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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报道显
示：3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8.8万个，失
业率为7.6%，失业人口1170万，平均失业时
间39.5周。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截至4月9日
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7万人，至
41.2万人。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失业挑战。

经济缓慢发展，就业成棘手问题

众所周知，起于2007年年底的经济衰退
让美国丧失了84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一度
高达10%，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
历次经济衰退中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就业市
场形势之严峻也为大萧条以来所罕见。尽管历
时18个月的金融危机早已结束，目前美国经
济处于缓慢复苏的态势，但就业市场面临的问
题仍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
列问题成为美国当前经济缓慢复苏的重要根
源。这不仅直接拖累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
愿，致使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部分动力不
足，而且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强劲复苏产生消
极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复苏。此外，数量庞大
的失业大军持续存在也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
社会问题，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两党极化趋势不
断明显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思路
进而加剧了两党之争，这无疑会对经济全面健
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失业情况呈现新特征

目前，美国就业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及其主
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
就业的复苏”的趋势更加明显，“无就业复
苏”所维持的时间之长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
平。这主要体现在高失业率维持的时间远大于
经济衰退的时间、就业复苏所要的时间远长于
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失业人口数量激增
等。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美国年
均失业人口是1383.5万，失业人口总数一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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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之后的失业人口总数。
第二，长期失业者的人数、所占比例突

破历史最高位。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长期失业
人口在2010年达到641.2万，是过去62年中的
最高值，也是有数据记录以来长期失业者人数
最多的一次。此外，长期失业者占所有失业人
口的百分比也达到历史最高值。该值在过去4
年分别是31.2%、43.4%、43.8%和41.1%，而
在过去62年间这一数字仅有6次超过20%，且
最高的数值是1983年的23.8%。更糟的是，所
有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时间达到了历史最高位，
即34.1周，大大超过以往。

第三，年轻人尤其是16到19岁这一部分
群体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则分别降至历史最低值。就失业率而言，16
到19岁的美国年轻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
的打击非常严重，失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就业率为27.8%，劳动参与率也仅为36.2%。

奥巴马政府的应对之道

面临种种就业复苏的困境，奥巴马政府
执政后，不断推动促进就业的政策，总体上可
以概括为以法律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带动经
济和就业复苏，大力挖掘出口和制造业的就业
增长潜能；试图以新能源为突破口，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通过
签署相关法案减少工资税和延长失业保障等方
式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重视教育的作用并
试图开启教育方面的改革。

然而，至今看来，效果并不明显。归结
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作
为外部推动因素，带来的只是短期内有限的
“刺激—反应”式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改善，随
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日渐式微。接连不断的量化
宽松政策是美联储自危机以来最有力的尝试，
美联储试图让美国经济重新得到信贷流动，从
而为就业市场提供动力和活力。而抓科技创新
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重视基础教育投

入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则属于促进美国
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如若取得突破性进
展，肯定有助于创造就业。然而，这种技术进
步和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
蹴而就。

其次，政策目标偏离实际。2010年3月，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出口倡议”打算
用5年时间使出口规模翻一番，政策目标明确
为振兴制造业，增加就业机会。奥巴马打算在
增加出口的同时振兴制造业，进而促进就业。
然而从结果看，出口虽有翻番希望，但振兴制
造业只是口号，就业更乏善足陈。

最后，党派政治影响不利于就业政策的
落实，也成为制约就业复苏的一个因素。例如
《美国就业法案》，其核心是以通过大力支持
小企业、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削减工资税、增
加向富人的税收、延长失业保险，同时兴建基
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解决美国严峻的失业问题。理论上讲，这些措
施是合乎实际的，对美国广大民众来说绝对是
个好消息。然而，民主党领袖认为奥巴马的这
项计划包含着很多共和党人多年坚持的观点，
而共和党则对奥巴马增税减持的主张嗤之以
鼻。最终美国参议院没有通过《美国就业法
案》。奥巴马政府只能努力将其拆分后继续向
前推进，虽然对促进就业仍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力度大不如前者。

奥巴马的下一个任期将会对就业市场带
来什么变化，目前还很难下结论。不过，历
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经济学人》对比
了1901年9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任至今
所有11位连任的美国总统任期内八大经济指
标：GDP、工业产出、家庭收入、房价、失
业率、消费者信心、股市和联邦政府债务。对
比发现，除联邦政府债务外，这些总统第二个
任期内的其他7项指标平均表现都不及他们的
首个任期，比首个任期平均水平低4.2%。对
于未来4年奥巴马政府在促进美国就业市场发
展将取得的效果，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