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
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下岗的基本解释是指离开
执行任务的岗位，与在岗和上岗
区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
岗”一词有了中国特色的含义：
职工因企业破产或裁减人员等
原因失去工作岗位。

实质上，下岗就是失业，但
又与失业有着微妙的差别：失
业人员已与企业解除劳动关
系，档案已转入户口所在地街
道、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而
下岗职工虽然无业，但未与原
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关系
仍在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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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中国将迎第二轮下岗潮”
最近，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一个论坛上表

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十分复杂，统计部门公布的登记失业率
缺乏敏感性和参考价值。由于受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未来
国人可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而最受冲击的可能就
是国企员工。

这一论调立刻引发了舆论关注和焦虑。毕竟，第一轮
下岗潮造成的梦魇，仍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不过，有专家表示，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并不严重，
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还要担心就业市场的供不应求。
中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也不大可能面临下岗潮。

分析：就业压力完全可控，但隐形失业广泛存在

尽管中国就业压力完全可
控，但朱振鑫指出，由于经济增速
放缓、传统工业企业遭遇困难，隐
性失业的现象大量存在。很多传
统工业企业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
性失业，常见的手段有降薪、缓发
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推迟
入职等。

———降薪。 比如煤炭龙头神
华集团于今年按全员工资总额的
10%下调员工薪酬总额，中石油
也传闻降薪 15%。这还只是公开
的基本薪酬，国企员工的大部分
收入来自奖金和各种福利津贴，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这块收入的
下降更为严重，很多煤炭、钢铁、
石化企业的员工实际收入下降了
一半。

———缓发工资。 今年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调研了 85 家煤企，发
现有 40 家存在缓发和拖欠职工
工资问题。

———停薪留职+内部休假 。
比如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潞安集
团特别规定，在集团工作年限满
5 年、符合有关考核条件的员工
可申请停薪留职，停薪留职起步
期限不少于 5年，到期可继续申
请。工作年限须满 1 年，满足条
件的就可申请内部休假。

———推迟新员工入职。 比如
上海神开石化装备公司向部分已
签约毕业生发出通知称，受国内
外油价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面
临严峻的市场挑战，效益受到巨
大冲击，公司方面提出延迟一年
入职或者解约的方案，近五成学
生接受延迟入职。

分析

就业压力完全可控

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
究员朱振鑫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
表明，尽管今年以来的就业情况
相比去年略有恶化，但中国目前
不仅不用担心失业，反而还要担
心就业市场的供不应求。

第一、从调查失业率数据来
看，201 5 年 6 月以来，调查失业
率连续攀升，截至 9 月已达到
近两年新高 5.2%，但失业率完
全可控、压力远小于 2009 年，而
且这一上升趋势可能受到统计
范围扩大或者季节性因素的影
响，并不能改变就业总体稳定
的结论。

第二、从求人倍率数据来看，
截至 201 5 年 3 季度，求人倍率
已持续 20 个季度保持在 1 以
上，而且自 2008 年、2009 年触及
0.85 的低点后，求人倍率几乎每
年上一个台阶，2014 年底一度达
到 1 .1 5 的历史高点。从趋势上
看，今年上半年求人倍率明显恶
化，但 3季度再次回升，新增求人
倍率（新增就业岗位/新增求职人

数）也稳定在 0以上，也基本看不
到失业的影子。

第三、从工资收入增长数据
来看，不管是从城镇就业人员还
是农民工收入来看，都保持了快
速增长，就业市场总体还是供不
应求的，而且农民工工资增长更
快，表明农民工更为稀缺。城镇
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自 2012 年
以来就持续快于 GDP，今年来虽
持续放缓，但 2014 年仍保持了
9.5%的增速，高于同期名义 GDP
增速 1 .3 个百分点。

第四、从新增城镇就业数据
来看，虽然 GDP 增速自 201 0 年
以来不断下滑，但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却稳步增加，远远超出金融
危机之前。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 1066 万人，提前完
成李克强总理在 201 5 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的目标。按照去
年的数据估算，今年全年新增城
镇就业有望达到 1302 万人，连
续三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

隐形失业广泛存在

第一轮下岗潮之痛背景

■资料配图

●时至今日， 他们还
要担心养老问题
十几年前的下岗职工，如

今已经逼近退休年龄，他们的
生活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
样变得更好，反而要操心养老
问题。

中国从 1995 年正式确立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养老保险模式，至 2005 年
最终确定了个人 8%，企业 20%
的缴纳比例。然而，对于下岗
职工来说，很多人从下岗的那
一天开始企业就停止了为他
缴纳保险，如果补缴需要个人
承担全部 28%的费用。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出台
了放宽缴费年限、免除滞纳金
等政策，然而补缴十几年的养
老保险仍需要数万元，这对于
很多下岗之后就没有正常收
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
数字。

其实，社保问题在下岗潮
之初就引起过一些经济学家
和官员的担心。1998 年前后，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
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
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
数目是 2 万亿元。包括吴敬
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
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
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
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
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
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
一句空话。”

当年买断工龄的工人一次
性可以拿到几万块，算是不小的
数目，但对于四五十岁，没有什
么能力寻找新岗位的人来说，这
仍然显得不够。何况，很多单位
效益不好的下岗职工，根本没有
机会拿到这笔钱，只能依靠“低
保”生活。

1998 年沈阳下岗职工的
“生活保障金”为每月 240 元，只
能领两年。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
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最低
生活保障金”，每月 205 元。想拿

到这 205 元并不容易，只要家里
有电器，不管多老多破，都不能
申请低保。

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
还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户家庭
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
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
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
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
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
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
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
向阳台，一跃而下。”

●“下岗”是个中国特色的词语

●“买断工龄”：一夜间让“单位人”成路人
在下岗潮之前，很多国企职工

过着“单位人”的生活，最大的特点
是“高福利低工资”，吃喝拉撒、教
育、医疗、养老……一切都由单位
来搞定，个人并没有什么财富积
累。在很多国企集中的城市，工厂
几乎就是城市的主体，比如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如果把
工厂厂区和职工住宅区刨除在外，
整个地区可能只剩下一两个公园。
在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整齐划
一的进厂上班和下班。

下岗改变了这一切。一开

始，企业还给下岗费，后来很多企
业干脆就不管了。当年国企改革
的一个重点就是“减员增效”（减
少企业冗员， 增强企业效益），职
工虽然下岗了，但还挂靠在单位
上，并没有达到“减员”的目的。所
以，当时很多国企为真正瘦身，纷
纷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买
断工龄”：依据职工的工作时间长
短，发放数万元左右的一次性安
置补偿费，该职工从此与企业脱
离任何关系，不再享有任何该企
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下岗工人当年的生活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