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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中國大陸就業情勢和政策走向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陸高校專畢業生創新高，「穩就業」成為中共宏觀經濟調控主要

任務，國務院成立就業工作領導小組，以解決就業工作重大問題，

透過貨幣、財政及就業政策確保就業穩定。 

 中國大陸 7月城鎮調查失業率 5.2%，低於 5.5%預期控制目標，

但長期就業情勢面臨高就業產業比重下降、內外投資經營成本提

高、新經濟增長動能遲緩等沈重壓力。 

 

去（2018）年以來美對中貿易戰，使已處於衰退的大陸經濟雪上加

霜。為防範可能引發的社會經濟風險，今（2019）年「穩就業」成為宏

觀經濟調控的主要工作。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就業

73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67%，6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1%，低

於 5.5%的預期控制目標。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就業情勢涉及深層的

體制性結構問題，就業問題的緩解仍面臨諸多的挑戰。 

 

（一） 「穩就業」是宏觀經濟調控主要任務 

2018 年以來，在內外環境複雜變化下，中國大陸經濟保持平穩

運行態勢，也面臨壓力和挑戰。在宏觀經濟調控上，中共是採取「穩

中求進，以進固穩」的經濟調控原則，但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卻也「穩

中有變」，「變」主要表現在：從國際方面，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

對中國大陸外貿進出口造成多方面影響；從國內形勢看，雖然宏觀經

濟運行還算平穩，但同時也存在拉動經濟成長的內需動力放緩、金融

市場出現一定波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困難增多等當前經濟運行中

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1.30）。 

2019 年 3 月「兩會」期間，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

作報告」揭示，2019 年大陸社會經濟主要具體任務指標為：國內生

產總值（GDP）增長 6%-6.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 3%左右；

城鎮新增就業 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 5.5%，城鎮登記失業

率 4.5%；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進出口穩中提質；宏觀槓桿率基本穩

定，金融財政風險有效防控（人民日報，2019.3.17）。 

在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具體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核心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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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六穩」，其中「穩就業」排在首位。中共的決策思維認為，就

業是民生之本，增收是民心之基，没有就業，不能增收，老百姓改善

生活就没有基礎。就業優先既是民生政策，也是發展政策。就業是經

濟社會發展的「穩定錨」，就業穩，收入就穩，消費就穩，經濟基本

面就穩（瞭望新聞周刊，2019.3.18；人民日報，2019.3.20）。李克強在「兩會」記

者會中強調，「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首先是要保就業，不許經

濟滑出合理區間，就是不讓出現失業潮」。 

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業始終是個巨大壓力。2017

年，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達 795萬，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 500萬，還

有近年來宏觀經濟調控消除過剩產能（去產能）需安置的幾十萬轉崗職

工；2018 年高校畢業生增至 820 萬，近 500 萬中專畢業生，還有近

百萬復員轉業軍人和去產能轉崗職工（明報，2019.3.16）。今（2019）年夏

季普通高校畢業生更高達 834萬，創歷史新高，就業壓力沈重。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壓力大，給部份中小企業帶

來一定壓力。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去產能、去槓桿等任

務加碼，再加上美中貿易戰對陸出口貿易的衝擊，以及中國大陸投資

經營環境的轉變，可能導致部份外資企業和國內加工製造業外移，對

就業新的影響因素不容忽視，這些都將給穩就業帶來挑戰。 

 

（二） 就業政策首度與貨幣及財政政策併列為三大宏觀調控政策 

中共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下，今

（2019）年將經濟增長目標定在 30 年來的最低區間，即 6%至 6.5%之

間，重中之重就是穩就業。就業優先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預算

赤字增加 0.2個百分點）、穩健的貨幣政策（定向降準等）並列，首度成為三大

宏觀調控政策之一。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當前和今後

一個時期，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結構性矛盾凸顯，新的影響因素

還在增加，必須把就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 

為保就業，中共已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主要工作方向為：

1.紮實做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

強對城鎮各類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幫扶。2.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

形態的支持。3.堅決防止和糾正就業中的性別和身份歧視。4.實施職

業技能提升行動。5.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 

為進一步加強對就業工作的組織和統籌協調，凝聚就業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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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實施就業優先政策，今（2019）年 5 月 14 日中共成立國務院就業

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擔任組長，其成員涵括各相關

部會，主要任務為研究解決就業工作重大問題；研究審議擬提出的就

業工作法規、宏觀規劃和重大政策，部署實施就業工作改革創新重大

事項；督促檢查就業工作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各地

區和各部門任務完成情況等。 

至於擴大就業的具體政策措施，在貨幣政策方面，為運用好「全

面降準、定向降準工具」，中國人民銀行在年初便宣布普遍降低金融

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1個百分點，以維持市場流動性，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並努力解決融資難的問題。主要措施為：1.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形成機制，在原有 1年期品種基礎上，增加 5年期以上的品種。

2.要多種貨幣信貸工具聯動配合，確保實現年內降低小微企業貸款綜

合融資成本 1個百分點。3.要加強對有訂單、有信用企業的信貸支持，

確保不發生不合理抽貸、斷貸。4.要著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大

公報，2019.8.17）。 

在財政政策方面，加大提效，繼續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從今（2019）

年 4月 1日起，將對於影響就業崗位眾多的製造業等行業 16%增值稅

降至 13%，交通運輸和建築等行業 10%增值稅降至 9%（文滙報，2019.3.21）。

據統計，今（2019）年 1至 6月，全中國大陸累計新增減稅降費 1兆 1,709

億元（人民幣），其中減稅 1兆 387億元（人民幣），尤其在針對小微企業

普惠性減稅、增值稅稅率下調、社保費率降低等「企業減負」措施，

同時鼓勵企業不裁員、少裁員，以利企業繼續生產，維持、擴大就業

崗位（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7.27、7.29）。 

在推動就業的具體措施方面，提撥 1,000 億元（人民幣）失業保險

基金結餘，進行職業技能提升行動，預計 3年內補貼性培訓 5,000萬

人次以上；李克強也強調資金還可以再提高（中國政府網，2019.8.20）；中

共人社部具體要求對應屆畢業生提供不少於 3次崗位推介；另對院校

畢業生、對外出務工人員、對就業困難人員、退役軍人提出各式積極

扶持和安排的工作措施，以期能減少民怨和就業的壓力（人民日報，

2019.8.21）。 

 

（三） 中國大陸就業情勢的結構性矛盾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今（2019）年 1至 6月，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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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城鎮新增就業 73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 67%；7月中國大陸

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低於 5.5%的預期控制目標，較 6月提升 0.2%，

畢業季對就業影響逐漸顯現（聯合早報，2019.8.14）。在這些短期間看似就

業情勢「平穩發展」的數據中，可能忽略中國大陸就業問題所存在的

結構性矛盾極需加以克服。 

首先，伴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就業產業結構呈現明顯變化。在

加入WTO後，中國大陸逐步成為全球製造業基地，第二產業就業人

數持續攀升。2012年達 2.3億多人的高峰，2013年減少 71萬人，隨

後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別減少 71萬、406

萬、343 萬、526 萬、436 萬。顯然第二產業就業逐年大幅減少，這

是中國大陸經濟極為明顯的發展趨勢（21世紀經濟報導，2019.7.29）。 

其次，由於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變化，製造業成本不斷提升，

受市場、成本、經濟等因素的影響，部份外資企業撤出中國大陸市場，

而部份陸加工製造業，包括加工密集型產業，也到成本更低的國家或

地區尋求投資發展的機會（信報，2019.7.24）。此一發展趨勢短期間可能

因美中貿易戰高關稅的課徵而更加凸顯，但是從經濟基本面看來，這

將是必然的趨勢。 

第三，在第二產業（製造業）增速放緩的同時，服務業就業崗位增

長抵銷了製造業就業下降的影響，總就業 2017年仍保持正增長，2018

年則持平（大公報，2019.7.25）。但是自 2018年年中以來，美中貿易戰對

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至少中國大陸製造業總就業人數可能減少

500萬人，而中小企業可能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不僅增添就業壓力，

也為金融風險潛藏難以預測的隱憂。 

第四，為穩定就業進而擴大就業機會，近年來中共積極培養新經

濟增長動源。據統計，2018 年全中國大陸「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

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佔 GDP的比重為 16.1%，但是「三新」經濟創造

高產值的同時，能否大幅增加新就業人口仍有待觀察（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9.7.29、8.13）。 

第五，中共一再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增收是民心之基」，但

是民生的壓力並不止於此。從中國大陸當前的「民生」問題看來，有

2.8億農民工（大陸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1.5萬元人民幣）的飯碗，近 2.5億 60歲

以上長者（其中 65 歲以上佔 1.7 億人）和上億 6 歲以下兒童的養老托幼、4

億名高血壓、糖尿病患者的藥費報銷（明報，2019.3.16），這些都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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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就業與民生相關聯之時無法忽視的社會經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