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就业与失业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就业与就业统计 ★ 

2.失业与失业统计 ★ 

3.失业率统计与劳动力市场的存量-流量模型 ★★ 

4.失业的类型及其成因与对策 ★★★ 

 

一、就业与就业统计 

（一）就业与就业统计的国际标准 

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参加某种能够获得劳动报酬的社会劳动 

基 本 含

义 

①劳动者必须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 

②劳动者所参加的劳动必须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劳动，而不是家庭劳动 

③劳动必须能够获得报酬或收入，而不是公益性或义务性的 

 

（二）我国的就业统计 

就

业

界

定 

就业人员指在男 16-60 岁，女 16-55 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

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①充分就业：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②不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 

就

业

人

口 

就业人口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在

1%人口调查中，将具有劳动能力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6 岁及以上城镇人口被定义为就业人口，

其中包括两类人： 

①是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 1 小时以上（含 1 小时）的劳动的人 

②是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人 

 

【例·单选题】关于就业含义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公益性劳动不属于就业 

B.劳动者必须要既有劳动能力，还要有劳动意愿 

C.劳动必须能够获得报酬或收入 

D.家庭劳动也属于就业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就业与就业统计。劳动者所参加的劳动必须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劳动，而不是家庭劳动，D 项错

误。 

 

二、失业与失业统计 

国际劳

工组织 

失业者或失业人口是指那些在参照期内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某一特定

年龄以上（通常是 16 周岁及以上）的所有人员（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 

 

 

1994

年起 

失业人员是在规定的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但在调查期间无职业并以某种方式寻

找工作的人，具体包括： 



 

 

我 国 失

业 人 员

界定 

①16 周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中，初次寻找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者 

②企业宣告破产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 

③被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或辞退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 

④辞去原单位工作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 

⑤符合失业人员定义的其他人员 

2003

年 

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某类人员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情况视同失业 

2005 年

规定 

2005 年，我国开始着手进行城乡劳动力调查。在调查中将具有劳动能力并同时符合以

下各项条件的 16 岁及以上人员列为失业人员： 

①在调查周内未从事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的劳动，也没有处于就业定义中的暂时未

工作状态 

②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釆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 

③当前如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期间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 

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未达到 1 个小时，在近 3 个月采取了某种方式找工作并且在调

查周内可以应聘的人。 

2018 年 
从 2018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首次正式发布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标志着这种关于失

业人员的定义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 

 

【例·单选题】关于我国在就业和失业方面的规定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情况视同失业 

B.超出法定劳动年龄的劳动者外出找工作，但没找到的情况，不属于失业 

C.16 周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初次寻找工作但未找到，不属于失业人员 

D.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属于充分就业 

答案：C 

解析：考查中国对失业的界定与失业统计。16 周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初次寻找工作但未找到，

属于失业人员，选项 C 错误。 

 

【例·多选题】2003 年，在我国关于失业人员的统计中，失业人员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  ）。 

A.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 

B.有工作能力 

C.有工作意愿 

D.尚未实现就业 

E.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 

 

答案：ABCD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对失业的界定。2003 年，在我国关于失业人员的统计中，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

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则是：某类人员虽然从事一定

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情况视同失业。 

 

三、失业率统计与劳动力市场的存量-流量模型 

（一）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的存量-流量模型 

1.三种存量：社会的总人口归纳为三部分（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以及非劳动力人口）。 

 
 



2.三对流量：总的来说，在就业者、失业者以及非劳动力三种存量之间存在以下彼此流动方向相对的三对流量 

 
 

3.长期失业率：即失业时间满一年以及超过一年以上的失业者在劳动力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反映了一国或一

个地区的失业问题严重程度，因为，如果劳动者一年以上无法实现就业，则将来就业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二）我国的失业率统计问题 

1.中国从 1994 年开始用“失业人员”的概念替代“待业人员”的概念，同时开始用“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概

念取代“城镇登记待业率”。 

2.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 周岁至退休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

态并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城镇常住人员。 

 

【例·单选题】某地区 2020 年总人口数为 250 万人，其中就业人数 190 万人，非劳动力人口数 50 万人，则

该地区在 2020 年的失业率为（  ）。 

A.5%    B.4%     C.3%    D.2%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失业率统计与劳动力市场的存量-流量模型。 

失业率=失业人数／劳动力人数×100% 

      =失业人数/（失业人数+就业人数）x100% 

      =（250-50-190）/（250-50） 

      =5% 

 

【例·单选题】在其他相同的情况下，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情形是（   ）。 

A.因退休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 

B.找到工作的失业者人数迅速上升 

C.绝大部分应届大中专毕业生都找到工作 

D.一部分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决定放弃寻找工作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失业率统计与劳动力市场的存量-流量模型。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劳动力人数减少，

而失业人数没有减少，失业率增加，故选项 A 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