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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分析

马 骏 今村弘子 赵国庆!

摘 要 本文利用独自收集到的有关北京市下岗职工的样本数据，分析

了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原因，探讨了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前后收入变

化的原因。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下岗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随着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下岗政策已成

为阻碍劳动力市场化的因素，同时也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失业保障体制

的建立和完善。第二，为了使更多的有在传统体制下工作经历的下岗职工，尤

其是大量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的下岗职工尽快地实现再就业，不仅需要对他们

进行各种技能的培训，而且更需要对他们进行如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再教育。

第三，“下岗”不仅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政策，实际上

也是结构性失业在中国特有经济体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对于这种

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有必要制定更多的积极性的失业政策。

关键词 下岗，再就业，失业持续时间

一、引 言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下岗工人的下岗期间以及再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试

图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特有的失业群体———“下岗职工”

在再就业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为认识和制定解决中国失业劳动力的再就业问

题政策提供较为准确的基础信息。

本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通过对最近的有关文献进行简单地综

述，阐述我们所做研究的意义和目的。第二，通过对我们所进行的调查结果

与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几个其他微观调查结果的比较研究，讨论我们调查的特

征以及可靠性。第三，通过应用<+.+=>模型分析我们所收集的北京市下岗职

工的个体数据，探讨决定下岗职工在下岗以后能迅速实现再就业的原因。第

四，应用托比模型，进一步探讨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机会以及在实现再就

业后收入变化的原因。最后，在概括以上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讨论这些结果

的政策含义，并试图提出我们的政策主张。

第7卷第7期

%""?年?月

经 济 学 （季 刊）

@/,:+(60:0*,6A4+=9;=-B
C0-87，D087
E3=,-，

"""""""""""""""""""""""""""""""""""""""""""""""
%""?



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失业与“下岗”

在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高失业率与失业持续时间的长期化

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同样处于转型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国家，其失业率的大小和失业持续时

间的长短却有着显著的差异，而分析这种产生差异的原因不仅是转型经济学

的一个重要课题，也会给决策者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第二，在经济体制的

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同时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减少政府干预，导入市场

机制；（"）为顺利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提供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

这两个问题却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寻找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策方案，

便成为不仅是研究工作者，而且也是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课题。而在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中，讨论消极的失业政策（例如提供失业保险等）和积极的失业

政策（例如给失业人员提供各种技术培训的项目等）分别对失业人员失业持

续时间的缩短所产生效果的如何，变成了一个主要课题。诸如失业保险之类

的消极性的失业政策，它虽然可以起到一个顺利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保

障作用，但它不仅会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增加政府的开支，还可能造成

经济的不效率，以及可能成为失业者道德风险产生的诱因。而诸如对失业人

员的技术培训之类的积极性政策，似乎可以促使劳动力的市场化，但其效果

却受到失业者最终能否实现再就业的制约。而分析影响失业人员失业持续时

间的因素将会为分析这一难题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等（!&&’）采用在政府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数据，用生存模型

（($)$*+%,+-.）分析比较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的失业补贴，以及其他

失业政策对失业人员失业持续时间（/0-%1.,2%-03+/*$34,0）的影响。发现斯

洛伐克的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是捷克的5倍，而其中!／6是由于诸如

企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岗位的多少等劳动力的需求方面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

异所导致；而其余的"／6则来源于企业，失业者个人以及政府的行为方面的

差异。而且还发现，不论在捷克还是在斯洛伐克，虽然失业补贴都使得失业

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延长了，但是它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

! 参阅78-90$*，:（!&&&）。

中国作为一个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同样也面临如何实现劳

动力的市场化与如何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课题。";世纪&;年代中期，中国政

府在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所产生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时，开始采取了让过剩

劳动力下岗的方式，也就是说，让企业富余的职工离开原来的生产或工作岗

位，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并鼓励他们自己寻找新的工作，实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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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同时，政府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发放下岗补贴，进行职业培训与职

业介绍，帮助下岗人员尽快找到新的工作。因此，虽然下岗劳动力并没有被

正式地统计到失业人口中，但下岗便意味着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不用争辩的

事实。胡（!""#）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失业与下岗的关系，并计算了

包括下岗人员在内的中国的失业人口与失业率。在此，我们按照胡（!""#）

中的论述以及推算结果重新描述了自!""$年到%&&&年中国的失业人口与失

业率（见图!），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下岗职工在失业人口中占了非常大的

比例，尤其是!""#年到%&&&年，几乎占了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下

岗问题实际上成了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注：!’!""$—!""(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页。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年各年版）。

图! 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人数与失业率

下岗虽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时期的政策，

但它与其他很多的失业政策一样也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解除了职工在

原企业的工作，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拥有工作保障的企业职工推到了市场，

促进了劳动力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解除企业与职工的合同关系，又

具有非常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在失业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的转型过程中，

它又起到了一个失业保障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政策下，

作为下岗工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也就是说，“下岗”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政策效果。它起到了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的作用，还是起到了失业的社会

保障作用？或是两者兼有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不仅为评

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提供比较可信的事实根据，同时也为今后劳动力市

场化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提供比较可靠的理论依据。

三、有关下岗问题的调查与微观分析

近年，中国国内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下岗这一中国特有的失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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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及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或问卷调

查，而且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统计分析。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

研究所课题组（!"""）利用对中国#$个城市的企业和下岗职工进行了实地调

查与问卷调查，对中国的下岗职工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再就业方

面的问题进行了总体性的描述，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全国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比常规统计多#$"万人。第二，在下岗职工持续增加的同时，再就业

却越来越困难。第三，随着年龄增加，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降低。莫荣、

岳威（!""#）利用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机会问题进行

了分析。认为下岗职工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女性偏多、年龄偏大、文化

程度偏低；主要来自国有企业、集中在制造业；下岗前大多为一般工人；下

岗职工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等。并得出以下几个结果：第一，下岗职工的将近

一半实现了再就业。第二，男性比女性更具市场竞争能力和进取性。第三，

年轻的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上有一定的优势，年龄大的下岗职工在创业上表现

突出。第四，从学历上看，初中、小学及以下程度的下岗职工，更倾向于自

谋职业。高中文化的下岗职工创办企业的比重高，而大专文化以上的下岗职

工更多是通过受雇实现再就业的。第五，下岗职工主要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

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第六，社区服务是自谋职业和创业下岗职工的主要发

展领域。

另外，“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对北京市的调查结果也表

明了以下几个下岗职工的基本特征（#）从性别构成看，女性职工下岗比例高

于男性，大约是男性的!倍（%&’()*&+(）。（!）从年龄构成看，!,—*+岁的

下岗者占全部下岗者的$"(，-,—*+岁年龄段的下岗者占全部下岗人数的

,"(。（-）从下岗前工作的行业看，以制造业为主（达,"(以上）。（*）从下

岗者的受教育程度看，一半以上的下岗职工只有初中及以下的教育水平，下

岗者的平均教育年限普遍低于在业者。（+）从下岗者已往的工作经验看，尽管

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平均工龄在!"年左右），但他们的经验面却是非

常狭窄的，近,"(的人在下岗前从未更换过工作单位或是只换过一次工作单

位。（,）在北京，半数以上的下岗者处于下岗状态的时间在#%个月到!年之间。

! 桂勇、顾东辉、朱国宏（#’’%）以上海市下岗职工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从不同求职渠道的利

用频率与不同求职渠道对寻找工作的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下岗职工的

再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对下岗工人的失业持续时间，以

及再就业效果进行的计量分析，尤其是对利用下岗职工的个体数据进行微观

计量分析的研究。!为此，在本文中将利用我们对北京市下岗职工独自进行的

调查结果，试图对影响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以及再就业后收入变化的

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利用其分析结果来讨论“下岗”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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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劳动经济学的微观计量分析中，通常都采用生存模型（!"#$%&’()’!*+
或,$-$#!)’!*+）来分析影响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在本文中，我们也

将用生存模型分析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为此，首先将适用于失业持续

时间分析的生存模型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 参阅/&0,’+$1234&*5*#（6788）。

假设当一个职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后只可能有两种选择的状态，即，

或选择下岗失业（!）的状态，或选择再就业（"）的状态，而不考虑其退出

劳动市场的选择。当某一企业#提供给下岗职工一个工作机会，且其工资水

平为$，每个下岗职工知道提供的工资服从分布%（$），但不知道每个企业提

供工资所在分布的位置。假设下岗职工在失业期间的效用为&!，且不依赖于

企业#将为其提供的工资水平$ 以及分布%（$），也不随失业持续时间的长

度而变动。还假设下岗职工在实现再就业后的效用为所得工资水平的函数，

即，&"9&"（$），但不依赖于得到工作机会的概率分布。这样，我们可以将一

个下岗职工的实现再就业的过程描述为，当某个下岗职工认为它寻找到的工

作使得他的&"9&"（$）!&! 时，他将选择就业。否则，将继续保持再就业的

状态，也就是说，有一个保留工资（#*1*#:$%&’(;$<*）水平$"，当提供的工

资水平大于或等于$"时，下岗职工将选择接受其工作机会；而当提供的工

资水平低于$"时，下岗职工将选择放弃其工作机会，而重新寻找新的工作。

被雇用的期望效用是其工资水平的一个单调上升函数，同时不依赖于被提供

但未实现的工资水平。换言之，如果下岗职工在$ 的工资水平下与失业相比

更偏好于就业，则在大于$ 工资水平上也同样偏好于就业。那么，$"就是

下岗职工对就业和失业的选择偏好无差别时的工资水平。因此，一个可能被

下岗职工接受的工作机会的概率就是一个工资水平为大于或等于$"的概率。

即可被定义为如下函数：

!’#
=

$"
%（$）!$， （6）

另外，如果下岗职工可能得到其企业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为一个固定的比

例"。也就是说，下岗职工在一个短的时间区间#内得到一个工作机会的概

率为"#。且工作机会的提供与工资水平$ 的分布%（$）相互独立。

考虑到一个下岗职工从失业转移为就业的概率是由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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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作机会的概率来决定的。则，下岗职工从失业到实现再就业的概率可定

义为如下的一个“!"#"$%”函数：

!!"#" （&）

但在实际观测到的失业的持续时间以及影响其持续时间的变量，并没有

显示在此函数中，因此，我们将下岗职工的实现再就业的’"#"$%函数定义为

如下的()*+()*,-.,/’"#"$%函数：

!（#$，%）!$
&#$%%%’0

0($&#$%%
， （1）

而此函数的23$4,4)$函数为：

)（#$，%）! 0
0($&#$%%

" （5）

这个23$4,4)$函数反映了一个下岗职工从下岗开始到实现再就业为止的

失业持续时间。为此，我们将用此模型来对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因

素进行最大似然估计（6"7,838(,9:;,!))%<-.,8".,)=）。在此，将可能影响

提供给下岗职工机会的因素与下岗工人接受工作机会的因素，作为影响下岗

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说明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

（二）调查数据的基本特征

我们在北京几个区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协助下，&>>0年0>月在下岗职工

再就业服务中心和接受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企业，对北京市的下岗职工进行了

访问调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0&05份。

从调查对象的主要统计特征来看，也基本得到了与其他调查同样的结果：

（0）从性别构成看，男女比例为：5&?@ABCD?0A。（&）从年龄构成看，&E—

5C岁的下岗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A，其中，1E—5C岁年龄段的下岗者占全

部调查人数的DDA。（1）从下岗前的企业性质看，主要是0@5@年到0@DF年

建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5）从下岗前工作的行业看，以制造业为主（达

D>A以上）。（C）从下岗者的受教育程度看，EEA的下岗职工具有高中教育水

平。（E）从下岗者已往的工作经验看，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工龄超过

0C年以上的职工占调查对象的E>A以上。（D）在调查时点，不论再就业与否，

半数以上的下岗者处于下岗状态的时间在一年到三年之间。根据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的资料计算，&>>>年北京的D55D1名下岗职工中，女性职工占E1A，

1C岁到5E岁的下岗职工占EDA，初中及以下的下岗职工占一半以上。根据以

上基本统计特征的比较，我们认为本次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在对影响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以及再就业后收入变化的因素进行计

量分析之前，首先让我们从直观上了解一下不同分类的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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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布。因为在对下岗职工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得到了有关下岗职工下岗

时间的信息、是否实现再就业的信息以及实现再就业时具体时间的信息，所

以可用它们计算出下岗工人的失业持续时间。

（!）从所有的调查样本（!"!#个）的失业持续时间来看，大约$%&的职工

的失业持续时间超过了#年以上（见图"）。（"）从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别看其失

业持续时间的分布（图’），我们发现随着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男性比例下降

的幅度要大于女性的下降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失业的男性很可能比失业

的女性实现再就业的速度更快。（’）从调查对象的年龄分组观察其失业持续时间

的长短（图#），我们发现与’(—#$岁和#(岁以上组的样本相比，’$岁以下年

龄组的失业持续时间比较短，’(—#$岁组与#(岁以上组之间却没有明显的差

异。（#）从调查对象的教育水平分组来观察其失业持续时间的变化（图$），我

们发现高中以及高中以上组的失业持续时间也明显短于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组。

这表明从直观上可以认为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速度。

图! 下岗职工样本全体的失业持续时间变化状况

注：)!!，)!"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

图" 下岗职工样本按性别分组的失业持续时间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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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岁以下，$’—&%岁，&’岁以上的年龄组。

图! 下岗职工样本全体按年龄分组的失业持续时间变化状况

注：()*++,$，()*++,&分别代表初中以及初中以下，高中以及高中以上分组。

图" 下岗职工样本全体按教育水平分组的失业持续时间变化率

下面，我们对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或就业速度）的因素进行分

析，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将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六个部分收集了数据：（-）下岗

职工的个人基本情况。（.）下岗前所在单位的情况。（$）下岗前的工作情况。

（&）下岗后的工作情况。（%）实现再就业后单位的基本情况。（’）现在的工作

情况。

（三）模型分析及其估计结果

首先，我们考虑到下岗职工原单位的企业特征是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

时间的因素之一。比如原企业的规模、所有制形式、产业特征、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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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立的时期等。其理由是，与失业劳动者不同，按规定下岗后的职工要

在原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登记，并在原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生活费，

接受再就业培训，而原企业有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义务。因此，可以认为

原企业的特征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原企业是否有能力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

的机会。当然，原企业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愿意支付下岗职工的生活费，也会

影响下岗职工在失业期间的效用或保留工资的水平等。而原企业的规模、所

有制形式、经营状况等又影响企业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愿意支付下岗职工的生

活费。因此，它们具有双向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来推测哪种作用

大。为此，我们将按问卷调查的项目，将下岗职工下岗前企业的规模、所有

制形式、产业特征、经营状况、企业建立的时期等特征分别量化成虚拟变量

进行分析。

（!）在问卷调查中，将企业的职工人数规模划分为以下"个区间：!##人

及以下，!#!到$##人，$#!到!###人，!##!到%###人，%##!人以上。我们

认为企业职工人数规模对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

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由于职工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可能会

更多地考虑企业职工的利益，而其成立的再就业中心也会及时如数地发放下

岗职工的补贴，这很可能减少下岗职工重新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而延长失业

的持续时间。但是，职工规模大的企业，利用所成立的再就业中心，为下岗

职工提供更多的新的工作机会，从而缩短了失业的持续时间。通过计量分析，

我们可以找出企业的职工人数的多少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具有哪样的

影响。在此，我们将以人数不超过!##人的企业为基准，设定&个虚拟变量，

即，当企业的规模为!#!人到$##人时为!，其他为#的虚拟变量（’()*+!）。

当企业的规模为$#!人到!###人时为!，其他为#的虚拟变量（’()*+%）；当

企业的规模为!##!人到%###人时为!，其他为#的虚拟变量（’()*+$）；当企

业的规模为超过%##!人时为!，其他为#的虚拟变量（’()*+&）。

（%）问卷中将所有制形式划分为国有、集体、私营、三资、股份制企业以

及其他类型的企业等,个分类。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下岗职工都来自国有企业，

那么从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很可能得到比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更好的待遇。

比如，更能保证下岗职工的住房、医疗以及下岗补贴，而这很可能成为影响

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积极性。为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国有企业为!，

其他为#的虚拟变量（’-./），来分析其影响的程度。

（$）问卷中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划分了!%个产业类别。我们从已有

的研究中了解到，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其他行业

相比，由于从制造业企业下岗而对失业持续时间所产生的影响。为此，设定

了制造企业为!，其他为#的虚拟变量（’)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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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把企业的经营状况划分为：很好，较好，基本持平，有些亏

损，严重亏损，重组，停业或破产等"个类别进行了调查。我们认为原企业

的经营状况好坏将可能使得下岗职工的待遇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其再就业的

积极性，所以，我们在此设定了一个虚拟变量（#$%&%’）。即如果企业为很好，

较好，基本持平，则认为经营状况良好，否则为不好；并假定前者为(，后者

为)。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历史原因，企业建立的时期不同，

则其建立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特点，而其不同的特点也有

可能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产生不同的影响。问卷中将企业的建立时期

划分为：)+!+年以前，)+*(—)+,*，)+,,—)+"-，)+"+—)+-+，)++(年至今

的*个期间。在此，我们将)+"-年作为一个分界线，来分析)+"-年前建立

的企业与)+"-年后建立的企业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产生的影响。为此

设定了一个)+"-年前建立的企业为)，)+"-年之后建立的企业为(的虚拟变

量（#./$）。

其次，我们还可以考虑到下岗职工的个人情况与下岗职工在下岗前的经

历将可能影响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具体地我们考虑到以下几个影响因

素：

（)）下岗职工的个人情况主要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

（0）对下岗职工在下岗前的经历，我们根据问卷的调查项目将其分解为：

! 下岗职工的教育水平；" 工作经验的长短；# 下岗前企业内的工作内容；

$ 下岗前企业内的职位；% 下岗前企业内的工作经历；& 下岗前企业内的

就业形式；’ 下岗前的收入等"个变量。表)中归纳出了以上这些变量的记

号、名称以及具体的含义。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几个变量作进一步的解

释。

（)）对性别的虚拟变量（$’12），从上面的论述中已知，至今为止的几项

调查分析得出了下岗职工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就业的结论。如果估计的系数

为负，则可以认为我们的分析结果支持这个结论。为此假定如果样本个体为

女性时为)，男性时为(。

（0）为了分析下岗职工的学历高低对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以小

学学历为基准，设定了四个虚拟变量，当下岗职工的学历为初中时为)，其他

为(的变量（345)）；当下岗职工的学历为高中时为)，其他为(的变量

（3450）；当下岗职工的学历为中专时为)，其他为(的变量（3456）；当下岗

职工的学历为大专以上时为)，其他为(的变量（345!）。

（6）为了分析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对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我们

将下岗职工在原企业的工作内容划分为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从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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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个变量的标记及其基本含义

标记 名称 基本含义

!"#$ 性别 女性%&，男性%’的虚拟变量

()" 年龄 调查时下岗职工的年龄

()"* 年龄的平方 ()"*%()""()"
+,)" 性别与年龄的交叉项 +,)"%!"#$"()"
-./& 初中学历 初中学历%&，其他%’的虚拟变量

-./* 高中学历 高中学历%&，其他%’的虚拟变量

-./0 中专学历 中专学历%&，其他%’的虚拟变量

-./1 大专以上学历 大专以上学历%&，其他%’的虚拟变量

2,334,)" 婚姻状况 已婚%&，独身%’的虚拟变量

!"#$5 性别与婚姻状况的交叉项 !"#$5%!"#$"2,334,)"
+647"& 原企业规模 &’&人以上0’’人以下%&，其他%’的虚拟变量

+647"* 原企业规模 0’&人以上&’’’人以下%&，其他%’的虚拟变量

+647"0 原企业规模 &’’&人以上*’’’人以下%&，其他%’的虚拟变量

+647"1 原企业规模 *’’&人以上%&，其他%’的虚拟变量

+839 原企业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其他%’的虚拟变量

+4:./ 原企业的行业 制造业%&，其他%’的虚拟变量

+6;,;" 原企业的经营状况 经营状况不良%&，经营状况良好%’的虚拟变量

+<46 原企业建立的时期 &=>?年前建立的企业%&，在此后建立的企业%’的虚拟变量

@A9B& 原企业中的工作内容 曾从事技术科研工作%&，其他%’的虚拟变量

@A9B* 原企业中的工作内容 曾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其他%’的虚拟变量

@A9B0 原企业中的工作内容 曾从事事务性工作%&，其他%’的虚拟变量

@A9B1 原企业中的工作内容 曾从事党群组织工作%&，其他%’的虚拟变量

@"#8 失业前的工作年限 下岗职工在下岗以前的工作年限

@"+4 交叉项 过去工作年限与原企业行业的积

@"+8 交叉项 过去工作年限与原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积

@"+6 交叉项 过去工作年限与原企业经营状况的积

@C":;< 原企业内的工作年限 下岗职工在下岗以前的企业内的工作年限

@D<4;" 原企业中的职务 干部%&，工人%’的虚拟变量

@E9:; 原企业的就业形式 长期合同或固定工%&，其他%’的虚拟变量

@",3: 下岗前的收入 下岗职工在下岗以前企业的月收入

@/68"CC 下岗的持续时间 下岗职工从下岗开始到调查时的下岗持续时间

F$647" 现在企业规模 0’’人以下%&，0’&人以上%’的虚拟变量

F$839 现在企业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其他%’的虚拟变量

F$4:./ 现在企业的行业 制造业%&，其他%’的虚拟变量

F$6;,;" 现在企业的经营状况 经营状况不良%&，经营状况良好%’的虚拟变量

F$<46 现在企业建立的时期 &=>?年前建立的企业%&，在此后建立的企业%’的虚拟变量

FCC":;< 现在企业内的工作年限 下岗职工在再就业后的企业内的工作年限

FCA9B 现在企业中的工作内容 生产技术工作%&，其他工作%’的虚拟变量

FCD<4;" 现在企业中的身份 干部%&，工人%’的虚拟变量

FCE9:; 现在企业的就业形式 长期合同或固定工%&，其他%’的虚拟变量

FC",3: 现在企业内的收入 下岗职工在再就业后企业内所得到的月收入

G"58 再就业 已就业的下岗职工%&，仍在下岗%’
!!!!!!!!!!!!!!!!!!!!!!!!!!!!!!!!!!!!!!!!!!!!!!!

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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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务工作；! 从事技术科研工作；" 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从事事务性

工作；$ 从事党群组织工作；% 从事其他工作。在此我们以从事生产业务工

作为基准，将其他各项分别设定为以下的四个虚拟变量：如果下岗职工曾从

事技术科研工作则为!，否则为"的变量（#$%&!）；如果下岗职工曾从事经营

管理工作则为!，否则为"的变量（#$%&’）；如果下岗职工曾从事事务性工作

则为!，否则为"的变量（#$%&(）；如果下岗职工曾从事党群组织工作则为!，

否则为"的变量（#$%&)）。通过对以上的虚拟变量的分析，首先我们可以发

现，与从事过其他工作的职工相比，如果从事过生产技术工作的职工更容易

找到工作，那么说明他们所掌握的技能或技术还没有被淘汰。也就是说产业

技术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对职工的再就业产生更大地影响。相反，如果与曾从

事过生产技术方面工作的下岗职工相比，从事其他各项工作的职工也同样容

易找到工作（对失业持续时间没有显著的差异），则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对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产生影响。其次，我们还可以说明以下的一个问题，曾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里从事过管理工作、党群组织工作而获得的人

力资本是否也适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经营管理，这也是转型经济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变量#$%&’或#$%&)对下岗职工的失业

持续时间的估计结果具有显著性，并为负值时，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

业内通过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而积累的能力，同样得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

业的认可。相反，当这些变量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为正或零，则说明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内通过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而积累的经验，并不被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企业所承认。

（)）下岗职工在原单位的身份不同，对其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也许会

有影响。为此，我们设定了当下岗职工在原单位为干部身份时为!，否则为"
的一个虚拟变量（#*+,-.）。

（/）下岗职工在下岗前企业内的就业形式不同，前企业所提供的各种待遇

也有所不同，下岗职工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从而也会影响下岗职工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积极性。为此我们设定了如果下岗职工在原企业为固定

工或签订了长期合同则为!，否则为"的一个虚拟变量（#0%1-）。

根据以上的设定，回归方程中的!"将由以下的变量组成。另外，各个变

量的基本统计描述由表’给出。

!"#（2.34，56.，56.’，786.，9:;!，9:;’，9:;(，9:;)，<8==,86.，

2.34>，7?,@.!，7?,@.’，7?,@.(，7?,@.)，7A=%，7,1:;，7?-8-.，

7+,?，#.3A，#.7,，#.7A，#.7?，#$%&!，#$%&’，#$%&(，#$%&)，

#*+,-.，#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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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 ()’,* ( %
-." %&%’ /,)/(, ’)’+0 && *1
-."& %&%’ %*1*)&&/ /’’),+% ’0’ /%/1
23." %&%’ &%)+,( %,)%’( ( *(
456% %&%’ ()%0% ()/0* ( %
456& %&%’ ()11& ()’+/ ( %
456/ %&%’ ()%(* ()/(1 ( %
456’ %&%’ ()(’+ ()&%& ( %
738893." %&%’ (),’& ()&/* ( %
!"#$: %&%’ ()*’+ ()’,0 ( %
2;9<"% %&%’ ()%’( ()/’+ ( %
2;9<"& %&%’ ()’/& ()’,1
2;9<"/ %&%’ ()&+, ()’’,
2;9<"’ %&%’ ()%%( ()/%& ( %
2=8> %&%’ ()1’+ ()’+0 ( %
29?56 %&%’ ()+&% ()’’, ( %
2;@3@" %&%/ ()+&0 ()’’* ( %
2A9; %&%’ ()0// ()/+/ ( %
BC>D% %&%’ ()(&’ ()%*/ ( %
BC>D& %&%’ ()(0* ()&+, ( %
BC>D/ %&%’ ()(01 ()&0( ( %
BC>D’ %&%’ ()(%0 ()%// ( %
B"#= %&%’ %,)(’/ *)(’’ & /1
B"29 %&%’ %/)1,+ ,)’0% ( /1
B"2= %&%’ %&)’1, %()%(( ( /1
B"2; %&%’ %’)%,( ,)*1& ( /1
BE"?@A %&%’ %1)/+* ’),/+ & /1
BFA9@" %&%’ ()%*& ()/*, ( %
BG>?@ %&%’ ()*,& ()’,& ( %
B"38? %&%’ +/1)&+, &%/),%/ %(( /(((
B6;="EE %&%’ /)%++ %)*’& ()%+ %()1+
H$;9<" *+’ ()+++ ()’%+ ( %
H$=8> *+’ ()(0& ()&+’ ( %
H$9?56 *+’ ()&0+ ()’*/ ( %
H$;@3@" *+’ ()(// ()%+, ( %
H$A9; *+’ ()%/0 ()/’* ( %
HEE"?@A *+’ &)(0% %)%10 ()(0 ,)+*
HEC>D *+’ ()/// ()’+& ( %
HEFA9@" *+’ ()&&1 ()’%, ( %
HEG>?@ *+* ()(%, ()%/+ ( %
HE"38? *+’ +,/),’, *(*)(&, &’( 1(((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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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上节中所建立的!"#$!"#%&’%(&)*+%+"*模型对影响下岗职工的失

业持续时间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归纳在表,中。通过分析，可

以发现以下几个事实：

表!
!!!!!!!!!!!!!!!!!!!!!!!!!!!!!!!!!!!!!!!!!!!!!!!

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

回归系数 !值

（.）

回归系数 !值

/012 34,536 -4--7 34-,83 34963
:#0 343;83" -453- 343;77" -45;;
:#0. 34333- 34-86 <34333, 346-8
=>#0 <343--8 <-4,5- <343398 <347,.
?@)- <34,6-3 <-4687 <34.56. <-49;-
?@). <34976,"" <.4-.6 <34,756"" <-48;5
?@), <34,;5," <-4533 <34,,68" <-459.
?@)9 <346656"" <.4,56 349.,3"" <.4-35
A>**%>#0 <343-,7 <34-95 343.,9 34.;5
/012B 34,3;."" .4-.8 34.5;9"" .4-,5
=&%C0- <343,9. <34,9. <343693 <3473;
=&%C0. 3433-- 343-. 343357 <343;;
=&%C0, <343,67 <34,63 <343,.; <34,7.
=&%C09 <34-;69" <-45-6 <34-.56 <-4,.8
=D*" 34-8;; -4,86 34-;39 -4997
=%E@) 34-;86"" -4,.; 34.,,," -4;8,
=&’>’0 34-778" -4-5. 349.7,""" ,4635
=F%& <34398, <348.9 343,-8 34778
!01D <3437;.""" <64;9.
!G0E’F <343;69""" <-34;3;
!0=% <343368 <34;., <3433;5 <-4,86
!0=D <343-.." <-47;- 3433;8 <-4,8;
!0=& <34336- <3478- <343-8;""" <,4-58
!H"I- <34-6;8 <-4,-5 34--75 <-438,
!H"I. 343-78 34-88 <343,79 <34955
!H"I, 3437,7 -439. 34396. 34;,-
!H"I9 <343.5. <34-87 <34-33- <34;,-
!JF%’0 <343-8. <34.56 343985 3457-
!("E’ 34-53;""" 94,55 34-7-7""" 947,5
!0>*E <34333."" <-4;-; <34333-" <-4788
K"E&’ <3479;. <347,. <-433-- <-4393

L)BI0*"2"I&M-.-, L)BI0*"2"I&M-.-,

L"4"22>%G)*0&M65. L"4"22>%G)*0&M65.

!"#G%N0G%F""@M<7-;4.9 !"#
!!!!!!!!!!!!!!!!!!!!!!!!!!!!!!!!!!!!!!!!!!!!!!!

G%N0G%F""@M<65948;

注：表中的"，""和"""分别表示34-3，3436和343-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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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地大于&，而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则

没有显著性，这说明当下岗职工的年龄越大时，失业的持续时间就很可能呈

线性上升。

’"高中学历（()*’），中专学历（()*+），大专以上学历（()*,）的回归

系数显著地小于&，这说明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条件下，下岗职工的教育水平越

高，失业的持续时间越短，越容易实现再就业。

+"反映性别的变量（-%./）与婚姻状况的变量（012231$%）的回归系数并

不显著，但已婚女性的虚拟变量（-%./4）的回归系数却显著地大于&，这意

味着性别和婚姻状况并不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而影响下岗职工失业

持续时间的是下岗职工是否为已婚女性。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见表+）可以看到，反映原企业人数规模

达到’&&!人以上的虚拟变量（5637%,）显著地小于&，而其他反映原企业人数

规模的变量都没有显著性，这说明原企业的规模基本上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

续时间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见表+）可以看到，

反映下岗职工原企业的产业性质与经营状况的虚拟变量（538)*，56919%）都

显著地大于&，而原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建立时间都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

间没有显著影响。

:"下岗职工下岗前的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地小于&，同时，

下岗职工在下岗以前的企业里的工作年限的变量（;=%89>）的回归系数也显著

地小于&。

?"下岗职工在下岗前企业内不论从事任何工作，或为任何身份，都对下

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

@"反映下岗职工在下岗前原企业的就业形式的虚拟变量（;AB89）的回归

系数显著地大于&，表明与其他下岗职工相比，如果在原企业属于固定工或长

期合同职工，则下岗后的失业持续时间会比较长。

C"下岗职工在下岗前的收入变量（;%128）的回归系数显著地小于&，这

表明下岗前的收入越高，下岗后失业的持续时间就越短，就越有可能尽快实

现再就业。

五、下岗职工再就业前后收入变化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以上分析了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诸因素，发现与其他下岗职工

相比，年轻、教育水平高、工作经验长、能力强的下岗职工会更快地找到新

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即使实现了再就业，如果因此而带来的收入却低于下

岗以前的收入，则表明其再就业的水平下降了，也就是说这种再就业降低了

第+期 马骏等：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分析 ?@!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使得人力资源受到了损失。在此，我们对决定下岗职

工再就业后的收入变化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便准确地把握再就业的水平，

为制定适度的失业保险政策与合理的失业劳动力职业培训政策等提供必要的

基础信息。

通常在计量经济学中，对就业劳动力的收入进行模型分析时，大部分的

数据样本都是截取样本（!"#$%&"’$()*+"），利用截取样本进行回归模型分析，

其结果既是有偏误的，又是非一致性的。为此，托宾（,%-.#）提出了托比模

型来解决这类截取样本的估计问题。下面，我们利用托比模型建立一个分析

下岗职工再就业后收入变化因素的回归模型。

托比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 #!$%"&""， （/）

!"#0， .1!!" "0，

!"#!!" ，.1!!" #0
$
%

& ’
（2）

在此，为了分析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的收入变化，我们将!!" 定义为下岗职

工就业后收入对数与下岗前收入对数之差，即：

!!" #+%3（4+"(&#"／5"(&#"）’ （6）

而将（2）式定义为假定当下岗职工实现了就业，则其收入发生变化；而

如果没有实现再就业，则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即为：

!"#0， .14+"(&#""0，

!"#!!" ，.14+"(&#"#0
$
%

& ’
（7）

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概率，我们将利用8&%-.9模型来推定。对影响下岗

职工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因素，因为我们没能在调查时，掌握到现已实现再就

业的下岗职工在失业期间的数据。所以，在此，我们只能利用下岗职工失业

前的数据来分析决定下岗职工再就业可能性的因素。与分析影响再就业速度

的因素时一样，将其因素考虑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是影响下岗职工接受工

作机会的因素，主要包括反映下岗职工个人基本情况的变量与反映下岗职工

在下岗前经历的变量。第二是影响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外部因素，

这里主要考虑下岗前企业的特征变量。因此，识别下岗职工再就业可能与否

的回归式可表达为：

8&%-（4+"(&#"#0）##$("&$"， （:）

其中，

(";（<"=1，>3"，>3"?，@(3"，A’BC，A’B?，A’BD，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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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456，+,7"7&，+8$,，9&(2，9:3;.，9:3;/，9:3;0，9:3;1，

9<8$7&，9=347，9&"#4）>

对于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后收入的因素，我们除了考虑以上的两部分影

响因素外，还考虑到下岗职工再就业后，所属企业的特征以及在新企业的工

作特征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后收入变化的影响。具体模型由（.?）式给出：

@3%（A@&"#4!／9&"#4!）"!#"$%!， （.?）

其中，

%!B（’&()，C%&，C%&/，+"%&，D56.，D56/，D560，D561，

!"##$"%&，’&()*，9&(2，9:3;.，9:3;/，9:3;0，9:3;1，

9<8$7&，9=347，9&"#4，A),$-&，A)2#3，A)$456，A),7"7&，

A)8$,，A@@&478，A@:3;，A@<8$7&，A@=347）>

以上所涉及到变量的基本含义见表.，其基本统计描述见表/。

（二）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在考虑截取样本问题的基础上，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以上的模型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对其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

个事实。

.>下岗职工的年龄（C%&，C%&/），性别与婚姻的交叉项（’&()*）等个

体的特征因素，对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后的收入变化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

为：首先，年龄大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的收入会下降，但其收入之差会随着

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其次，实现再就业后的已婚下岗女职工的收入也比下

岗以前下降了。

/>下岗工人具有中专学历（D560），或大专以上学历（D561）时，再就业

后的收入将会上升，下岗以前工作年限（9&(2）的回归系数却显著地小于?。

0>不论曾经在下岗前企业里从事何种工作，对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其收入

的变化没有显著地影响。

1>新企业规模（A),$-&）、经营状况，以及建立时期（A)8$,）的回归系数

也显著地小于?，这表明下岗职工在规模较小的企业里就业后，其收入会比下

岗前有所降低。这也许是因为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工资水平本身比较低所造

成的。其次，再就业后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良，则其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还

有在.EFG年以前建立的企业里找到新工作的下岗职工的收入水平下降了，这

很可能是由于.EFG年以前建立的老企业工资水平本身低于在此以后建立起来

的企业的工资水平而造成的。

H>反映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企业行业的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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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制造业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的收入的上升，要大于在其他企业就

业的下岗职工的收入变化。

!"下岗职工在新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地大于)。

*"下岗职工如果在新企业里的身份为管理干部（#$+(,’%），则她（他）

的收入也会高于下岗以前的水平。与此相对，在新企业不论从事生产技术工

作，还是其他工作，都对下岗职工（#$-./）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 下岗职工再就业前后收入变化的模型估计结果

0%1234&5%$%1’,.&3.6%$（7%87%55,.&3.6%$+,’(5439$%5%$%1’,.&）

#:3/%7.;./5<=>=>，

?%&5.7%6./5<!@=，A&1%&5.7%6./5<B*=

C.8
!!!!!!!!!!!!!!!!!!!!!!!!!!!!!!!!!!!!!!!!!!!!!!!

$,2%$,(..6<DE*)")@

C.8（#$%47&!／C%47&!）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值

F%$%1’（G7./（#$%47&!")））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值

F%H; D)"@EI! D="B)= F%H; )"J)*J )"@J>
K8% D)"=EEI### DJ"IB@ K8% D)")*** D)"*=J
K8%> )"))=I### J"=I= K8%> D)")))J D)">=!
L48% )"))*J )"EJ L48% D)")=)* D)"B*
M6:= )">B=J ="=!I M6:= )"))*IB )")=*
M6:> )"J)=* ="@=E M6:> D)")@I) D)"=)B
M6:J )"@=)@# ="E!> M6:J D)")!>I D)"=J=
M6:@ )"BBEB## >"@J! M6:@ )"J*@> )"*@J
N477,48% D)")B=* D)"B>@ N477,48% D)"=>@* D)"BJ!
F%H;3 D)">!=*# D="EB F%H;3 D)"!J)J# D="I@!
C%H9 D)")>=*## D>"J=B L5,O%= )")J*) )">@*
C-./= D)"==IB D)"IBJ L5,O%> D)")@@) D)"J=B
C-./> )")J!= )"@)E L5,O%J )")>!J )"=*I
C-./J D)")=>J D)"=EI L5,O%@ )"=>I= )"EJ!
C-./@ )"=@*> ="=J* L97. )")EBE ="JII
C+(,’% )")>B@ )"J@J L,&6: )")=E! )"JJ
C1.&’ D)")>B! D)"!B L5’4’% D)")!I D=">)=
C%47& D)"))=)### D=="=B= L(,5 D)"=JB># D="*JB
#;5,O% D)"=@)>### DJ"EJB C%H9 )")I=B### @"!EB
#;97. D)")BJ* D="))> C-./= )"@*)=# ="!E
#;,&6: )")!E*## >"@*= C-./> )">I@) ="BJ@
#;5’4’% D)"=E)=### D>"I=I C-./J )"===> )"E=
#;(,5 D)">B*I### DB"@)E C-./@ )"!!@@## >"J=>
#$$%&’( )")*J>### !"E*@ C+(,’% D)"=*B= D="=>>
#$-./ D)")==* D)"@)E C1.&’ D)")J=B D)"JE=
#$+(,’% )">@)*### *"=*J C%47& D)")))!### D>"IE*
#$1.&’ D)"=J@) D=">@@ ?.&5’" >"*>I@ =">B@
?.&5’" @">!@I### @"@@I

CP’%5’.;,&6%9"%Q&5"（7(.<)）：R4$61(,>（>*）<@IE"@JG7./"
!!!!!!!!!!!!!!!!!!!!!!!!!!!!!!!!!!!!!!!!!!!!!!!

1(,><)"))))

注：此表中的#，##和###分别表示)"=)，)")B和)")=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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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对北京市下岗职工进行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通过

建立的生存概率模型和受限因变量模型，就影响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和

再就业前后收入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几个

结论。

!"年龄的大小不仅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而且对下岗职工再就业

后的收入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虽然性别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

业后的收入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与他人相比，已婚女性的下岗持续时间

却明显较长。另外，在分析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时，我们还发现，

从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里下岗的职工下岗后的失业持续时间较长；同时，与

在下岗前和原单位签订了比较短的合同的下岗职工相比，在原企业属于固定

工或长期合同的下岗职工，下岗后的失业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根据以上的

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个初步的推论：年龄大的职工，以及已婚的女职工，

当她们考虑到寻找工作的成本以及由于再就业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其中包括

下岗期间的补贴、家庭劳动的成本、寻找工作时的精神压力，工作中的精神

压力等）大于由于得到工作带来的收益，她们将很可能放弃再就业的机会；

但同时她们也不会放弃下岗的身份，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为下岗职工的

身份将有可能给她们带来诸如下岗补贴，住房优惠，医疗保险等一定的利益，

所以又保持着下岗的身份来等待退休。其结果是，年龄大的下岗职工以及已

婚的下岗女职工降低了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积极性。如果以上的推论是正确

的，那么可以认为，下岗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但随着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下岗政策已成为阻碍劳动力市场化的

因素；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没有能力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还要负担下岗职工的各种补贴，这不仅使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恶化，同时也

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失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此，我们认为政

府采取限制下岗的期限，将下岗逐渐转为失业的政策，不仅会部分地克服这

种在下岗政策下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而且也将进一步推动劳动力的市场化。

同时，政府将一部分下岗补贴转为再就业补贴，将再就业补贴发放给解决了

大龄职工再就业的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招聘下岗职工，培训下岗职

工，使愿意再就业的下岗职工能尽快地找到工作，并能尽快胜任新的工作，

从而也能更进一步地推动劳动力的市场化。

#"首先，从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分析中，我们发现：（!）有教

育水平越高，失业的持续时间越短的趋势。（#）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长

第$期 马骏等：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分析 %&’



期的工作经验会缩短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而且即使长期在一家企业工

作所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同样会使下岗职工尽快地实现再就业。（!）下岗前的

收入越高，下岗后失业的持续时间就越短。其次，在对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后的收入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发现：（"）下岗前在原企业工作的年

限越长的下岗职工在实现再就业后的收入水平就越低于下岗以前。（#）下岗职

工在新企业的工作年限越长，其收入也越大于下岗以前的收入水平。综合以

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劳动经济学中很具一般性的结论。也就是说，由

于劳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在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时，教育水平的高低、

工作经验的多少、或能力的大小，自然会成为一个被企业所重视的信息；另

一方面，由于通过过去的经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中，有一部分为企业特殊技

能（$%&’()*+,&-(’(-+.(//），而且在原企业的经历越长，人力资源中的企业特

殊技能的比例就越大，这自然会使其在新企业的收入比下岗前低了。但是，

随着在新企业工作时间的增加，在新企业的工作能力会逐步提高，其收入也

自然会增加。

!0在分析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时，我们发现与一般的下岗职工

相比，在下岗前企业内不论从事技术性工作，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还是从

事党群组织工作，都对其失业持续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在对下岗职

工实现再就业后的收入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发现下岗前从事任何

工作都对在新的工作岗位中的收入没有大的影响。综合以上的结果，可以认

为：（"）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一部分曾经从事过技术性工作的职工失去

了劳动岗位，而这些职工在劳动市场中重新寻找工作时，过去所掌握的技能

已不能作为被市场所认可的一个有效的信息，因此与曾经从事其他工作的下

岗职工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技术能力优势；同时，过去通过从事生产

技术工作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在他们新的工作中也没有发挥作用，为此，他

们从事新的工作以后，与其他下岗职工相比，其收入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或

党群组织工作而积累的经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同样成了一个不被市场所

认可的信息，因此与曾经从事其他工作的下岗职工相比，也没有显示出明显

的能力优势。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已完全不适应于新

的工作环境，使得他们跟没有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的下岗职工相比，在新的

工作岗位上并没有明显的能力优势，其收入的变化也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个

结论告诉我们，在旧体制下所得到的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已完全不能适用

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作需要。所以，为了使更多的有在传统体制下和传统

产业技术结构下工作经历的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不仅需要对他们进行各种

技能的培训，而且更需要对他们进行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再教育。使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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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技能上，而且从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上适应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工作。

!"制造业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在制造业或新成立的

企业中实现再就业后，下岗职工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

说明大量富余职工的下岗，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结果，而且

也是中国企业产业技术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下岗”实际上是结

构性失业在中国特有经济体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现象。而解决由于产

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失业问题，恐怕需要政府出台更多的积极的失业政策，包

括增加下岗职工的职业培训投资，以及出台鼓励发展有效地进行职业培训的

民间企业的政策等等。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有关下岗职工在失业期间的各种寻找工作的信息，

所以以上的讨论还不尽准确。另外，还需要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来分析下

岗职工再就业的质量，这样就需要考虑新的工作的内容和过去经历之间的关

系。而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做更详细的讨论。对以上的课题，我们将在今后

的研究中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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