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扭转美国就业
率的下滑对促
进这个全球最
大经济体的增
长至关重要

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随着美国经济

的复苏，招募活动开始增多，那些在境况

惨淡的时候停止求职的人应受此激励重新

开始寻找就业机会。相反，美国 16 岁及以

上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人所占比例（即劳动

力参与率）却在不断下跌。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时，这个比例约为 66%，而在今年 6月，

该比例跌至 62.6%，是1977 年以来的最低

点（见图 1）。
更为明显的是，在 1960—2000 年间

因二战后婴儿潮以及女性进入职场等重大

的社会变革而实现的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中，

有一半在过去 7 年内被抵消。在美国劳动

力大军中，已有约 750 万工作者失去工作。

美国经济的十字路口

未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活跃至关重

要，其中包含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劳动

力规模对确定未来 5—10 年内美国经济的

增速十分关键。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

济体，其经济轨道对全球增长非常重要。

其次，从多大程度上逆转近期参与率的下

跌将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影响着未来的工

资和价格通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联储（即

美国央行）加息的时间和速度。美国的利

率水平和方向将大大影响全球的资本流

动—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

与流出。

拉维·巴拉克里斯南、麦道、胡安·索尔、杰瑞米·祖克

丢工者
美国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求职者排队进入在此举办的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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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衰退爆发之前很久，总劳动力参与率自 2000
年以来就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至今。提高劳动力参与

率的黄金年代是1960—1990 年，当时利率从 60% 升至

66%。这表明，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已成年，而越来越多

的女性也开始进入职场。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

年龄，且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开始下跌，在 20 世纪 90 年

代，这种对劳动力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开始消失。事实上，

自网络泡沫爆发以及 2001年全球经济开始衰退（当时许多

互联网公司先后倒闭）以来，劳动力参与率就一直在下跌。

对于男性而言，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更长：自1948
年有记录以来，男性的参与率一直在下滑。而正值盛年的

男性的参与率下跌则尤其令人担忧，很多研究都将重心放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与此相关的低技能

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前，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日益严重的

两极分化问题之上（Aaronson 等人，2014 年）。

本文主要探讨 2000 年以来总劳动力参与率的下跌问

题，其中涉及各种不同的因素。与人口老龄化关系最密切

的结构性变革是造成下跌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老龄化问

题很重要，因为在 65岁之前的十年内，男性和女性的参

与率会大幅下跌（至少下跌 40 个百分点），之后，这一比

例甚至还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即便个别年龄组的参与率

未发生改变，转向年长工作者的年龄分布会降低总参与率。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期间，年长工作者的参与率反而得到

了升高，但总参与率仍维持下跌趋势。

然而，与是否存在岗位和工资行为相关的周期性因素

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后。对政策制定

者而言，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两

种因素均要求政府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经济学家面临

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每个因素造成了多大程度的下跌。

我们发现，在大衰退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下跌中，有

一半是由老龄化所致。这种效应是这样计算的：把每个年

龄组的参与率保持在一个特定年份的水平上（我们在分析

中用的是 2007 年），然后让每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根据其

历史模式发生改变。这种算法显示，2007 年以来，55岁
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出现了大幅上升（比如，男性人口所

占比例上升了约 6 个百分点，达到近 33%）。

为了估算周期性因素的重要性，我们采用了国家层面

的数据，并根据国家和时间分析了参与率和周期性因素的

变化。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另外 30%—40% 的下跌是周

期性因素所致。

造成 2007 年以来劳动力参与率下跌的另外一部分原

因是其他因素，比如大幅下跌的青年参与率。与一些观察

者推测的不同，这种下跌不是受大学入取率的上升所致，

而是在职大学生数量的下滑所致。越来越多人申请残疾保

险也导致了劳动力的萎缩。尽管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后残

疾保险申请明显增多，但这从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

在保险受益人中，80% 的人年龄在 45岁以上。虽然残疾

保险福利申请者的申请仍在审理之中，但那些最终无法获

得福利的人已离开了职场。尽管残疾保险受益人的数目近

期出现上升，但这种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或周期性

因素所致，则有待讨论，且这种上升不可逆转。

短暂逆转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随着美国就业市场的逐步改善，

在 2007年以来的劳动力参与率下跌中，近1/3 是可逆转的

（Balakrishnan 等人，2015 年）。这应该意味着，在未来的

几年中，约有 200 万工作者将重返职场。然而，到 2017年，

劳动力参与率会再次下跌，因为人口老龄化这个潜在因素

远远抵消了周期性反弹。

图1

劳动力参与率下跌
自本世纪早期以来，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美国成年人口所占

比例一直在下降。
(劳动力参与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劳动力参与率衡量年龄在16岁及以上并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
人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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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期下降
一些经济预测者认为，总劳动力参与率会继续下跌。
(劳动力参与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阿伦森等人（2014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14
年）；美国劳动统计局（BLS）；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劳动力参与率衡量年龄在16岁及以上并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
人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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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测考虑到了非人口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大学录

取情况、在职学生所占比例以及退休模式。具体而言，随

着入学率的小幅下降（并接近大衰退之前的水平）以及更

多学生鉴于工作机会的增多和偿还学生贷款的需要而进入

职场，年轻工作者的参与率预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然而，年长工作者的参与率预计不会反弹，因为他们的参

与率在 2007—2013 年已出现反弹，而金融危机期间损失

的财富失而复得则让很多推迟退休的人最终选择退休。

整体参与率的下跌趋势是由其他预测者预测的，尽

管他们的预测有很大差异（见图 2）。比如，在美国国会预

算办公室的预测中，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下行压力会超过周

期性反弹，这种差距超过了我们在中期预测中估算的差距。

阿伦森等人（Aaronson 等人，2014 年）也预测参与率会降低，

因为他们假设，劳动力市场向低收入和高收入工作分化以

及残疾申请的增多等因素超过了长寿人口的增多、受教育

程度以及婚姻和生育率的变化。美国劳动统计局对 2020
年的预测与我们的预测比较相似（Toossi，2013 年）。

衡量劳动力市场疲软的新方式

这些参与率变化趋势对美国经济的疲软程度（即在不

引发通胀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而未利用的资源）意味着什

么？

如果我们仅研究失业率—失业率已从两位数稳步

下跌至 2015 年第二季度的 5.5%—我们可能会发现劳动

力市场看起来并不十分疲软。毕竟，失业率只比许多有关

当前自然失业率的概算稍高，当周期性因素已经发挥作用

且经济正处于上行趋势时，人们普遍采用自然失业率，失

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可以忽略的差距（即所谓的失业率

差距）可以视为充分就业。

然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因素不仅仅是失业率差

距，特别是大衰退引发错位之后，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就

更多了。尽管失业率差距的缩小表明经济体正接近充分就

业的水平，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见图 3）。
事实上，这个衡量具有工作能力且正在工作的就业人口所

占比例仍比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前的比例低4个百分点以上。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脱节？首先，还存在一些希望工作而且

能够工作但在之前的四周并未开始求职的人，且这些人未

被列为失业人口（即所谓的准待业工作者）。此外，目前还

有许多兼职人员希望于更多工时的工作，但因为企业仍未

摆脱困境，而未能如愿。尽管兼职人数的上升还存在某种

结构性成分（如增强企业对旺季工作量的预测能力），这

种上升无疑反映了弱周期状况的影响。将这些组成纳入失

业率的计算之中，说明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疲软。

正如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所强调

的，若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需要审视失业率以外的

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动态的衡量，比如职位空

缺、雇佣和辞职等，而后三者则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

平。越来越高的辞职率非常令人振奋，因为这表明人们愈

加相信他们从现有岗位辞职之后可以找到工资更高、更为

适合的工作。

为了将这些要素纳入单一的衡量疲软程度的标准，我

们计算了广义的“就业差距”，其中包括失业率和参与率与

若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
需要审视失业率以外的各种因
素。

图3

增长空间
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衡量具有工作能力且正在工作的人口数量，

这一比例暗示了劳动力市场具有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潜力。
(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
注：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衡量年满16周岁及以上且受雇的非社会公共
机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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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差距缩小
近年来，趋势与实际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之间的差距（即就业差

距）一直在下跌。
(就业差距，占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失业率差距以及劳动力参与率差距衡量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
和趋势水平（常称自然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而兼职人口差距则根
据非自愿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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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趋势或自然水平的偏离程度，并针对大量的非自愿兼职

工作者对其进行调整。

正如人们所预计的，我们的衡量方式表明，自全球

陷入大衰退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大量非自愿兼职工

作者的存在已造成就业差距的飙升。参与率差距也随之

从 2010 年之后开始上升，因为长期衰退让很多人失去信

心，相继离开职场（见图 4）。这就是劳动力市场所经历的

历史变化。目前，随着失业率跌至多数人所估计的自然失

业率的 1个百分点之内，造成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其他因素

主要是参与率差距，还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兼职差距。我们

希望，到 2018 年，劳动力市场能彻底摆脱疲软（即就业

差距能彻底弥合）。劳动力市场逐步摆脱疲软意味着支持

性货币政策等包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对实现充分就业

发挥重要作用。

提高参与率

此外，逆转参与率下跌的政策对增加劳动力供应至

关重要，以便推动未来 5—10 年内的潜在增长。促进增长

是美国十分关切的事情，许多人预测美国的潜在增速将达

到 2%左右—远低于大衰退之前普遍预测的 3% 以上的

平均增速。

对此，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善求职与培训方案

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比如儿童看护支持。移民改

革也是解决方案之一。为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美

国应扩大针对高技能移民的签证计划，这也将提升从业人

员的生产力。■

拉维·巴拉克里斯南（Ravi Balakrishnan）是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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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麦道（Mai Dao）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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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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