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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失业是当前我国存在的比较棘手的经济问题，对于其成因也是百家争鸣。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分

割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严谨地数理讨论，结合现实经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得出了要解

决知识失业问题就必需从根本上纠正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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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失业这块烫手芋头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下岗”转变成了当前的“知识失业”。

何为知识失业呢？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

工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

态，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劳动者1。2002年，全国高校的平均

初次签约率为65％。另据来自教育部的数据，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共212.2万人，比

2002年增加了46.2％，而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关专家估计，2003年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约在70％左右，也就是说约有64万大学生处于失业中2。到2004年，大

学毕业生失业人数是69万,较之前又有所增加。而到了2005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人数达到

了79万的高峰。由此可见，知识失业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一角

度来分析知识失业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明显，可基本分为两个市场。

第一市场的劳动者通常被认为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劳动环境较好，工薪高，工作及各种社会

福利有保障，一般具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第二市场的劳动者通常不需要太高学历，工作条

件较差，工薪低，社会福利没有保障，工作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两个市场不仅具有较强

的分割性，还具有向上的刚性，即第一市场的劳动者很容易在第二市场获得工作，但第二市

场的劳动者很难进入第一市场。对于一个理性的个体，如果他有能力在第一市场获得工作的

话，他绝不会光顾第二市场，只有在第一市场处于饱和状态时，原本可以进入第一市场的劳

动者才会考虑进入第二市场。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模型来进行分析3。 

一、个体面对两个市场的就业决策 

假设： 

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  wΙ

第二市场的工资水平——  w

则可得出，  > 。 wΙ w

进入第一市场（即在第一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  p

在此，我们还假设处于第一市场的劳动者都是受过较高教育的高能力劳动群体，而这一群体

也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当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个市场后，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决策

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刚刚毕业的劳动者面临两种情况：①以概率 的可能性在第一市场获得工作，p

 1



获得工资 ，而进入第一市场的劳动者将不会经历以后的决策期；②以概率 的可能性

在第一市场失业，这部分劳动力将面临进一步的选择。 

wΙ 1 p−

第二阶段，上述情况②中的第一市场失业者面临两种选择：①出于无奈进入第二市场

获得工资 ，这部分劳动者不会步入下一个决策期（在第一市场寻找工作是需要时间和精

力的，另外拥有专业素质的劳动者一旦进入第二市场，其专业知识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而

逐渐被淡化，我们这里假设劳动者一旦进入第二市场将不具有回到第一市场的机会）；②在

无奈中选择失业，而这种选择的依据来自于对第三阶段的预期。 

w

第三阶段，假设第二阶段②中的失业者在另一次竞争中进入第一市场的概率为 ′，而

在这一次竞争中不能进入第一市场的劳动者假设其只能以第二市场的期望工资 就业，否

则就会失业（第三阶段的设置是个虚拟的不存在的时期，主要是通过对这一期的期望为第二

阶段的决策提供依据，而最终的决策止于第二阶段）。假设在这一阶段中第二市场各部门的

工作供给都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设其分布函数为 ，其中 [∈ L， H]， 可

微。则密度函数为

p
*w

( )F w w w w ( )F w

( ) / ( )dF w dw F w′≡ ， ( )F w′ 是定义域上严格单调递增的，即 [∈ L，

H]， 。 

w w

w ( ) 0F w′ >

因此第三阶段的期望工资为 (1 ) *  p w p wΙ′ ′− + 。 

其中，
Lw

( )*
Hw

F ww wd= ∫ 。  

如果一个个体在第二阶段的决策中愿意选择在第二市场上就业，当且仅当满足条件

[(1 ) *  ]
1

p w p ww
r

Ι′ ′− +
>

+
，其中 为贴现率，可视为市场利率。令r [(1 ) *  ]

1
c

p w p ww
r

Ι′ ′− +
=

+
，

则个体在第二阶段中在第二市场上就业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我们可以把 看做是第

二阶段个体对第二市场的保留工资水平，即在第二市场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 
cw w> cw

换言之，如果在第二阶段里第二劳动力市场可提供的实际工资要低于劳动者对第二市

场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者则会失业，所以在劳动力力市场上失业的“知识分子”所占的部

分可以表示如下（这个“所占的部分”指的是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当中，最终的失业人数所占

的部分。显然，这个值越高，表明“知识失业”就越严重。）： 

( ) (u p w wc F w≡ ≤ = )  

显然，
*( )

1
c

c
c

du du dw w wF w
dp dw dp r

Ι −′= • =
′ ′ +

。由假设条件可知，第一市场的工资水平高

于第二市场，即 ，又 ，可知*w wΙ > ( ) 0F w′ > 0du
dp

>
′

。 

又因为
(1 ) *  * ( *)

1 1
c

p w p w w p w ww
r r

Ι Ι′ ′ ′− + + −
= =

+ +
，所以有， 

( ) 0
( *) ( *) 1

c
c

c

du du dw pF w
d w w dw d w w rΙ Ι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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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人数随着在第一市场上获得工作的机率变大而增多，两者

呈正相变动。 

（2） 当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的工资差距拉大，即 *w wΙ − 变大时，知识失业人数

将会增多。当第一市场与第二市场的工资落差太大时，劳动者则更有动力去

获得教高的教育以寻求机会进入第一市场。当前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据一项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参与的大学生就业

意愿调查显示，有35.4%愿意去党政机关，l8.9%选择去国有事业单位，17.8%
选择去教学科研单位，13.6%选择国有企业，15%选择外资企业，而只有1.3%
选择去私营企业4。原因很显然，这些机构的工作稳定，工资高且福利好，

能给劳动者提供一个相对舒适宽松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同大多数第二市场的

工作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要缩短这种差距，降低 *w wΙ − 的差值，即消

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二、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选择 

当一个个体接受了高等教育，获得知识及能显示能力的文凭之后，他将有机会在第一

市场获得工作。而倘若仍然没有在第一市场获得工作机会，则假设其获得第二市场的期望工

资。这时，他在第三阶段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 )
(1 ) *(1 ) ( )[ ]

1
H

c
c

w
F w

w

p w p wV pw p w F w
r

dΙ
′ ′Ι + −⎧ ⎫≡ + − +⎨ ⎬+⎩ ⎭∫  

= ( )(1 )[ ( ) ]
H

c
c c

w
F w

w
pw p w F wdΙ + − +∫ w  

其中， ( )
H

c

w
F w

w
wd∫ 代表的是 的情形，表示当个体在第二市场可获得的工资 高

于其对第二市场的保留工资时，选择接受第二市场的工作；而 代表的是 的

情形，表示在第二市场能获得的工资 比低于其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根据假设，这一部分

劳动者获得工资 。 

cw w> w

( )c cF w w cw w≤

w
cw

用V 对 进行求导得，wΙ (1 )[ ( ) ( ) ( )] c
c c c c c

dV dwp p F w w F w w F w
dw dw

+ +
Ι Ι

′ ′= + − −  

又
[(1 ) *  ]

1
c

p w p ww
r

Ι′ ′− +
=

+
，

1
cdw p

dw rΙ

′
=

+
，显然 

(1 ) ( ) 0
1

c
dV pp p F w
dw rΙ

′
= + − >

+
 

假设 ， 为一固定常数，为保证0(1 )p p a′ = + a 1p′< < ，我们假设
11 1a
p

− < < −  

用V 对 进行求导，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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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 (1 )[ ( ) ( ) ( )]
1

( *)(1 )[ ( ) ] (1 ) ( )
1

H

c

H

c

c c c c c c c

c c c

w
F w

w

w
F w

w

dV w w aw w F w w p F w w F w w F w
dp r

w w aw w F w w p F w
r

d

d

Ι
Ι + +

Ι

− +′ ′= − + + − −
+

− +
= Ι − + + −

)

+

∫

∫
   由前面假设条件知，第一市场部分的工资均高于第二市场工资，则 Hw wΙ > ；另外，不

可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选择失业，因此有 c Hw w< 。 

由上述条件知， 

( ) ( )( ) ( )
H H

c c
c c H c H

w w
F w F w

w w
w F w w w F wd d+ ≤ +∫ ∫ w   

                    

( ) ( )

[ ( ) ( )] ( )

H

c
H c H

H H c c

H

w
F w

w
w F w w

w F w F w F w w
w

d= +

= − +
=

∫
H

( )w w

 

因此，  H ( ) ( )w ( )
H H

c c
c c c c

w w
F w F w

w w
w w F w w w w Fd dΙ Ι> ≥ + ⇒ > +∫ ∫

回到上式
V
p

∂
∂

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 0V
p

∂
>

∂
。 

可见，进入第一市场的概率越大，获得一个高学历的好处就越大。 

在上述两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看到，我们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就是在第一

市场获得工作的机率 ，而 值应该由什么来衡量呢？显然这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

无法用一个确切的量来作为衡量尺度，但是可以将其看成是劳动者对未来工作境况的预期。

这种预期取决于劳动者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行情的直观感受，招工条件等。 

p p

从劳动供给方看，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直接影响其对劳动力市场就业行情的正确了解

的因素就是各高等院校的引导。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高等院校作为一个人才培养基地，

一般均应该根据社会需要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来确定其规模和专业设置。但就目前的现状而

言，我们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其发展方向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偏离了科学的轨迹，

从而给了劳动者错误的意识引导。由于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有限，全国各类高校中只有少

数重点院校才可享受财政拨款，其他院校必需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高校为了在竞

争中获得生存并获得发展就选择盲目扩大教学规模，通过扩招学生而收取更多学费来提高收

益。截至2000年，我国经济规模比1978年翻了两番，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则翻了将

近三番。仅2003年毕业生就比2002年增加46.2%，高出同期GDP增长率5倍之多。根据奥肯

定律：国民收入每增加约2.5%，则就业率也会相应提高约1%。也就是说从对劳动力的需求

来看，一个国家的劳动需求的增长率一般不会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即一般而言，当“知
识分子”的供给量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知识失业就会发生5。 

另外，国内各高校的专业设置一般都没有经过市场调查，许多都无法反映市场需求而与

市场脱节。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一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偏向于办短线专业及经济效益较

好的专业，甚至不惜在招生时误导大众。譬如，从整个社会来看，会计、营销及电子商务等

专业已经被“办滥”，而一些不热门但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专业却面临人才的严重不足，造成岗

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矛盾局面。1997年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全国高校在校生共有590万人，

1032所普通高校中有488所设置会计专业，此类专业的在校生高达59万人之多6。而据南京

市人事局2003年统计，该市对工科毕业生需求约为1.3万人，但只有5900人签约，尚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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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人7。 

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方面会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毕业生素质也会急剧下降，

难以适应社会日益提高的要求，学生原先所设想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当大众被高校所误导而

对未来的就业产生错误的预测时，建立在原本理性的期望上的错误抉择将使得这种期望不被

实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高校的错误引导，使得学生在作出决策时所认为的 被

放大了，从而加剧了知识失业。 
p

    从劳动需求方来看，如今不少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跟“文凭”风。很

多企业在招工时不根据实际环境来定人才，而盲目追求高文凭，聘用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从事

原先较低文化程度的人就能胜任的工作，对某些原本是本科生可以胜任的工作却明确规定只

招研究生。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就业，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然而，在这种招工

政策下，劳动者只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因此，为了有机会获得好

的工作就只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换句话说，劳动者认为只有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才能使进入

第一市场的 变大，而 值增大又加剧了知识失业。 p p

综上所述，劳动者对未来工作境况的预期受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双方面的影响。而在供需

双方的错误引导之下，劳动者的 值是被夸大的， 值夸大越显著，知识失业就越严重。

这种现象也解释了本文第一部分中得出的似乎不合常理的结论（1）（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人

数随着在第一市场上获得工作的机率变大而增多，两者呈正相变动）——因为这种对工作机

率的衡量来自于人们的预期，当这种预期变大时，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结论（进入第一市场

的概率越大，获得一个高学历的好处就越大），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高等教育以获取高学历

（根据2007年5月28日教育部发布的信息，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10万名，

比去年增加60万名，创历史新纪录）。但由于信号失真，这种期望不被实现，因而就加剧了

知识失业（另根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117万名大陆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
年，145万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4.7%）。 

p p

因此，要解决知识失业问题，就必需降低由于上述因素而被高估的 值。具体而言，

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各高校应该从真正意义上担当起其向社会有效输送人才的历史使命。

各高校应该跟随经济的发展以一种科学合理的规模发展，而不能盲目扩张，恶性竞争。其专

业的设置应根据有效的市场调查分析设置，以给学生显示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高校有责

任给学生灌输正确的职业观念，降低其对未来就业的盲目乐观和对 值地无根据夸大。另

外，各用人单位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实情出发聘用人才，不对市场发号不准确的

命令。只有通过如上方法降低劳动者的 值，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知识失业。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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