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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宣称，去年的全

球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新高。2009年，超过2亿人，即全

球劳动力的7%，在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在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全

球经济也经历着最为严重的失业，这并非巧合。失业率

与经济活动的表现息息相关；事实上，经济增长与失业

被认为是一枚货币的两面：当经济活动高涨的时候，总

体上产量增加，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产品

和服务。当经济活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公司裁员、失业

率上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业率是一个反周期的指

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处于低潮时失业率会上升，反之

亦然。

但是失业率并非在经济增长高企后马上就会降低，

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时滞。更为普遍的是，公司等商业

组织会首先通过让同样数量的雇员做更多工作或生产更

多产出（即提高生产率）的方式从经济衰退走向经济复

苏。只有复苏很扎实的时候，这些公司才会增加雇员

数量。因此，只有经济复苏开始之后，失业率才可能开

始下降。在经济下行的初期，这种现象会反向作用。在

解雇员工之前，公司会优先考虑缩减工作时间或减薪的

办法。只有经济下行周期延长之后，失业率才会开始增

加。这是因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时滞，因此被

称为经济活动的滞后指标。

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是怎样的？这取决于

几个制约因素，而最突出的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法律体

制。对于美国经济而言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有一种估算

方法：奥肯定律（以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命名）。

奥肯定律假定失业率降低1%，产出会增长3%。最近的估

算发现，相应的产出增长可能会低一些，大概介于2%—

3%之间。

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相

互作用？如果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我们可否预测失业会

消失？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见图1）；即便在21

世纪的头10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至少在2008—2009年

经济危机之前是如此），全球失业率下降了，但从未降

至零。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基础问题：失业率能否减少

为零？

市场出清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每个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

在内）都存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出清点（“返归基

础：供给与需求”，《金融与发展》2010年6月号）。然

而失业的存在似乎表明，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市场不能使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市场出清的均衡。市场出清在

劳动力市场会持续失灵吗？

有些时候是因为工资（或者劳动力的单位价格）没

有调整以使得市场能够出清。部分工人，尤其是熟练工

人，可能有一个保留工资。如果收入低于这个水平，他

们不愿意工作，但是这个水平又比雇主们愿意支付的标

准要高。讨价还价的结果是雇主愿意支付比政府设定的

最低工资稍低些的工资，以确保该工资水平能够使雇员

维持生活。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导致了工作短缺，这

被称为结构性失业。总体来说，结构性失业人员在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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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搜寻时间会更长。

但是工资粘性不能充分解释反复出现的失业。失业

总是存在的，因为总有一些人处于换工作的间隙，或者

刚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些人不是因为市场上缺乏

工作机会而失业，而是因为找工作需要花时间。这种暂

时的失业被称为摩擦性失业。

这些因素的叠加形成了失业的长期平均水平，即

所谓的自然失业率（NRU）。失业率围绕这一水平上

下波动。“自然”在此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不能改变的

常数；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本质特征，即

自然失业率是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欧洲的

失业率比美国的失业率高得多，这部分是由于欧洲更强

大的工会组织和更严格的劳动者保护的法律法规（见图

2）。这些劳动力市场的机制使欧洲的工作者在谈判中处

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这也增加了雇主的用工成本。在

美国，工会组织比欧洲的相对弱一些，同时劳动力市场

也更灵活，而传统上美国工作者也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享

受着较高的就业率所带来的满足感。

自然失业率有时也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

（NAIRU），因为它与经济增长的表现相一致，当经济

在长期潜在水平上增长时没有向上或向下的通胀压力。

这一论点的另一层含义是，一旦失业率短暂偏离非加速

通货膨胀失业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以经济衰退时期

为例，这时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较低，公司在开始

解雇员工的同时尽可能不给留任员工加工资。于是，在

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上升且通胀率下降（见“返归基

础：什么是衰退？”，《金融与发展》2009年3月号）。

由菲利普斯曲线（以已故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的名

字命名）描述的这种失业与通胀之间的替代效应尽管只

是暂时的；一旦价格调整达到新的均衡，出清市场的商

品和服务，公司就会马不停蹄地开动马力，失业率将又

一次下降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水平。

理解长期均衡失业率的含义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们明

白他们如何能够或者不能改变它。例如，通过增加消费

需求（相应地增加生产）以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只在短期

内有效，却以接踵而来的高通胀为代价。但是，致力于

降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政策能够提高就业率而

无需付出通胀的代价。

但是，即便不采取任何明确的政策，非加速通货膨

胀失业率也会随时间有所变化：结构调整，如技术进步

或人口变迁，对失业率趋势有持久的影响。例如，许多

经济学家承认，尽管初期由于有些工人没有接受新技术

培训而被解雇，导致了失业率短期有所上升，但总体而

言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繁荣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

得每个劳动者对雇主来说是“合意的”，因此非加速通

货膨胀失业率有所下降。正如今日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发

生的那样，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加剧也是减少劳动力市场

待就业人口数量、降低失业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衡量失业率

并非所有不工作的人都是失业者。被纳入政府失业

人口统计的失业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不仅仅是没有工

作，而且必须在积极寻找工作，比如投简历。在美国，

失业率由劳工统计局组织的月度家庭调查统计，其代表

性样本覆盖10万以上的人口。劳动力人口包括有工作的

和正在找工作的人。失业率是指劳动力人口中在找工作

的人的比例。劳动力人口只是总人口的一部分。劳动力

人口与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被称为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力人口不包括处于工作年范围内那些既没工作

也没找工作的人（如学生和家庭主妇）。劳动力人口也

不包括那些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很久，但是由于一直没找

到工作而已经放弃的失业者。这些丧志工作者是失业率

统计数据低估了对工作的真实需求的一个原因。统计数

据中的隐性失业的另一种形式来自那些政府调查前一周

内能够获得薪水（或利润，如果是自主创业的话）的就

业者。这可能隐藏了真实的工作需求，因为这些人可能

更倾向于全职工作，但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不

得不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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