

是伪装 的失业
,

一种 失业 保险假 期

(u n e m p lo y m e n t in s u r a n e e h o lid a y ) ; 在 一 定 条 件

一 8 8 一

下
,

失业保险赔偿补贴对失业的影响会超过价格波

动的影响
。

从这些经验研究得到的政策含义是
,

如

果像对普通收人那样
,

对失业保 险赔偿金征税
,

或

者
,

提高经验估定率
,

那么
,

就将有效地减少失业保

险 赔 偿 补 贴 (M
.

Fe ld s t e in
,

1 9 7 6 ; R
.

H
.

T o p e l
,

198 3 )
。

失业保险制度的宏观经济效果是
,

由于它增

加失业的趋势
,

因此引起 了
“

菲利普斯 曲线
”

的向外

移动
。

由于当时美国刚刚度过大萧条之后的一次严重

的经济危机
,

或者
,

更为准确地说
,

正面临着
“

滞涨
”

的压力
。

同时
,

宏观经济学 中
“

自然失业率
”

理论兴

起对
“

菲利普斯 曲线
”

的解释和争论正 酣
。

有人认

为
,

在 自然 (均衡 )失业率与失业保险制度的
“

慷慨
”

程度之 间
,

存在着正相关关 系
。

政府的劳动力统计

中也引人了
“

摩擦性失业
”

概念
。

因此
,

这些经济学

家对美国经济中是否存在暂时解雇
,

以及暂时解雇

的程度和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

当然
,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过度强调暂时

解雇现象
。

T
.

V
.

d e V
.

C a v a le a n ti (2 0 0 4 )认为
,

当

企业雇用一个工人时
,

会考虑预期的雇佣成本
,

而解

雇成本明显地是 其 中的一部分
。

为了避免解雇成

本
,

企业会 降低雇用新人的频率
。

因此
,

一般说来
,

高额的解雇成本不仅会增加就业任期
,

而且也会对

劳动力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

使企业仅维持较小的劳

动力队伍
。

当岗位创造 (io b cr ea t io n) 和 岗位破坏

(io b d e s t r u e tio n )的比率随解雇成本而上 升时
,

均衡

失业率就会受到就业保障的含混不清的影响
。

如果

解雇成本是工作任期的函数
,

那么
,

当解雇成本随着

工作任期的延长而增加 时
,

为了回避未来上升的雇

佣成本
,

更严格的就业保障要求
,

可能会增加 岗位破

坏并延长失业期 间
,

从 而无疑地会影 响失业率
。

因

此
,

放松管制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

四
、

失业保险
、

资历和其他

因素对暂时解雇的影响
口

除了对最佳暂时解雇数量和期间的研究外
,

国

外对劳动力市场中暂时解雇现象的研究
,

主要集中

在失业保险及其赔付对暂时解雇 的影响
、

暂时解雇

与存货调整和工时调整措施 的综合使用
、

暂时解雇

中资历原则的作用
,

以及暂时解雇是否会导致劳动

力市场分割等几个问题上
。

(一 )失业保险制度

一般来说
,

失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器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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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平顺就业期间和失业期 间工人的生活
,

使之不

受经济周期波动 的影响
。

对政府而言
,

希望通过资

助失业保 险保持企业 和就业 的稳 定 (A n der so n &

M ey er
,

1 9 9 3 )
。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 的重要 内容
,

失

业保险制度的设计有重大 的社会意义 和经济意义
。

社会化的失业保险制度的存在
,

本身 已经使得企业

和工人减轻了后顾之忧
。

尽管具体的制度安排存在

着国别差异
,

但是
,

企业需负担一定的失业保 险赔偿

义务却是各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共 同特征
。

由企业缴

纳的失业保 险税 类 似 于一 种特 殊 的解 雇 分 手费

(Ch a n 乙 Io a n n id e s
,

1 9 5 2 )
。

研究表明
,

失业保险制

度具有鼓励企业采取暂时解雇策略
、

助长工人接受

暂时解雇并在暂时失业期间等待返聘而不找工作的

作用
,

甚至延长了失业时间
。

然而
,

暂时解雇策略的

过度使用和失业时间的过分延长
,

又会给社会造成

效率损失
。

比如
,

过多的暂时解雇会影 响企业对新

人的聘用
,

甚至妨碍劳动力队伍的结构调整
。

不过
,

M
.

C o r a k (1 9 9 6 )认为
,

暂时被解雇者 的召

回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
。

企业可能误判形势
,

以为不景气很快会过去
,

也可 能高估 自 己挽 回局面

的能力
,

过分承诺召 回
。

它们还会犯相反的错误
:

高

估需求冲击的严重性
,

错误地解雇员工而不给予召

回预期
,

最后又不得不召回
。

怀有被 召回预期 的工

人不大积极地找工作
,

结果预期落 空的人就经历 了

特别长的失业期
。

失业保险赔偿金 的领取状况
,

实

际上是 由企业和工人双方共同造成 的
。

在失业保险

赔偿金接近于耗竭时
,

被保险人会 更加努力地寻找

工作
,

并更愿意接受 当下提供 的工作岗位
。

伴随领

取失业保险赔偿金 的时间延续
,

失业者被召 回的 比

率呈倒 U 型变化
。

如果召 回 日期是 由企业制定的
,

这说明企业是根据被保险人的失业保险赔偿金的预

计的领取情况来安排的
。

企业利用失业保险制度来

降低暂时被解雇员工的寻找新工作的力度
,

以利于

维持员工对企业 的长期依附
。

通过暂时解雇
,

企业

丧失在员工身上所花费的培训投 资的风险也降低

了
。

召回时间按照失业保险赔偿金耗竭的紧迫性来

安排
,

因为后者同时反映了被暂时解雇者需要找到

一份新工作的紧迫性
。

当失业保险赔偿金快要耗竭

时
,

失业者找到新工作 的几率和被 召回的几率都在

急剧上升
。

由于召回预期抑制 了找工作的机会
,

怀

有召回预期的失业者
,

在预期落空后
,

找到新工作的

概率也更低
。

F a th 邑 Fu e s t(2 0 0 5 )认为
,

若考虑失业保 险的

预算约束
,

引人经验估定法既可能增加长期就业
,

也

肯定能增加福利
。

在不考虑预算约束时
,

税收的增

加将减少就业
;
赔偿率 的增加将减少暂时解雇和长

期就业
,

但对在业 者的福利影响是不确定的
。

引进

经验率等于开征一种附加税
,

但是
,

由于这也同时增

加 了财政收入
,

这些财政收入可用 于减少失业保险

中不受经验估定法约束的部分
,

从 而在赔偿率不变

的情况下
,

减少一些所得税
,

相应 的
,

也减少 了预期

的劳动力成本
。

如果总的就业基数提高 了
,

暂时解

雇就有可能在事前多雇用了工人 的情况下增加
,

或

因为经验率起作用而减少
。

经济中易受冲击的部 门

和不易受冲击的部门的情况是不大一样 的
。

尽管不

了解用工波动较大 的部 门多雇用一些工人 是否必

要
,

但是
,

由经验估定法增加的中性 的财政收人都会

导致一种帕累托改进
。

暂时解雇越多
,

企业对失业

保险制度的贡献越大
,

这样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负的

财政外部性 (n e g a t iv e fis e a l e x t e r n a lity )
,

就是说
,

当

暂时解雇率过高时
,

经验估定法对此状况 的矫正
,

会

改善总体 的效率水平
。

(二 )资历原则

至于企业在 自己的员工队伍中选择哪些人进行

暂时解雇调整
L

,

人们观察到经常被采用的是资历
,

准

确地说
,

是
“

逆资历
”
(in v e r s e S e n io r ity )原则

,

即
“

最

后被雇佣者最先被解雇
”
(M

.

Fe ld s t e in
,

1 9 7 6 ; J
·

L
·

M e d o ff
,

1 9 7 9 ; G
.

M
.

G r o s s m a n ,

1 9 8 3 ; J
.

H a lt iw a n -

g e r
,

1 9 5 4 ; E
.

N o s a l
,

1 9 9 0 )
。

这是 因为
,

从企业 方

面来说
,

在资深工人身上投入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多
,

在他们身上积累的企业特定化 的人力资本越多
,

从

而相应 的劳动生产率更高
,

对企业 的利用价值也更

大
; 相反

,

资历较浅的员工则没有这种优势
。

再说
,

解雇资深工人 的直接成本也更 高
。

从 员工方面来

看
,

没有什么资历的员工
,

也容易尝试在别处寻找更

好的企业 一员工搭配
,

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干和实

现 自己的价值
,

并且
,

其个人 (家庭 )生活此时对企业

收入上的依赖也相对较轻
;
资深工人则不同

,

他们对

企业的依赖更强
,

家庭生活依赖于既有的工作
,

已经

特定化的人力资本 一旦长期离开企业也会贬值
,

而

且资历在其他企业 也没有可资利用的经济价值
,

因

此
,

在面对暂时解雇可能时
,

会提出更高的补偿要求

(B
.

H a m ilt o n
,

1 9 9 6 )
。

J
.

L
.

M ed of f( 1 9 7 9) 认为
,

企业在面对其产品市

场的需求下降时
,

会选择几种形式 的劳动力调整方

法
,

包括减少就业人数
,

减少平均工作时间和减少每

小时报酬 (增长率 )
。

企业的暂时解雇率依赖于几个

决定赔偿金和解雇成本 的因素
,

包括产 品需求水平

一 8 9 一



的变化
;
企业 的技术性质

;
雇员应召返 回企业 的可能

性 ;采用其他诸如 自己承担损失
、

减少平均工作时数

和降低实际工资 (增长率 )的手段
,

适应市场变化 的

可行性
。

在有工会的企业
,

这些选择会受到工会 的

制约
。

一般说来
,

与非工会企业相比
,

通过解雇工人

来调整劳动力投入
,

在工会企业要更突出一些
。

通

过阻止辞职和削减实 际工资 (增长率 )
,

工会会增加

对暂时解雇策略的应用
,

限制企业减少平均工作时

间和开除工人 的能力
。

工会企业和非工会企业之间

在使用暂时解雇策略上的差异
,

从它们获取的失业

保险补贴 的差异 中得到了回报
。

工会企业中暂时解

雇的重要性之所以 更为突出
,

部分原 因是在集体谈

判 中资深雇员的偏好 (也就是按逆 资历顺序安排暂

时解雇 )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

(三 )综合的缓冲方案

M
.

N
.

B ai ly (1 9 7 7 )认为
,

当产 品的市场 价格 下

降时
,

企业首先是缩短工作时间
,

只有在达到最低每

周工作时间以后
,

才开始解雇工人
。

关键点的决定
,

要依据工人被解雇以后预期所能得到的收人
。

由于

失业保险赔偿是决定这种收人 的重要因素
,

因此
,

它

才会影响解雇的数量
。

大量的解雇都来 自于那些需

求会发生季节性波动和 /或频繁 的周期性波动 的企

业
。

如果存在一个关键价格 P
。

(0 < P
。

< P。
)

,

由于

P
。

蕊P
l

< P
。 ,

此处
,

P
,

是市场需求下降时的价格
,

P0

是市场需求变化之前 的价格
,

因此
,

L l
一 L 。 ,

即市场

需求变化前后雇用的工人人数相等
,

并且 H
,

< H
。 ,

即市场需求变化后的工作时间小于市场需求变化前

的工作时间
,

因此
,

只有工时缩减
,

没有工人被解雇
。

新安排 的工 时 H
工

会 随着市场需求变 化后 的价格

P l 的下降而减 少
。

但是
,

如果 Pl

< P
。 ,

也 就是说
,

市场需求变化后 的价格 P ,

小于关键 价格 P
。 ,

就不

会再有进一步 的工时缩减
,

但 L
,

< L 。 ,

即市场需求

变化后雇用的工人人数小于市场需求变化前雇用的

工人人数
,

也就是说
,

发生对工人 的解雇
。

并且
,

新

安排的工人人数 L
l

会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后的价格

P
,

的下降而减少
。

R
.

H
.

T o Pe l(1 9 8 2) 认为
,

在 市场均衡 条件下
,

对存货
、

解雇和工时调整 的需求是一起决定 的
。

他

研究了存货调整
、

工作时间调整和暂 时解雇同时决

定 的情形
,

并且分析 了这些调整措施 的优劣及其相

互搭配
。

他认为
,

暂时解雇毕竟是一种短期的
、

缓冲

的调整行为
,

而且不同的企业
、

行业
,

不 同的制度 背

景
,

具体的条件 和效果 各不相同
。

总的就业和就业

结构仍然取决于长期 的
、

包括技术 的因素
。

但 M
.

一 9 0 一

A
.

L o ew e n s t e in (1 9 8 3 )认为
,

造成暂时解雇 的
,

是一

般工时调整 的困难
。

当工作时间不能无成本地 (或

者说不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地 )在工人 中间实现差别

化
,

所有被雇用 的工人都必须工作相 同的时间的时

候
,

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不再是边际产品价值等

于消费对闲暇的边际替代率
,

而是边 际产品的平均

价值与平均 的消费对 闲暇 的边 际替代率相等
。

其

中
,

有的工人的边际产 品价值大于其 消费与闲暇的

边际替代率
,

有 的工人 的边际产品价值则小于其消

费与闲暇的边际替代率
,

二者 的总和为零
。

与其无

差别地分享既定的工时或分享既定 的工作
,

不如暂

时解雇后一部分工人
。

因此
,

暂时解雇特别适合于

那些生产率较低
、

时间偏好较强
、

规避风险态度较为

平淡的工人
。

M
.

D
.

S h a p ir o (1 9 8 9 )在评论 J
.

H a lt iw a n g e r 和

L
.

M ac ci ni 对存货
、

订单
、

暂时解雇 和永久解雇的计

量经济学分析时指出
,

企业为了消化市场冲击
,

需要

全面调整各种边 际量值
,

以使成本最小化
。

尽管在

短期内
,

企业生产可以看成是劳动力投人的函数
,

但

劳动力投人调整本身却是一个复杂的间题
。

企业可

以通过改变已经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时数来调整劳动

力投人
,

也可 以通过改变雇员人数来调整劳动力投

人
。

不过
,

工时和人数的二重方式并没有穷尽企业

可调整的所有边际因素
。

企业必须平衡各项生产调

整措施的成本 和收益
,

以 最大化预期利润 的现值
。

此外
,

冲击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

对于调整要素以适

应新订单变化来说十分重要
。

如果订单变化是暂时

的
,

暂时解雇和工时调整就是敏感 的
;如果订单变化

是永久的
,

就业就必须作出永久 的和立刻发生的反

应
。

(四 )劳动力市场分割

经常使用暂 时解雇策略
,

无形中将劳动力队伍

分割成高技能的核心部分和随时可以替换的边缘部

分
。

这样
,

暂时解雇与临时聘用相结合
,

以非正式雇

用人员作为缓冲
,

使企业在变化 的市场环境 中获得

了用工的灵活性
。

然而
,

并木是所有行业均适合经

常采用暂时解雇策略
。

只有用工波动较大的企业可

以采取它来缓冲市场需求波动
。

F
.

K o u t e n t a k iS (2 0 0 8 )指出
,

由于使用临时雇员

作为缓冲劳动力 队伍
,

这些雇员在企业产 品市场状

况好 的时候被聘用
,

在市场状况差的时候被解雇
,

使

企业 内部 出现 了二元 的或分割 的劳动力市场
。

然

而
,

据他分析
,

让 临时工作者充当缓冲劳动力是有条

件的
,

它取决于永久雇员和临时雇员之间的工资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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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大过了辞退永久雇员而要

花费的
、

经过折算 的解雇成本 的话
,

那么
,

为了应对

负面的市场冲击
,

企业也 可能解雇永久雇员而不是

临时雇员
。

此外
,

上述分析还意味着
,

临时雇员的存

在
,

为永久雇员通过谈判讨要更高 的工资附加 了上

限
。

并且
,

反过来说
,

如果永久雇员想要增加工资而

又不愿意负担更大的丢失工作的风险的话
,

那么
,

就

必须同时提高临时雇员的工资
。

这对于工会的集体

谈判来说
,

等于附加 了限制因素
。

研究和应对失业有必要 了解企业的解雇行为
。

在遭遇经济危机时
,

企业的应对行为更要审慎从事
。

暂时解雇与失业保险制度是相互作用的
。

适当的失

业保险政策既可以帮助企业 和工人渡过困难 时期
,

又不至于引起社会过大的经济效率损失
。

对劳动力

市场中暂时解雇政策 的理解
,

可以 更好地理解政府

保障和增加就业等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
。

对企业制

定应对商业危机的综合性的缓冲措施
,

以及政府出

台帮扶企业 的产业政策
,

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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