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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泽西州新伯朗士威，罗格斯大学的学生在申请工作。

图表释义

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前所未有的

高青年失业率

在全球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就业市场的颓势

中，青年成为最容易失业的弱势群体。据国际劳

工组织（ILO）估计，2009年全世界约有8100万

15—24岁的失业青年，而这一数字预计在2010年

还会继续上升。青年失业率从2008年的12.1%升

至2009年的13%，增幅远高于全球失业率的年增长

率。仅2009年，就有670万青年成为失业大军中的

一员。而在危机前的十年间（1997—2007年），

年均增长仅19.1万。

长期以来，青年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劣

势，原因有：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缺少找工作

的经验；能对他们找工作有所帮助的人很少。这导

致青年失业率高出成年失业率三倍，而这一情况一

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发达地区的青年是最脆弱的

在发达经济体和某些新兴经济体，其青年失业率

远高于全球比率，危机对青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失

业率增加以及求职时间长、丧志和长期处于非活动

状态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多数青年从事一些兼职工

作，或者他们觉得被困在一个自己不太满意的工作

中，但由于担心找不到其他的工作而不敢辞职。还

有一些青年选择重回学校攻读另一个学位，并寄希

望于自己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经济能有所

好转。同时，这些地区的政府正尽力避免青年（他

们失去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的所有信心）放弃

找工作而长期依靠国家的收入补贴过日子。

发展中地区的青年有工作但仍很贫穷

相反，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地区的青年人数占

世界青年总人数的 90%，并且在这些地区，社会保

等待就业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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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抵消了危机前在全球青

年失业情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百万）                                       （百分比）
                             

2009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仍显示出创纪录的

青年失业率增长情况。
（青年失业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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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求职者在招聘会上排起长龙。

　　本文由国际劳工组织的经济学家萨拉·艾尔

德（Sara Elder）撰写。本文的内容和图表基于 ILO
于 2010 年出版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八月号），

基本数据来自 ILO 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2010 年

4 月）。主报告可通过 www.ilo.org/youth 获取，基本

数据可参考 www.ilo.org/trends。

障框架对处在求职状态的人不给予失业补贴），其失

业状况统计数据似乎不那么悲观，因为其青年除了

工作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在收入最低的地区，特别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

持续显示出极高的就业率，而这反映了家庭需要获

得收入来源的现状。青年男女（对于女性来说，指

在那些社会规范允许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国家的

青年女性）一般都在非正式经济中就业，常常是自

雇工作者或者偶尔做做有工资报酬的工作，诸如季

节性的农活。

不少青年处于ILO称之为“体面工作缺失”的情

况，也就是说工作时间长且常常工作环境非常差，

其生活仍旧贫困。ILO估计，2008年约1.52亿青年

生活在1.25美元/天的水平之下。虽然这一数字比起

1998年的2.34亿来说已经下降了不少，但仍表明全

球青年工作者中有28%处于这一状态。大多数年轻的

工作穷人甚至没有接受过初级教育，并且受雇于农

业生产部门。

需要更好的教育

对于提高青年就业率，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

决办法。但仍需要努力改善青年获得体面工作的途

径和加强教育，以使其获得体面的工作。全球入学

率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青年男性就业率的下

降。青年女性同样也受益于教育，但是存在滞后现

象。同时，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反对青年女性参

与经济活动的观点正在慢慢转变。从更广泛的层面

来说，促进所有青年获得体面工作的额外措施还包

括鼓励经济部门雇佣青年、推动青年企业精神，以

及促进获得金融服务的方式。■

在低收入地区，工作穷人的现象很普遍，该地区

青年男性的就业率很高，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该

就业率在下降。
（青年男性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

1991       93        95       97        99      2001     03       05        07       09
55

60

65

70

75

80

85

在多部分地区，参加工作的青年女性人数在缓慢

增长，因此性别差距开始缩小。

（青年女性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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