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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有效拓展就业新空间
张巍

新增就业机会。一是就业形式多元化。

灵活就业形式愈发多元，工作内容、工

作岗位、工作形式、雇佣形式灵活多变，

工作层次涵盖高中低端，新职业不断涌

现。二是全职就业兼职化。全职就业出

现了兼职化倾向，许多有正式工作的人

群利用空闲时间兼职兼业，个人的工作

和职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三是零工就

业全时化。利用互联网平台，即便没有

全职正式工作的人也可以实现一天 8 小

时的全时工作，这使得个人的工作和雇

佣相分离。四是组织方式平台化。随着

分享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组织出

现，劳动者灵活就业实现的方式通过平

台得到了全新的改变。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就业

创造效应持续显现。近年来，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放管服”

改革，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市场

主体大量涌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新职业新工作

新岗位，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源泉。根

据国家统计局“三新”统计调查资料推

算，在全部增加的就业中，新动能的贡

献达到 70% 左右。

新经济模式带动了就业增长。分享

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有效缓解了结构

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带来的就业冲击。

能够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公平的和无差

别的就业机会的特点，不仅为低端劳动

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平

衡家庭和工作的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选

择。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参与分享

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6 亿人，其中分享

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为 585 万人，比

上年增加 85 万人。

积极就业政策不断完善，重点人群

就业成效明显。针对高校毕业生，通过

提供社会保险补贴和小额贷款贴息多

种方式鼓励企业招聘，扩大政府行政事

业单位招聘大学生比例，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等，近年我国高校

毕业生年底就业率都保持在 90% 以上。

针对下岗分流职工，通过完善劳动力市

场，加强就业培训，适当增设公益性岗

位托底等多种方式，为其再就业创造条

件。2016 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54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9 万人。

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通过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

改革，百姓投资创业的热情得到极大激

发，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动力。

市场主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社会投资

创业热情持续不减。截至 2016 年底，全

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数有 3.1 亿人。

服务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扩大了

就业规模。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适

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性

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积极就

业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各种新业态、新

路径、新经济层出不穷，极大释放了民

间的创新创业潜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形势下，就

业不降反增，总体保持稳定。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12—2016 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分别为 7.9%、7.8%、7.3%、

6.9%、6.7%，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基本稳定在 5.1% 左右 ；城镇新增就

业连续 4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城镇

登记失业率稳定在 4.0%—4.1% 的区间。

2017 年一至三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9%，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097 万

人，同比多增 30 万人，达到全年预期目

标的 99.7%，已基本完成。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稳定在 5% 左右，低于上年同

期水平三季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95%，比上年同期下降 0.09 个百分点，

2017 年以来始终保持在 4% 以下。但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依然

严峻。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

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新经济对扩大就业贡献巨大

新兴业态的出现对促进就业起到

重要作用。随着移动互联网、APP、移动

支付等新技术的出现，共享经济迅速发

展，汽车共享、住宿共享、社区服务共

享等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催生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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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服

务业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

2016 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0%，

增速比第二产业快 1.1 个百分点。服务

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快速提升。2012

年服务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

业 ；2016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比重

上升至 51.6%，占据了半壁江山，服务

业主导特征愈发明显。与第二产业特别

是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单位增加值能吸

纳更多就业。按照 2015 年不变价计算，

2016 年第三产业每 100 万元增加值吸纳

的就业为 9.1 人，比第二产业高 1.6 人。

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

势依然严峻。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有所减少，但总量仍然很大，还

是居世界之首。据测算，未来几年，每

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大约有 2500 万人，

除考虑自然减员腾出的岗位，要保持城

镇失业水平不上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

规模不会低于 1000 万人。另一方面，我

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

期，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

旧动能转换，都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到就

业上来。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存在，结

构性矛盾会更加凸显，将带来新的更大

挑战。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考虑，政

府应把鼓励全民创业创新作为富民强国

的长远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尽快出台

系统的创业创新鼓励政策。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政府

促进和保障就业的职能。要促进经济增

长与扩大就业联动，把稳定和扩大就业

作为区间调控的下限。加强经济政策与

就业政策衔接，在制定财税、金融、产

业、贸易、投资等重大政策时，要综合

评价对就业失业的影响。政府要对劳动

力市场进行规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协调好劳动关系 ；对于劳动力市场

中竞争力不足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采

取扶持性的政策提升其就业能力 ；对无

法通过市场就业的群体，政府需要托底

安置或保障。

实现产业转型与就业提升协同发

展。要坚持创新驱动。结合实施“中国

制造 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在发

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产业中拓宽就业空间。要扎实做好化

解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引导地方和企业分类施

策，稳妥有序地多渠道分流安置职工。

鼓励企业内部挖潜，采取灵活工时、培

训转岗等方式消化安置，支持有技术、

有能力的职工走出企业就业创业。对确

实难以市场就业的困难人员，开发公益

性岗位给予安置。对暂时失业人员要发

挥社会保障稳定器的作用，保障基本生

活。加强对岗位流失严重地区和企业的

重点监控，强化对困难地区的工作指导

和资金支持，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

底线。要推动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完

善对外劳务合作风险保障机制和服务保

障体系，拓宽境外就业门路。

完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促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把促进创新创业与发展新

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更好地结合起来，

发展就业新形态，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

就业的联动效应。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

的金融支持，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

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带动

就业。优化创业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发展创业载

体，加快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建

设，允许各地对创业孵化基地给予一定

奖补。鼓励地方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

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开展一次性创业补贴试点。拓宽融

资渠道，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财政出资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设立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基金，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股

权投资、融资担保等服务。

加强教育及培训，加大普通教育

和研发投入。政府应通过相关教育机构

或外包给社会机构，实施创业教育及培

训，以切实帮助创业者掌握必要知识、

资讯和技能，从而减低创业风险，规范

营商行为，提升新创企业软实力。加大

普通教育和研发资源投入，可以持续提

升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持续提

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综合 

国力。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商业管理与

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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