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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的失业理论及实证研究都认 为 失 业 保 险 金 的 提 高

会增加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在本文中#我 们 试 图 从 失 业 者 面 临

工作机会的工资分布结构出发#对失业保险金与失业 者 再 就 业 工 资

分布的关系进行描述$通过对传统工作搜寻 理 论 模 型 的 扩 展#我 们

证明失业保险 金 对 失 业 持 续 时 间 的 影 响 存 在 三 种 不 同 的 传 导 路 径#
同时我们得到两个推论%失业保险金的增加一方面将 提 高 失 业 者 接

受 &高’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但另一方面对失业者 从 事 &低’工

资工作机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将正式工作视为 &高’工 资 的

工作机会#而将非正式工作视为 &低’工资 的 工 作 机 会(则 基 于 微

观层面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推论$
!!关键词!失业保险金#保留工资#失业持续时间#非正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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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综述

失业问题已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当前各

国政府都已将降低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虽然失业问题已

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然而国内有关失业的理论研究却不多#相关理论的研

究并没有能很好地为失业政策的制定提出可靠的依据$在本文中#我们将着

重讨论失业保险金将如何对失业者的再就业行为产生影响#试图通过对失业

者行为的分析#为失业保险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在最近的几十

年#国外关于失业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关失业保险金与再就业

行为的关系#最 早 进 行 系 统 分 析 的 是 J,012(<2(!"=!!"提 出 的 动 态 搜 寻 理

论#该理论认为失业保险金的增加会提高失业者接受工作的保留工资#从而

延长了失业持续时间$后来 J,012(<2( !"=A=")M,,(2)(E;)(8/0<!#$$$"
等建立了考虑雇主需求变化的搜寻模型#即在失业保险对失业者和雇主的搜

寻行为同时发生影响的条件下#失业保险金变化将如何影响再就业和失业持

续时间$J,TT’11)(E7’+&,3<,(!"=A#"建立了失业者失业行为的静态收入闲

暇理论#同样 认 为 失 业 保 险 金 支 付 会 提 高 失 业 的 持 续 时 间$M2(B_,0’-)(E
f/+U20-)( !"=A!"提出的失业者搜寻决策理论认为#失业保险会增加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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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搜寻资本#降低了搜寻成本#从而使失业者更加努力地搜寻工作#缩

短了失业持续时间$在实证研究方面#*&02(920C)(E8)O)+)!"=!@"分析了

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工资的影响#发现失业救济金在提高了失

业持续时间的同时#也提高了再就业后的工资$7’+U233!"=!="采用I,C’1模

型估 计 了 失 业 者 个 体 特 征 对 再 就 业 概 率 的 影 响$7)02(E0)()1&)(DG<-+
!"=AP"采用 Q2’9/33模型验证了失业保险金将会提高失业持续 时 间$J2420
!"==$"则利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分析了决定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发现失业保

险金 提 高 了 失 业 持 续 时 间$此 外#_)-)(EY2) !"=A!"%K1U’(<,()(E
J’+U32S0’C&1!"==""%%)03’(CDG<-+!#$$""%Y,2E)(Ef&)(C !#$$?"等也

都分别 采 用 不 同 数 据 论 证 了 失 业 保 险 金 的 负 激 励 效 应$F)1W)(E J2420
!"==$"%_/(1!"==P"%_,3-3/(E !"==A"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失业保险给付

期限到期时#再就业概率有明显的上升$以上文献重点分析了失业保险金对

失业持续 时 间 的 影 响$另 外#K(E20<,()(EJ2420 !"==>"%p1qRr(!#$$#"
等验证了失业保险金对厂商雇用行为的负面效应&%&0’<+,T’E2<)(EJ+F2(()
!"==@"%M)U20)(EY2)!"==A"等分析了失业保险金对在业者离职行为的影

响#发现失业保险金提高了在业者离职的概率$
在国内#对我国失业持续时间与失业救济金关系问题的定量研究还不是

很多#KRR321,(DG<-+!#$$#"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失业救济金对再就业概率无

显著影响#%)’DG<-+!#$$>"%杜凤莲和刘文忻 !#$$>"分析了中国城镇失业

者的再就业概率#证实了失业保险金对就业的负向激励作用#马驰骋 !#$$P"
研究了失业保险金的享受时间长短与失业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了失

业保险金对再就业行为的负向激励效应$
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行为及工资

分布影响的研究中#我们对原有的失业保险金与失业持续时间关系的相关理

论进行了扩展#将 厂 商 行 为 以 及 失 业 者 的 搜 寻 成 本 引 入 了 工 作 搜 寻 理 论 中#
并由此推导出了关于失业保险金与失业者再就业工资分布之间的关系’失业

保险金的增加一方面将提高失业者接受 (高)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但对失

业者从事 (低)工资工作机会 的 影 响 是 不 确 定 的$在 实 证 检 验 中#我 们 以 非

正式工作代表 (低)工资的就业机会#以正式工作代表 (高)工资就业机会$
基于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失业保险金增加降低了失业

者参与非正式工作的概率&另一方面#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缩小了失业者搜寻

正式工作的持续时间#也 就 是 提 高 了 失 业 者 的 (高)工 资 工 作 机 会 的 概 率$
显然#这一结论也与传统的片面强调其对失业持续时间的负面效应的失业保

险金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我们在对传 统 的 工

作搜寻理论进行了扩展基础上#论证了失业保险金支付对再就业影响的传导

机制及作用效果$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对本文实证检验中所采用计量方法与



第"期 吴永球等!失业保险金与再就业行为 #??!!

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重点介绍了内生性样本选择模型的估计方法"并对因

变量指标的选择以及自变量#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的有关指标进行定义与说

明"同时也对各变量进行了统计上的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部分"我们

采用了 _2+U-)(两阶段模型#生存模型就失业保险金对失业者非正式工作参

与及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第五部分则总结了我们的

研究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 论 模 型

假定存在一个代表性的厂商与失业者"他们的行为将遵循以下的规则!

%一&代表性厂商行为

假定厂商的产出方程为%BL生产函数!

> )2%W"?"U&)UW&?4" %"&

其中"> 为产出水平"W 为资本存量"?为 劳 动 投 入"U 反 映 了 技 术 进 步 水

平"&和4分别表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厂商面临以下预算约束式!

%$’%&W’%,’+I&?)Z+ %#&

式中$为资本利息率"%为资本折旧率",为劳动者工资水平"假定失业保险

金由政府和雇主共同分担"I为失业保险金水平""+为雇 主 承 担 的 失 业 保 险

金比例"Z为投资规模$

" 这里"虽然失业者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与缴纳的失业保险金%主体包括厂商#工人和政府&概念上是不同

的"由于假设只有一个代表性厂商"所以二者在总量上却必须保持平衡关系"因此在本文中"都用I表示"
二者不作区分$

建立如下产出方程的拉格朗日函数!

R )UW&?41*’Z1%$’%&W’%,’+I&?(+ %?&

!!最大化产出的拉格朗日函数一阶条件为!

#R
#W )

U&W&1"?4’*%$’%&)$" %>&

#R
#? )

U4W&?41
"’*%,’+I&)$" %P&

#R
#* )

Z1%$’%&W1%,’+I&?)$+ %@&

!!联立式%>&#%P&和%@&"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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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Z
!$’%"!&’4"

# !!"

?) 4Z
!,’+I"!&’4"

+ !A"

!!假定雇主承担的失业保险金比例+为常数#根据式!A"得#?
#,$$

$#?
#I$$

#

从而可知失业补贴的增加会引起劳动需求的下降%

!二"失业者行为

# 限于篇幅#本文中没有进行推导#我们直接利用了这结果%
? 无论是厂商对劳动需求的提高还是失业者工作搜寻力度的加大#都将增加失业工人所面临的各种工作

机会概率%

!!M2(B_,0’-)(Ef/+U20-)( !"=A!"证明#当资本市场不完善时#失业保

险金的提高会增加失业者的工作搜寻资本#从而激励失业者更加努力地搜寻

工作#以失业搜寻成本8表示工作搜寻力度#则有8AI%$%#令@为失业工人面

临的密度函数#于是可以将失业者所面临各种工资的工作机会的密度@表示

为厂商劳动需求? 和工作搜寻力度8的增函数?#根据式 !A"#可将?表示为

, 和I的函数#所 以 失 业 者 所 面 临 各 种 工 资 的 工 作 机 会 的 密 度 函 数@可 表

示为&

@)@’?!,#I"(8!I")# !="

其中#@A?%$#@A8%$%

上面已证明&#?
#,$$

$#?
#I$$

#所以@A,!,#I#8"$$#@AI!,#I#8"$$%

将2!,#I"视为失业工人所面临的 以I为 外 生 变 量 的 关 于 工 资 的 分 布,
的函数#则有&

2!,")/
,

$
@’!,#I"(8!I")E,+ !"$"

!!工人每期都面临一份工资分布为2!="NR0,9!,#=@,#I"的工作机会#

上式中#2!$"N$(2!*")/
*

$
@’!,#I"(8!I")E,#其中*为最大可能的工资

水平#*$j#2!*"是I的函数%
在第G期工人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接受工资为, 的工作#且一直干

下去#以后各期都得到工资,(二是拒绝这份工作#则他在第G期将得到I数

量的失业补助%可以证明#工人不会选择先工作然后辞职再搜索的策略#因

为无论失业者选择接受工作的保留工资多高#选择先工作然后辞职再搜索的

策略的收益总是介于接受该工作并一直干下去的策略和当期拒绝工作并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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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新搜寻的策略的收益之间">

> 对于这一问题的证明需要利用下文中推导的均衡结果进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中没有给出具体的论

证过程"

失业的工人寻求一个策略以最大化各期收入的现值E+
j

G)$
"G(G#其中#(G 为

失业者第G期的收入#"*$$#"%为贴现因子"令c$,%是手中握有工资为,的

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对E+
j

G)$
"G(G 的期望值#该失业者通过选择拒绝或者接受此

工作以最大化期望收益"则该失业者面临的问题可以用下式表示!

cG$,G%)-)O
,G
"1"

#I’"/
*

$
cG’"$,G’"%E2$,G’"! "%+ $""%

!!式 $""%表示失业者在以下两种可能的行动中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

( 接受当期既定工资为,G 的工作#并一直工作下去#从而获得各期的总收益

,G
"["

&) 在第G期拒绝工资为,G 的工作#并获得失业保险金I#同时在下一

期面临新的相同的选择#第GV"期面临工资用,GV"表示"令C,表示失业者最

低的保留工资#如果失业者面临的工资,大于保留工资C,$,%C,%#则失业者

会接受工资为,的工作#从而实现就业&如果失业者面临的工资, 小于保留

工资C,$,$C,%#则失业者就会拒绝工作#并保持失业状态&于是我们可以把

$""%式中的泛函方程写成!

cG$,G%)

C,
"1")

I’"/
*

$
cG’"$,G’"%E2$,G’"%# ,G#C,#

,G
"1"

# ,G,C,
&

’

(
+

$"#%

!!根据式$"#%#可以写出在GV"期失业者所面临的收益函数!

cG’"$,G’"%)

C,
"1")

I’"/
*

$
cG’#$,G’#%E2$,G’#%# ,G’" #C,#

,G’"
"1"

# ,G’" ,C,
&

’

(
+
$"?%

!!从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等式!

/
*

$
cG’"$,G’"%E2$,G’"%)/

C,

$

C,
"1"

E2$,G’"%’/
*

C,

,G’"
"1"

E2$,G’"%+ $">%

!!将式$">%代入式$"#%的第一项中#可将原泛函方程式 $"#%转化为普通

方程求解#并得到有关保留工资C,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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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I’"/
C,

$

C,
"1"

E2!,G’""’"/
*

C,

,G’"
"1"

E2!,G’""+ !"P"

!!对式 !"P"右边做恒等变化#有$

C,
"1"

% "
2!*"

%/
C,

$
E2!,G’""’/

*

C,
E2!,G’"! ""

!! )I’"/
C,

$

C,
"1"

E2!,G’""’"/
*

C,

,G’"
"1"

E2!,G’""+ !"@"

!!移项得到$

C,
"1"

"
2!*"1# $"/

C,

$
E2!,G’"")I’ "

"1"/
*

C,
",G’"1 C,

2!*# $"E2!,G’""+
!"!"

!!等式两边同加上 C,
"1"

"
2!*"1# $"/

*

C,
E2!,G’""#得到$

C,
"1"

&"1"2!*"’)I’ "
"1"/

*

C,
&,G’"1C,’E2!,G’""+ !"A"

!!对N!C,"作如下的定义$

N!C,") "
"1"/

*

C,
!,G’"1C,"E2!,G’""+ !"="

!!将N!C,"对C,求导#根据莱布尼茨法则有$

NAC, )1 "
"1"

&"12!C,"’$$+ !#$"

!!同时#可得到N!C,"对C,的二阶导数$

NX!C,") "
"1"@

!C,"%$+ !#""

!!将N!C,"代入式 !"A"#得$

C,
"1"

&"1"2!*"’)I’N!C,"+ !##"

!!根据式 !##"的保留工资方程#我们分析失业保险金I变化将对保留工

资C, 所产生的影响#将式 !##"对I求导#得到$

"
"1"1

"
"1"

2!*"1NA!C,# $"#C,#I )"’ "C,"1"2AI!*"+ !#?"

!!根据2!*")/
*

$
@(!,#I")8!I"*E,#将2!*"对I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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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
*

$
"@A??AI’@A88AI#E,+ "#>#

!!将式 "#>#代入式 "#?#得到!

#C,
#I )

"’ "C,"1"/
*

$
"@A??AI’@A88AI#E,

"
"1"1

"
"1"

2"*#1NA"C,#
+ "#P#

!!因为2AI"*#大小及符号未定$所以我们无法准确预知I对C, 影响的方向

以及大小%P

P 这一结论与传统的 J,012(<2(""=!!#动态搜寻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J,012(<2(的模型没有考虑I对

2 的影响$即假定2AIN$&同时将2"*#设定为常数$从而得到I的增加会提高保留工资C, 的结论%

"三#失业的持续时间

对于失业持续时间问题的阐述$是从分析失业者对工作机会拒绝的概率

着手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失业者对工作选择是以保留工资为标准的$当失

业者面临的工资,小于保留工资C, 时$失业者就会拒绝当前的工作机会$而

选择继续失业%所以失业者拒绝工作的概率应该是面临工资低于保留工资的

工作机会可能域与所有工作机会可能域的比!

!)/
C,

$
@’?",$I#&8"I#(E,

/
*

$
@’?",$I#&8"I#(E,

)/
C,

$
@’?",$I#&8"I#(E,

2"*# + "#@#

!!其中!表示一个工作机会被拒绝的概率$将!对I求导$根据莱布尼茨

法则有!

#!
#I)

"
2#"* !# @"?$8##C,#I’/

C,

$
"@A??AI’@A88AI#E" #, 2"*#

1/
C,

$
@"?$8#E,/

*

$
"@A??AI’@A88AI#E $, + "#!#

!!从式 "#P#中$我们可以看出失业保险金I的增加对工人拒绝所面临的

工作的概率!存在三种不同的效应!
一是I的变化导致了厂商对劳动需求? 的变化$影响工人所面临各种工

资的可能域的分布$从而对拒绝概率!产生影响$从式 "#!#中可以分解出

这一效应的大小为

"
2#"*#/

C,

$
@A??AIE,2"*#1/

C,

$
@"?$8#E,)/

*

$
@A??AI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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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I的变化导致了失业者对工作寻找投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所面临各

种工资的工作分布及拒绝概率!$从式 !#!"可分解出这一作用的大小为

"
2#!*"/

C,

$
@A88AIE,2!*"1/

C,

$
@!?#8"E,%/

*

$
@A88AE! ", +

!!三是面失业保险金I的变化又会导致保留工资水平C, 的变化#这将改变

工人拒绝所面临的工作机会的概率#从式 !#!"可分解出这一效应的大小为

"
2#!*"@

!?#8"#C,#I
%2!*! ""&显然#I对! 的 影 响 视 三 种 效 应 的 大 小 和 方 向

而定&
由于不同时期的工资分布和工人行为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工人失业时间

服从 几 何 分 布#令 Q 表 示 失 业 持 续 时 间#则 期 望 的 失 业 持 续 时 间 Q 可 表

示为’

E!Q")+
j

#)"
#%R0,9(Q )#))+

j

#)"
#!"1!"!#1"+ !#A"

!!对上式进行整理#可得’

E!Q") !"1!"1"+ !#="

!!将上式对I求导#有’

#E!Q"
#I )#E

!Q"
#!

%#!
#I)

"
!"1!"#

%#!
#I
+ !?$"

!!因为#!
#I

符号无法确定所以#I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仍然不确定#但因

为 "
!"[!"#

大于$#所以#可以肯定I对Q 的影响方向与I对!的影响方向一

致&

!四"工资分布

为了更好地阐述失业保险金I对失业持续时间E!Q"的影响#并对失业保

险对失业者再就业工资分布影响作出判断#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何方法分析二

者之间的作用效果及机制&

@ 关于工作机会密度函数的完整表达式为@(?!,#I"$8!I")#在@关于I关系的图形中#I是外生的$所

以简写为@!,"&

假定最初存在如图"中@!,G"曲线所示的工作机会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

C,表示失业者的保留工作水平#当实际工作, 处于!$#C,"区间时#失业者会

拒绝接受工作$而当实际工资处于!C,#*"时#失业者会接受工作$因此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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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拒绝工作概率的期望水平为/
C,

$
@","#E,$另外%为了分析I的变化对失业

者工作机会的工资分布的影响%我们假定存在一条 &高’( &低’工资水平的

分界线D,!%若,$D,%为 &低’工资)当,%D,时%为 &高’工资$下文中%
我们将分别分析失业保险金变化对失业者拒绝工作概率及工资分布影响的三

个不同的传导机制及作用效果A)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三个效应结合起来%分

析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影响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前提条件$

图!!再就业工资分布特征

"+厂商需求变化对工资分布密度的影响

! 这里只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失业保险金变化对失业者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而做的虚拟假定)另外%我

们还要求分界线D, 至少要大于保留工资C,$
A 在单独分析某一传导过程的效果时%假定其他传导效应不变$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由失业保险金变化引起厂商需求变化所产生

的对失业者拒绝工作的概率大小的影响%其代数表达式为

"
2#"*#/

C,

$
@A??AIE,2"*#1/

C,

$
@"?%8#E,*/

*

$
@A??AIE! ", )

下面%我们将借助几何方法对这一效应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根据@A?%$和

?AI$$可知%I的增 加 必 然 将 使@ 曲 线 向 下 方 移 动%但 这 一 过 程 并 非 是 平 移

的$根据式 "A#我们可以推导出!

#?
#I)1

4Z+
"&’4#",’+I#

#+ "?"#

!!从式 "?"#可知%,值越大%?AI 的绝对值越小)也就是说%随着,的增

大%I对劳动需求? 的影响在减小$这一结论的经济意义是%对 工 资 较 高 的

工作职位来说%失业保险金的提高不会对该职位的需求造成很大的影响)对

工资较低的工作职位而言%失业保险金的提高将会对该职位的需求造成更大

的影响$因此%随着, 的提高%曲线@",G#向 下移动的 幅 度 在 减 小%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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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图#中$@!,G"表示初始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GV""表示由于失

业保险金增加导致了劳动需求减少$从而形成的新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为

了研究劳动需求变动对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在图#中我们将@!,G"曲线向

下平移$作出 一 条 新 的 曲 线@A!,GV""$使 得/
*

$
@!,G’""E, )/

*

$
@A!,G’""E,#

从图 中 可 以 看 出$/
*

D,
@!,G’""E, %/

*

D,
@A!,G’""E,$因 为@A!,GV""是 由 曲 线

@!,G"向下平移得到的$所以有%

/
*

D,
@!,G’""E,

/
*

$
@!,G’""E,

%/
*

D,
@A!,G’""E,

/
*

$
@A!,G’""E,

)/
*

D,
@!,G"E,

/
*

$
@!,G"E,

+ !?#"

!!上式表明$厂商需求的变 化 提 高 了 工 人 从 事 &高’工 资 工 作 的 概 率#同

样$我们可以对 失 业 者 从 事 &低’工 资 工 作 的 概 率 进 行 分 析$由 于 无 法 对

/
D,

C,
@!,G’""E,与/

D,

C,
@A!,G’""E, 大 小 进 行 比 较$所 以$我 们 无 法 对 从 事 &低’

工资工作的概 率 变 动 方 向 进 行 判 定$也 就 是 说 需 求 变 化 对 失 业 者 从 事 &低’
工资工作概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图!!厂商需求变动对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

#+工作搜寻力度的影响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由失业保险金变化引起厂商需求变化所产生的

对失业者拒绝工作的概率大小的影响$其代数表达式为

"
2#!*"/

C,

$
@A88AIE,2!*"1/

C,

$
@!?$8"E,(/

*

$
@A88AE! ", )

同样$我们可以借助几何方法对这一效应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以考察搜寻

力度变化对失业者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根据@A8%$和8AI%$可知$I的增

加必然将使@曲线向上方移动$另外$由于,不是8的函数$所以8变动对@
的影响与,值大小无关$因此@曲线的变动幅度与, 的大小并无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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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表现为@曲线将向上方平移"如图?所示#在图?中"@$,G%表示初始的

工资分布密度函数"@$,GV"%表示搜寻力度增加后新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由

于@$,GV"%是由曲线@$,G%向上平移得到"所以有!

/
D,

C,
@$,G’"%E,

/
*

$
@$,G’"%E,

)/
D,

C,
@$,G%E,

/
*

$
@$,G%E,

" $??%

/
*

D,
@$,G’"%E,

/
*

$
@$,G’"%E,

)/
*

D,
@$,G%E,

/
*

$
@$,G%E,

+ $?>%

!!式 $??%&$?>%表明"工作搜寻的变化"不会对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

与从事 ’低(工资工作的概率产生影响#

图!!工作搜寻对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

?+保留工资的影响

在工资分布函数@给定的条件下"保留工资C, 对拒绝工作概率的影响是

确定的"即随着保留工资水平的提高"失业者拒绝接受工作的概率也会提高#
但根据上文中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失业保险金I对保留工资C, 的影响却是

不确定的"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所以"随着I的提高"C, 有

可能向左移动"也有可能向右移动#在图>中"我们给出了C, 变动对拒绝工

作概率影响的两 种 可 能 模 式#C,A表 示C, 提 高"从 而 向 右 移 动)C,X表 示C, 降

低"从而向左移动#从图中可以看出"当C, 提高到C,A时"失业者从事 ’低(

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
D,

C,
@$,G%E,

/
*

$
@$,G%E,

将降低)而当C, 降低到C,X时"失业者从事

’低(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将提高#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出"因为保留工资

要小于 ’高(工资的标准线D,"所以C, 的变化不会对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

工作概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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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留工资变化对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

!!>+综合效应

根据上文中的分析#我们考察了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工资分布影响的各

种传导机制及作用效果#下面我们将把这些传导过程及结果结合起来进行综

合分析$在图P中#我们将图#至图>中关于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影响的各

种效应综合起来#其中@!,G"表示初始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GV""表示失

业保险金增加导致了@!,G"变动而形成的新的工资分布密度函数#它包括 了

厂商需求的变动及工作搜寻力度变动的影响%C, 为原有的保留工资水平#C,A
为失业保险金提高之后的新的保留工资水平$

图"!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综合效应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失业保险金与再就业工资分布之间

关系的两个基本的推论&
!""失业保险金的提高对失业者从事 ’低(工资工作概率的影响是不确定

的%上面已经分析#在失业保险金对工资分布影响的三种渠道中#虽然工作

搜寻力度改变对 ’低(工资工作概率无影响#但工厂商需求及保留工资的变

化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所以#我 们 无 法 确 定 失 业 保 险 金 提 高 对 ’低(工 资

工作概率的影响方向$
!#"失业保险金的增加将提高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工作机会$根据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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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析"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工资分布影响的三个渠道中"厂商需求变动

将提高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工作的机会%而工作搜寻力度及保留工资的变

动都不会对 #高$工资工作机 会 产 生 影 响&所 以"失 业 保 险 金 的 增 加 将 提 高

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工作的概率&

三!数 据 说 明

本文研究的实证数据来源于社科院#$$$年的城镇失业 ’下岗(人员调查

问卷数据"该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实施"使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抽样样本

户进行调查"调查的地区包括辽宁)江苏)北京)河南)四川 及 甘 肃@个 地

区的"?个市&在本文中"样本总体的观测对象为再就业者)待业青年)下岗

职工和失业人员四种身份的所有个体"而其他非在职人员或离退休人员则被

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由于直接检验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 #高$) #低$工资

分布影响存在困难"为此"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将失业者的就业分为正式就业

与非正式就业%并依照常识"将从事正式工作视为 #高$工资水平"而将非

正式就业视为 #低$工资水平&=所以下文中"我们分别论 证 的 是 失 业 保 险 金

变化对失业者参与非正式工作和正式工作的影响&现将本文中实证研究所涉

及的相关变量的指标选择作出如下说明!

=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统计数据中得到论证!利用所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正式工作的

工资水平确实要显著地高于非正式工作&
"$ 参与非正式工作在主观上并不被失业者认为是实现了就业"同样"在实际的就业统计中也没将非正式

就业计算在内&

被解释变量!本文中我们要分别分析失业保险金对失业者参与非正式以

及正式就业的影响&在研究失业保险金与非正式就业关系时"采用的是失业

工人在失业期间是否参与了非正式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在研究失业保险金对

正式就业的影响时"我们采用失业工人从失业到实现正式就业所持续的时间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上两个因变量的观测对象为曾经有失业经历的人&
测试变量!关于失业保险金的指标确定"考虑到虽然有些对失业 工 人 的

补助是非失业保险金性质的"但由于这些补助与失业保险金对就业的影响具

有相同效应"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失业工人因失业而在下岗期间从政府及

原工作单位获得各种补助都纳入失业保险金的范畴&
除了以上的测试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外"实证分析中还涉及以下的一些变

量 ’包括其他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
性别!反映失业者的性别特征"虚拟变量"男性N""女性N$&
年龄!失业者的年龄大小&
民族!失业者的种族特征"虚拟变量"少数民族N""汉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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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失业者是否已婚$在这里我们将丧 偶%离 异 都 视 为 已 婚&虚

拟变量$已婚N"$未婚N$’
政治面貌#失业者的政治面貌$以是否党员为 判 断 标 准$虚 拟 变 量$党

员N"$非党员N$’
文化水平#以失业者的受教育年限表示’
健康状况#反映失业者的身体情况$以是否健 康 来 表 示$虚 拟 变 量$健

康N$$不健康N"’
户籍"#显示了失业者的农业与非农户籍身份$虚拟变量$非农户籍N$$

农业户籍N"’
户籍##显示了失业者的本地与外地户籍身份$虚拟变量$本地N$$外

地N"’
平均收入#反映了该失业者所在的家庭的每个成员年平均收入 水 平$在

实证分析中采用了对数的形式’
平均消费#反映 了 该 失 业 者 所 在 的 家 庭 每 个 成 员 年 平 均 消 费 支 出 水 平$

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对数的形式’
平均住房面积#反映了该失业者所在的家庭每个成员的平均住房面积’
地区虚拟变量#我们以甘肃作为参照系$按照不同的省份设置了P个 地

区虚拟变量’
在表"中$给出了对各指标相关的统计描述结果’

表!!各指标的统计描述特征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备注

是否参与非正式工作 ""!@ $D>!@"=$P $D>==@>P? 参与N$$没有参与N"
失业持续时间 ""$A #!D@=!@P #AD">A=! 单位#月

失业补助 ""A" AAD>"?PP ""#D?P=? 单位#元(月

性别 !P"= $DP?A=$"> $D>=AP"!P 男N"$女N$
年龄 !P#$ ?AD"@>>= "$DA!>$P 单位#周岁

民族 !P#$ $D$>"?P@> $D"=="#@> 其他民族N"$汉族N$
婚姻 !>@$ $DA>!PA!" $D?P=>>>! 已婚N"$未婚为N$

是否党员 !>=A $D#?=@@?= $D>#@=$@A 党员N"$非党员N$
教育年限 !>@! "$D==$?@ #DA!?@== 单位#年
健康状况 !P"" $D$>=P#!> $D#"@=A$A 健康N$$不健康N"

户籍" !P#$ $D$"$"$@> $D"$$$#!= 非农N$$农业N"
户籍# !P#$ $D$$>#PP? $D$@P$=A# 本地N$$外地N"

平均收入 !$A? AP?$D>"= @?@?D#$> 元(人年

平均消费 !>!A P$>#DA!P ?=?"D??A 元(人年

平均住房面积 !>!A "PD?AP$! AD=#A>@> 平方米(人

四!实 证 检 验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已经对计量检验涉及的指标进行了说明$下面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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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就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失业保险金与非正式工作的参与

由于再就业问题很可能存在着样本的选择问题%即失业群体与正在就业群

体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普通的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很可能产生样本选择性偏误%
所以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了 _2+U-)(两阶段估计模型进行分析"

对于一般的全部样本可观测数据问题的计量模型是!

()4\’7+ #?P$

!!上式中(为因变量%\为解释变量"
现出于某种原因%导致了某些因变量无法被观测到%此时%应将式#?P$中的

模型改写为!

()
(" )4\’7%%[’’%$%

$% %[’’#$! +
#?@$

!!上式中%[为影响样本选择的外生因素%(" 为可观测的样本"
在观测样本为断尾数据#10/(+)1’,(E)1)$中%由于因 变 量 可 能 与 某 些 可 能

观测不到的因素相关%因此普通的估计方法可能会使式#?@$的参数估计产生偏

误"_2+U-)(#"=!@$年提出了在\外生条件下对式#?@$分两阶段进行估计的

方法"

"" 为了防止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一般要求[包括\ 以外的一些外生变量%这些变量要求与样本选择%相

关但与可观测因变量("不相关"

第一阶段!首先%根据(的可观测性%构造样本参与的虚拟变量%%若(
可以被观测到%%N"&若(无法观测%则取%N$"然后%以样本参与的虚拟

变量%为因变量%使用全部样本以\0,9’1模型估计样本选择方程!

%)%[’’""+ #?!$

!!采用 最 大 似 然 法 对 式 #?!$参 数 进 行 估 计%并 据 以 计 算 逆 米 尔 斯 比 率

#’(;20<2-’33<0)1’,$!

*)(
#[%]%$
/#[%]%$

+ #?A$

!!第二阶段!使得选择样本 #即可观测样本$%做如下的回归!

(" )4\’$*’7+ #?=$

!!从式 #?=$中%可得到对4的一致估计%同时%我们可 以 从 系 数$的 显

著性水平检验是否存在选择性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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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为了防止出现上文所说的共线性问题 !Q,,3E0’C2"##

"==="#我们需要寻找一组外生变量#这组外生变量应该必须与样本选择相关

但与非正式工作参与无关#也就是说要求它只影响样本选择%#但与(" 无关$
通过测试#我们选择婚姻与政治面貌作为只影响样本选择但与(" 无关的外生

变量$在表#中#我们给出了关于失业保险金对非正式工作参与的 _2+U-)(
两阶段参数估计的结果#IY和 Q)3E统计量表明方程总体估计效果较好#逆

米尔斯比率*说明模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出于比较目的#在表#中我

们同时给出了不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的\0,9’1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Q,,3E0’EC2:D#E8C#C/DGB"8U#<-(.".C@:BC..3D8G"C#<#%4<#D-*<G<D%)-90’EC2#JK&]&2JG]
\02<<#"===#RRDP@$’P!$D

表!!失业保险金对非正式工作参与影响的参数估计

解释变量

因变量&非正式工作参与!没有参与N""

_2+U-)(二阶段估计 \0,9’1估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全部变量 逐步回归

常数项
@D$A=!=P"""

!$D?@A=?>""
#DA#@!?@"""

!$D=?!"@A="
#D!!@$$>"""

!$D!?>$#>?"
#D=#>"P@"""

!$D>?"APA@"

失业补助金
$D$$$@@P?"""

!$D$$$">!>"
$D$$"!A>"""

!$D$$$>"A!"
$D$$"!#=@"""

!$D$$$?=A="

性别

!男性N""
[$D$A=#P"#""

!$D$>#@AP@"
[$D$A$=???""

!$D$?A!=!@"
[$D">$#A#=
!$D$A!?=AA"

[$D">$#>@!"

!$D$A?=!>"

年龄
[$D$$""=$A
!$D$$#A#A?"

[$D$$$!!@=
!$D$$#>=#!"

[$D$$""@>@
!$D$$@>A!"

民族

!少数民族N""
$D"#"PPP#
!$D"$$#=>P"

$D$!P@@
!$D$!=#>@#"

$D""""P@A
!$D"=!P$=="

教育年限
[$D$>#A?$="""

!$D$$A!A?@"
[$D$$P@#>!
!$D$"$=!#""

$D$"P>!#!
!$D$#$@>@>"

健康状况

!不健康N""
$D#"!>$?!"""

!$D$!=>"@#"
$D$=#P$@#"

!$D$PP$#A?"
$D#"@>?@A"

!$D"#APP!A"
$D#">@!"A"

!$D"#>!!P""

户籍"
!农业N""

[$D$==P?>=
!$D"=P?#=#"

[$D$=#=!#>
!$D">?@A"@"

[$D##$@##>
!$D?AA@A="

户籍#
!外地N""

$D"?@=$>!
!$D#!=#P>"

$D$P!A=$"
!$D"=!=!P!"

$D$?=##P
!$DP$P?APA"

平均住房面积
$D$$?"!@@
!$D$$#!@#"

$D$$?$#@?
!$D$$###=="

$D$$PA#A#
!$D$$PP@??"

平均消费支出的对数
[$D#$?"@?#"""

!$D$>>!!AA"
[$D$!$#=?=
!$D$P#PA!@"

[$D$#$@!A#
!$D$A#$=#="

平均收入的对数
[$D@@>=P=>"""

!$D$?$@>=A"
[$D?$P?#"="""

!$D""!=P$A"
[$D?!$A!=P"""

!$D!?>$#>?"
[$D?!"#>A@"""

!$D$P?#!=A"

辽宁
$D?P@P?!A"""

!$D$!>##?@"
[$D"@?>@#""""

!$D$@""?!P"
[$DP$@A@=?"""

!$D"P?!#">"
[$D>P=P"P="""

!$D"$=!A>?"

江苏
$D>@AP@PP"""

!$D$A$!"$A"
[$D$$?P@>!
!$D"$@=A$@"

[$D?>P$>@>""

!$D"@AP@?"
[$D?"P!$"""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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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因变量!非正式工作参与"没有参与N"#

_2+U-)(二阶段估计 \0,9’1估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全部变量 逐步回归

北京
$D>!#A">""""

"$D$AA!#A#
$D$A"">?
"$D""?>P>=#

[$D""A"A!P
"$D"A!@A@P#

河南
[$D$>>!PP#
"$D$!!PAP@#

[$D""!@"?"

"$D$@#?#$@#
[$D#A?"?PA"

"$D"@$$$=##
[$D#?>="#@"

"$D"#""@>A#

四川
$D?"P>!AP
"$D$!#=@P#

$D$A>P#P@
"$D$A"P!@@#

[$D$$@>>"A
"$D">>!!##

婚姻

"已婚N"#
$D@#P>$#P"""

"$D$AP!@PA#

是否党员

"党员N"#
[$D?=$#="!"""

"$D$@#$=@#

J’33<*
[$D?$!=$@P""

"$D"??P$A#

Q)3E =!$DA=
IY "$?$D!$ "$PD#$ ==D$$

总样本 @=?A @=?A "$$A "$$A
非截断样本 "$$A

截断样本 P=?$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通过"$X%PX和"X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逆米尔斯比率*的显著性表明了样本选择性偏差是否存在’

!!根据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D失业保险金对非正式工作的影响!由于失业保险金系数显著为正$参

数的G统计量通过了$6$"显著 性 水 平 的 检 验$所 以 我 们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相 信!
失业保险金的提高增加了失业者拒绝参与非正式工作的概率’如果我们将非

正式工作视为工资较低的工作$而将正式工作视为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作$这

一结论表明!失业保险金提高了失业都拒绝 (低)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

#D从表#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的非正式工作参与也是存在显

著差异的$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拥有更高的非正式工作参与概率’我们认

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男性相对拥有更高的工作需要&关于健康状

况与非正式工作参与的关系$参数估计结果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工人

拥有更低的非正式工作参与概率&另外$失业者所在的家庭成员平均收入水

平与对非正式工作产生影响$家庭成员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其非正式工作参

与概率越大’

?D关于地区虚拟变量$从参数估计结果看$北京%四川%江苏与甘肃地

区之间工人的非正式工作参与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辽宁%河南拥有的非正式

工作参与概率要比其他地区大’

>D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年龄%民族%婚姻%教育%户籍等因素对工人的非

正式劳动参与概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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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业保险金与失业持续时间

在对失业持续时间进行计量分析中#目前通常都采用生存模型来进行分

析#主要原因在于生存模型即考虑到了样本删截问题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持续

时间问题$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也将用生存模型分析失业工作的失业持续

时间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分析可知#当一个工人离开

自己的工作岗位后只可能有两种选择的状态%继续失业与选择再就业$如果

他在工作搜寻中#遇到工资大于其保留工资水平C,#失业者将选择接受其工

作结束失业状态&而如果失业者遇到工资小于其保留工资水平C,#就会放弃

当前工作机会#而继续处于失业状态$假定失业者失业的持续时间M具有连

续的概率密度函数@!G"#G是M 的一个观测值#则其失业持续时间分布可表

示为%

4!M#G")2!G")/
G

$
@!V"EV+ !>$"

!!失业持续时间不少于G的概率为%

3!G")"12!G")4!M,G"+ !>""

!!通常将3!G"称为生存函数$令*!G"表示在失业持续时间G之后#失业者

在单位时间内结束失业的概率#则有%

*!G")3’-
75$

4!G#M#G’7bM,G"
7 )3’-

75$

2!G’7"12!G"
73!G"

)@
!G"
3!G"+

!>#"

!!通常将*!G"称为 _)W)0E比率$可以推导出3!G"与*!G"间具有如下关系%

3(3!G")1/
G

$
*!V"EV+ !>?"

!!可以看出#3!G"’*!G"以及@!G"之间相互决定$在生存分析中#便是以

*!G"作为解释变量#以影响失业持续时间的各个因素作为协变量来进行建立模

型#但在作参数估计之前#还必须对3!G"或者*!G"的函数形式作出假定#这

里我们假定失 业 持 续 时 间 的 _)W)0E函 数 为I,CBI,C’<1’+_)W)0E函 数 !马 骏

等##$$>"%

*!G") 4$"&G
&1"

"’4$"G&
+ !>>"

!!根据式 !>>"可算出3!G"函数与密度函数@!G"$
将失业持续时间的样本观测值分为两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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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观测样本结束失业"

$" 被观测样本继续失业! +
#>P$

!!于是可建立如下的对数似然函数!

3(?)+
#

")"

%)"3(*#Gb#*"!$’#"1)"$3(3##Gb#*"!$$&+ #>@$

!!将3#G$与*#G$函数式代入式 #>@$中"采用最优化方法"便可求出待估

参数4’
在表?中"我们给出了基于I,CBI,C’<1’+函数的 _)W)0E模型参数估计结

果’模型"中的协变量包含了所有可能影响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以及地区虚

拟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失业补助金对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负面效

应"但有许多解释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了

逐步回归方法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逐步回归的显著性控制在$6"水平(在

模型?中"我们剔除了所有其他控制变量"只留下失业补助金作为解释变量

进行单因素回归"并将其结果与模型"与模型#结果进行比较"从而保证估

计出的失业补助金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的可靠性’另外在图@中"作出了模

型#估计的 _)W)0E曲线图’

表!!失业保险金与失业持续时间

解释变量
因变量!失业持续时间

模型" 模型# 模型?

常数项
!D!#@=@"""

#$D=@#!>P"$
AD"#PP>="""

#$DA!?!#""$
>D$P?"P="""

#$D$!!P"="$

失业补助金
[$D$$$=?@#""

#$D$$$>P@=$
[$D$$$=A@""

#$D$$$>>@>$
[$D$$">$P

#$D$$$>?>"$"""

性别

#男性N"$
[$D?A>#"?""""

#$D"#>$$"=$
[$D?P?@!A""""

#$D"#$#$##$

年龄
$D$"$!A?A
#$D$$="A$@$

民族#少数民族N"$
[$D$=#?"PP
#$D#=@?=>@$

婚姻#已婚N"$
[$D"#>>$#P
#$D#=P$??>$

是否党员#党员N"$
[$D">??!!?
#$D"A$#P?@$

教育年限
$D$#P>!=@
#$D$#A=?"!$

健康状况#不健康N"$
$D!@!A!>@"""

#$D#P@#"P#$
$D!A">@P#"""

#$D#P$A"@=$

户籍"#农业N"$
$DPA?=!P#
#$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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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因变量#失业持续时间

模型" 模型# 模型?

户籍#!外地N""
[$DA#A@P$P
!$D!P@=$@#"

平均消费支出的对数
[$DPP!#P@@"""

!$D""##?$A"
[$DP>?@A!!"""

!$D"$@#@$@"

平均住房面积
$D$$A#A!
!$D$$!>P@""

辽宁
[$D"""@"!#
!$D"=!?P#@"

江苏
[$D??>A="P"

!$D#$$AA!""

北京
$D!P@>"$?"""

!$D##=#$AP"
$D=$==#?A"""

!$D"=$">P?"

河南
$DA>P=!$="""

!$D"=!"@?@"
"D$$"$"#"""

!$D"@P=#P>"

四川
$D#!!A@=@
!$D"==@##@"

$D>#=>A@P""

!$D"@A""=="

C)--)
$D=P@?$?A
!$D$?"?#!"

$D=@#$PP?
!$D$?""A#A"

"D$"@P$?
!$D$?#=#@P"

Q)3E "##D!$ "$=D>A "$D>!
7,D,T</9c2+1< "#>? "#>? "#@P
7,D,TT)’3/02< >A# >A# >A=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通过"$X%PX和"X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7,D,T</9c2+1<表示总观测样本数量$7,D,TT)’3/02<表示已经结束失业状态的被观测样本数量’

图!!模型"中#$%&’$%()*(+估计的 ,-.-/0曲线图

!!根据表?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D失业保险金对非正式工作的影响#由于失业保险金系数显著为负$参

数的G统计量通过了$6$"显著 性 水 平 的 检 验$所 以 我 们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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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金减少了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如果我们将非正式工作视为工资

较低的工作#而将正式工作视为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作#则这一结论证实了上

文中理论分析的推论!失业保险金提高了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工作机会的

概率"正如上文理论推导所分析!失业保险金的提出导致了失业者保留工资

的提高#而保留工资水平的提高又会导致工人拒绝低工资工作机会概率增加#
所以#失业保险金的提高会导致工人降低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概率"

#D从表?中模型#的参数估计可以看出性别&健康以及消费支出水平等

因素与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因果联系"性别的估计系数为负表

明#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失业都拥有更低的失业持续时间’健康水平的系

数为正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失业者比身体健康较好的失业者拥有更长

的失业持续时间’而消费支出水平的系数为负表明#生活消费开支较高的失

业者有较短的失业持续时间"

?D关于地区虚拟变量#从参数估计结果看#辽宁&江苏与甘肃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而北京&四川&河南地区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显著地高于甘肃

地区"

>D没有证据表明年龄&民族&婚姻&政治面貌&教育&户籍等因素对失

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

本文对原有的工作搜寻理论进行了发展#在研究失业持续时间 中#将 厂

商的行为及失业者工作搜寻力度纳入了模型分析范畴中#研究了失业保险金

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行为及失业者再就业行为及工资分布所可能产生的影

响"我们结合 动 态 搜 寻 理 论 和M2(B_,0’-)(Ef/+&20-)( ("=A!)的 研 究 结

果#论证了失业保险金对再就业行为的正反两方面效应"理论研究表明#失

业保险金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失业保险

金的提高会减少厂商的劳动需求#这导致了对失业者从事 $低%工资工作机

会的减少#而从事 $高%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相对增加’其次#失业保险金

的增加会提高 工 人 的 工 作 搜 寻 力 度#由 于 工 作 搜 寻 与 工 资 分 布 无 关#所 以#
搜寻力度的改变对失业再就业工资分布的影响是中性的’再次#失业保险金

的增加会改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在理论上我们无法确定其对工资分布

的影响#但许多研究 *%)03’(CDG<-D(#$$")等+都证实失业保险金提高会提

高保留工资#从而减少了失业者从事 $低%工资工作机会的概率#但对 $高%
工资工作并无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推论!失业保险金一方面提高

失业者从事 $高%工资工作的 概 率#但 另 一 方 面 对 $低%工 资 工 作 的 影 响 是

不显著的"
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工作也与传统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 于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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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本文的实证工作将失业者的就业行为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

就业于收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工作%另一种是就业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的正式工作中&我们发现#失业保险金的支付对这两种不同的就业模型的影

响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基于微观个体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失业保险

金的提高对工作从事非正式工作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还发现#在

影响失业工人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正式的工作中#失业保险金与工人参与正

式工作概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面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理论中片面强调失业保险金对失业持续时

间只有纯粹负面效应的悲观结论#我们一方面承认失业保险金提高将不利于

工人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但另一方面肯定了失业保险金在对提高失业者

参与 ’高(工资工作概率中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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