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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4月以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青年就业形势的改善需要

更长时间。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短期要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减少摩擦性失业，长期在于提高青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技能与市场的

适配程度，从根本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需求。

除了青年失业现象，新技术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也深刻影响到了劳动力

市场。新技术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数字技术在产生就业替代效应的同时也会创造许多新的需求、新的岗

位，带来新的机遇。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

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为使就业市场与人口发展新形势相适应，

要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国统

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动荡中寻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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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失业率创新高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环比下降

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具体到青年群体，16—24岁劳

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20.4%，创下 2018 年该项数据列入统计以来的单

月最高记录，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处于恢复态势，但现阶段对青年群体的

就业供给还是不足。一方面，我国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仍然处在恢复阶段，而它们是劳动力的主要需求者和新工作

岗位的主要创造者；另一方面，经济恢复的就业效应传导到青年就业

群体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招聘新

员工，往往更青睐与岗位所需技能匹配度更高的员工，承担年轻员工

培训成本的意愿较低，经济复苏对就业的拉动通常最后才会传导到青

年群体。 

第二，从青年群体的就业市场看，季节性因素和摩擦性失业推升

了当前青年的失业率。现在进入了高校毕业季，大量毕业生正在求职，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青年失业率数据上升。新就业形态在就业岗

位创造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吸引了大量青年劳动者，但新就业形态

在劳动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从业者更换工作频

繁，推高了青年失业率。同时，很大一部分青年群体是初次进入劳动

力市场，面临由学生转型到劳动者的挑战，缺少求职、职业规划和职

业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加剧了摩擦性失业。 

第三，我国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首先，青年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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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水平和就业机会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村、经济欠发达

地区青年面临着人力资本较低、就业机会相对不足的双重压力。其次，

我国产业发展正经历快速转型升级期，低技能岗位在快速减少，但未

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的技能提升速度无法跟上产业需求的步伐，

使得低教育程度的青年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后，青年群体的就业

意愿正在发生改变，对在一些传统岗位就业的意愿不强。 

2023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为稳定和扩

大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解决当前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

就业问题，首要任务是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劳动力市

场有效性和实施精准的青年就业促进政策。政府、企业、高校等主体

要各自发挥作用，引导青年就业、服务青年就业、促进青年就业。 

第一，加强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就业需求。充分发

挥国有企业和政策性岗位的稳就业功能，通过岗位补贴等就业促进政

策推动市场主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容量；大力支持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促进就业需求增加；推动中小微企业做大做

强，健全和完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保护，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新就业形

态岗位的就业质量和吸引力。 

第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青年群体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体系。

通过构建政府就业服务平台、建立高校就业指导队伍、购买人力资源

服务等措施，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协调统一的体制机制，提升青年

就业中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降低摩擦性失业。 

第三，深化高校和企业合作的体制机制。通过访企扩岗、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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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措施促进大学生供给与需求的更好匹配。通过培训补贴等多种形

式，降低企业培训新员工的成本，以鼓励企业雇佣和培训青年劳动者，

弥补其工作经验不足的短板。 

二、新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机遇 

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影响。技术对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是新话题，早在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就催生

了新的工作岗位，也替换了很多旧的工作岗位。随着技术的进步，部

分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空间可能会降低或缩减，进而社会上产生

了部分工作岗位可能会遭受人工智能冲击甚至被替代的担忧，但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新技术带来的机遇。新技术的出现会使劳动者的生产效

率提升，带来新的服务和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进而拉动

相应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新的工作岗位就会被创造出来。 

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出发，要更多关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应用场

景，可能产生的新需求、创造的新产品或服务。政策应着眼于促进被

替代岗位的劳动力顺利转移到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建立健

全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加强技能培训的力度和广度，通过税收调

节收入分配等方式，来降低技术进步过程中劳动者工作转换的困难，

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目前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区别于以蒸汽机广泛应用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进步。以蒸汽机

广泛应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是一个偏向体力劳动者的技术进步，提

高其劳动生产率，缩小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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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步，是偏向高教育群体和

高技能群体的技术进步，对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更大，加大了低

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低教育群体与高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不

同的特征。高技能群体或脑力劳动者可能从事创造性工作，也可能从

事常规性工作，低技能群体或体力劳动者也是如此。人工智能带来的

技术进步并非偏向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一个具有岗位倾向性的技术进

步，即创造性岗位很难被人工智能替代，但常规性、程序化的岗位则

容易被替代，甚至消失。所以劳动者和就业市场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

展，必定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但可以确定的是，新技术会带来更多

新机遇，劳动者再就业的工作岗位将会更加多元化。 

三、人口发展新形势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

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些趋势性特征

短期内虽然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从中长期视角来

看，人口发展新形势必然会深刻影响和改变劳动力市场。 

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未来劳动力群体会变少，人口中的劳动

者比例会下降，理论上的最终结果是劳动供给减少，总趋势是减缓就

业压力，但增加了抚养负担，对养老保险造成压力。从劳动需求角度

来看，劳动力数量和占比的下降，又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活跃程度，影

响劳动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下降

会减少市场需求，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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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就业市场与人口发展新形势相适应，我们应该抓住以下几个

着力点：第一，从劳动力层面看，要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方式来弥补

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生产过程中，人口数量和人口

质量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所以其中一个着力点，便是构建和完

善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这涉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培训体系等多个方面。 

第二，从企业和行业层面来看，要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

升级。随着生产技术提升，利用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就可以产出更多

更好的产品。应对人口发展的新形势，要更好地提升生产过程中劳动

力的利用效率，发挥技术优势，弥补短期内人口低谷带来的生产力下

降。 

第三，从市场和国家层面来看，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地区差异，各地劳动力需求也各有不同，要使区

域之间劳动力分布和劳动力需求相匹配，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必

需的，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要素，实现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最大

程度发挥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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