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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与风险治理专题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
影响及其应对＊

高文书

【摘　　要】本文提出产出损失折算法，并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新冠

肺炎疫情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会带来约８４００万个就业岗位损失，全年会带来约２３００万个就

业岗位损失。预计２０２０年中国就业总量将比上年减少约７５０万人，相当于使失业率上升约

１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住宿餐饮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的就业受到重大

冲击，就业岗位损 失 都 在 百 万 甚 至 数 百 万 个 以 上。分 群 体 来 看，农 民 工、灵 活 就 业 人 员、
高校毕业生就业受到更大影响。在推广新的工作方式、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稳定劳动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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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业战略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全球疫情 地 图：海 外１９７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确 诊 病 例 超３５万》，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ｌｉｅｎｔ／７ｕＬｊ４Ｆ８３Ｃｑｍ？ｎｅｅｄｐａｇｅ＝

１＆ｗｅｂｋｉｔ＝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

一、导言

２０２０年１月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到１月底全国各省份均已出现。全国确诊感染人数从初

期的每天数人，发 展 到 后 来 的 每 天 几 十、几 百、几 千 甚 至 上 万 人。经 过 全 国 人 民 齐 心 协 力 的 艰 苦

“抗疫”斗争，３月中下旬确诊人数连续数日实现 “零新增”，标志着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但全球很多国家的疫情却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到３月２５日，中国以外的１９７个国家和地区均发生疫

情，确诊病例超过３５万人。①

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严重冲击。疫情使人员不能正常流动，企业不能正常开

工，组织难以正常运转，经济陷入半停顿状态。所有企业都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在航空、旅游和

酒店业，就业岗位大量减少。疫情防控限制了劳动力流动，许多工人无法返岗上班，对居民收入产

生不利影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企业延迟或减少投资，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疫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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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就业数量的减少和就业质量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深入分析疫情对就

业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时间不久，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疫情对中国就业的总体影响为负面影响，短期

表现为就业减少。① 有研究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使中国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外贸下降３％～５％，进而

会损失外贸行业５４万至１００万人的直接就业机会。② 关于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就业冲击，有研

究从加强就业形 势 监 测 预 警、加 大 援 企 稳 岗 力 度、对 困 难 群 体 实 施 紧 急 援 助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对 策 建

议。③ 有学者提出了疫情防控期间就业促进的制度应对建议，认为应适当扩大失业 保 险 金 的 给 付 范

围，落实和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方式，落实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等。④

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总体影响，除了外贸行业，并没有具体的

量化研究。关于应对策略方面，缺乏对新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关注，对如何通过变革工作方式、发展数

字经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等方面基本没有涉及。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即 “产出损失折算

法”，估算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同时，还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的

就业影响，并结合新经济、新就业形态等新的时代趋势，提出应对疫情就业冲击的对策建议。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的测算公式

本文提出 “产出损失折算法”，来估算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这是因为，劳动力需求

是经济发展的派生性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张或收缩必然带来就业数量的

增长或减少。因此，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总量造成的损失规模，再除以全员劳动生产率，便可

以测算出疫情导致的就业损失，这就是 “产出损失折算法”的基本含义。其基本思路可以表示如下：

Ｌ＝ ＧＤＰ
ＧＤＰ／Ｌ

（１）

式 （１）是恒等式，其中，Ｌ表示就业数量，ＧＤＰ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因为ＧＤＰ／Ｌ就是劳均国内

生产总值即全员劳动生产率，用Ｐ来表示，这样式 （１）就可以表示为：

Ｌ＝ＧＤＰＰ
（２）

分别用下标ｔ０ 和ｔ１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两个时期，则疫情前后的就业数量的变化

ΔＬ 可以表示为：

ΔＬ＝Ｌｔ１－Ｌｔ０ ＝
ＧＤＰｔ１
Ｐｔ１

－
ＧＤＰｔ０
Ｐｔ０

＝
Ｐｔ０ＧＤＰｔ１－Ｐｔ１ＧＤＰｔ０

Ｐｔ１Ｐｔ０
（３）

用ｒ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Ｐｔ１ ＝ （１＋ｒ）Ｐｔ０ ，则式 （３）可进一步表示为：

ΔＬ＝
Ｐｔ０ＧＤＰｔ１－（１＋ｒ）Ｐｔ０ＧＤＰｔ０

（１＋ｒ）Ｐ２ｔ０
＝
ＧＤＰｔ１－ＧＤＰｔ０－ｒ　ＧＤＰｔ０

（１＋ｒ）Ｐｔ０
＝ ΔＧＤＰ
（１＋ｒ）Ｐｔ０

－ ｒ
１＋ｒ

Ｌｔ０ （４）

如果单纯考察疫情对就业的数量影响，需要假定其他影响经济和就业的因素不变，即经济学中

所谓的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意味着ｒ＝０。这样，上式就简化为：

ΔＬ＝ΔＧＤＰＰｔ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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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５）表示的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的测算公式。这意味

着，只要我们知道疫情造成的ＧＤＰ损失量即ΔＧＤＰ ，以及疫情发生之前的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计算

出疫情造成的就业损失数量。这种以劳动生产率为中介，通过考察疫情带来的经济产出总量的损失

来测算疫情造成的就业影响的方法，可以界定为 “产出损失折算法”。
如果我们对疫情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即ｒ做出一定的假设，同时对疫情末期的经济总量做出

预测，由于疫情初期的经济总量和就业总量是已知的，这样，就可以根据式 （４）测算出疫情前后就

业总量的变化。此数量若为负，意味着疫情期末的就业总量小于疫情之前的就业总量，经济将面临

失业压力；此数量的绝对值越大，意味着经济面临的失业压力就越大。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分析

我们分短期和长期分别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短期是指新冠肺炎疫情集中爆发

的期间，本文特指２０２０年 第 一 季 度；长 期 特 指 一 年，即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对２０２０年 全 年 的 就 业 影 响。
同时，我们还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带来的就业影响。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就业的影响

截止到３月２１日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８１０５４例，累计死亡病例３２６１例。① 对比性质

几乎相同的２００３年 “非典”疫情，当时全国累计报告病例为５３２７例，死亡病例３４９例，② 可见新冠

肺炎疫情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 “非典”疫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实行了历史上的

首次 “封城”措施，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１０时起，全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

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能 离 开 武 汉，机 场、火 车 站 离 汉 通 道 暂 时 关 闭。在 武 汉 “封 城”之 后，
武汉周边的多座城市也陆续 “封城”。在长达 两 个 多 月 的 “封 城”时 间 里，数 千 万 人 几 乎 是 足 不 出

户，整个武汉市甚至湖北省的经济活动几乎停止。
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第一季 度 中 国 经 济 断 崖 式 下 降。１～２月，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下 降

１３．５％，固定资产投资 同 比 下 降２４．５％，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下 降１３．０％，房 地 产 投 资 同 比 下 降

１６．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２０．５％，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１１．０％。③

我们利用式 （５）即ΔＬ＝ΔＧＤＰＰｔ０
，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就业的数量影响。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６５０４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６．８％。④ 因为２０１９年第二、三、四季度的环比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１．６％、１．５％和１．４％，⑤ 据此测

算出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ＧＤＰ环比下降幅度为１０．８７％。⑥ ２０１９年第４季度中国ＧＤＰ为２７８０２０亿元，⑦

因此１０．８７％的下降相当于３０２２１亿元的ＧＤＰ损失，即ΔＧＤＰ ＝－３０２２１亿元。因为２０１９年末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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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３月２１日２４时 全 国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最 新 情 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ｙｗｄｔ／ｚｗｚｔ／

ｙｑｆｋ／ｙｑｂｂ／ｔ１６２３０７２．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
《确诊人数超 过 非 典！ 专 家：无 需 对 病 例 数 过 于 恐 慌》，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５７０２４４５００７０８８６１１４＆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９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国家数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Ａ０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
《中国２０２０年一季度ＧＤＰ数据出炉同比下降６．８％》，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２００４１７／００２６２９．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９ 年 第 三 季 度，中 国 ＧＤＰ 同 比 增 速 为 ６％， 那 环 比 增 速 是 多 少 呢？》，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４８２６００６０８４５５８０７２７＆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设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ＧＤＰ为ｘ，根据各季度ＧＤＰ环比增长率，计算出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的ＧＤＰ应为ｘ （１＋１．６％）（１＋１．５％）（１＋
１．４％）。因为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同比下降６．８％，即等于ｘ （１－６．８％），所以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ＧＤＰ环比下降 比 例 为：１－

ｘ （１－６．８％）
ｘ （１＋１．６％）（１＋１．５％）（１＋１．４％）＝０．１０８７

，即１０．８７％。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国家数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Ｂ０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就业人员为７７４７１万人，① 据此计算出２０１９年第４季度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３．６万元，即每３．６
万元ＧＤＰ对应着一个季度就业岗位。这样，计算算出新冠肺炎疫情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会带来８３９５
万个就业岗位损失。

当然，就业岗位损失并不等同于失业。首先，如果劳动者因为疫情控制原因，在疫情期间不能

到工作单位上班，但与单位的工作关系照常保留，这属于就业岗位损失，但并不属于失业。这种情

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常普遍。其次，即使劳动者因疫情从工作单位主动辞职或被动离职，但在

一定时期内并没有去找工作，即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也属于就业岗位损失，却不属于失业。这种情

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非常常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与春节假期有一定的重合，更是强化了这

种现象。所以，就业岗位损失数量会大大高于观察到的失业数量。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０年全年就业的影响

１．中国经济正逐渐恢复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形

势很快好转，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明确表示，中国已经成

功控制了疫情。中国用较大的短期代价换取了长期胜利。国家发改委指出，３月１７日除湖北等个别

省份外，全国其他省 （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均已超 过９０％，其 中 浙 江、江 苏、上 海、
山东、广西、重庆等已接近１００％；货运已经正常化，铁路装车数已恢复到正常水平，民航、港口、
水运均正常运 营；３月１６日 调 度 发 电 量 达１７８亿 千 瓦 时，明 显 高 于２月 底 的１６２亿 千 瓦 时，上

升９．９％。②

数据显示，中国的 就 业 市 场 自２月２４日 起 进 入 需 求 快 速 复 苏 阶 段，连 续 两 周 环 比 增 幅 超 过

３０％，春节过后五周，企业招聘需求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８５％；３月１２日，招聘平台ＢＯＳＳ直

聘的数据显示，互联网、ＩＴ、交通物流、医药及教育培训成为当下最具人才吸引力的五大行业。③ 同

时，此次疫情促进了医药健康、游戏、在线教育、视频直播、远程办公服务、生鲜电商等行业快速

发展，这些行业面临着人才紧缺的挑战。④ 这些都将会为中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很快复苏也持乐观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总裁认为，中国政府

正通过危机应对措施、流动性供应、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努力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

经济将在第二季度恢复正常。⑤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援引摩根士丹利早前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称，预计到２月底，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将达到正常水平的６０％至８０％，并在３月中旬至下旬恢

复正常。⑥

２．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下降

关于２０２０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国内外 权 威 机 构 的 预 测 基 本 在６．０％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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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家统计局：《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２０１９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００２／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８＿

１７２８９１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任泽平：《中国在抗击疫 情 和 生 产 恢 复 方 面 走 在 全 球 前 面》，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０３－１８／

ｄｏｃ－ｉｉｍｘｙｑｗａ１２８９５１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节后 五 周 招 聘 需 求 恢 复 八 成，这 些 行 业 吸 引 力 攀 升》，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６０９４４７３１７５１００３９１６＆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
《调查显示：疫情令六成上海企业招聘受影响　但近半企业对后续经营恢复持乐观态度》，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６１４６０１６７６２０１９５８０４＆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疫情 发 生 后，ＩＭＦ、世 界 银 行 等 仍 看 好 中 国 经 济》，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０２／２７／ｃ＿１１２５６３３１００．ｈｔｍ，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外媒：疫情 迅 速 得 到 控 制 后 中 国 经 济 将 很 快 复 苏》，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５９４９７７２１４１５９６０４９２＆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



世界银行预计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为５．９％。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２０２０年的经济增长率

为６．０％。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经 济 蓝 皮 书：２０２０年 中 国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与 预 测》预 计，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增长６．０％左右。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预计２０２０年中国ＧＤＰ增速为６．１％左

右。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外机构纷纷调整了中国经济速度的预测 值。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预

计，在基准情景下，中国２０２０年的经济增长率为５．６％，比疫情之前的预测低了０．４个百分点。④ 渣

打银行将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５．５％下调至４％，下调了１．５个百分点。⑤ 穆迪集团则预计中

国经济在２０２０年的增长率只有３．３％。⑥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

的预测在１％上下，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第四季度由投资拉动的反弹，如果能达到１０％，那么，

全年的增长率会在３％～４％之间。⑦

但是，也应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据世 界 卫 生 组 织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球累计 “非典”病例共８４２２例，涉及３２个国家和地区，因 “非典”死亡人

数９１９人。⑧ 而截至今年３月２５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生在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超过

３５万人。有些机构甚至估计，世界人口的４０％～７０％可能被感染。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预

计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低于２０１９年的２．９％，而疫情之前预计的经济增长率为３．３％。瑏瑠 经合

组织 （ＯＥＣＤ）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过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

危机：若中国能在第一季度度过疫情高峰，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属轻微可控，则今年全球经济成

长将由原先预估的２．９％下降至２．４％；若疫情继续在亚太、欧洲和北美广泛扩散，那么，今年全球

ＧＤＰ增长率将降至１．５％，约为原先预估的一半。瑏瑡 全球经济风险急剧增加，使疫情下的中国经济恢

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３．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２０２０年就业的影响的测算

虽然中国经济在疫情得到 有 效 控 制 之 后 好 转 趋 势 明 显，但 考 虑 到 世 界 范 围 内 疫 情 的 严 峻 形 势，

我们仍需对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审慎乐观。本文选择前文所述的国内外主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

结果的低方案，认为２０２０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３％左右，即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带来２０２０年中国

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约３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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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国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世 界 经 济 展 望》，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ｚ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２０／０４／１４／ｗｅ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

卫思谕：《２０２０ 年 中 国 经 济 预 测 发 布 与 高 端 论 坛 在 京 举 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ｊｊｘ／ｊｊｘ＿ｇｚｆ／２０２００１／ｔ２０２００１２０＿

５０８１９２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
《２０２０中国经济预测分析疫情结束后恢复增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ｕｃｈｅｎｇ．ｃｏｍ／ｈｏｔ／２０２０／３８６６４３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
《中国今年 经 济 增 长１．４％？》，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ｍ／２０２０－０３－１９／ｄｏｃ－ｉｉｍｘｙｑｗａ１７０５００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

１９日。
《２０２０ 年，中 国 经 济 增 速 可 能 较 低，那 ＧＤＰ 还 能 突 破 １５ 万 亿 美 元 吗？》，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６３８６３２６７４３８５２３５９１＆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林毅夫：《疫情冲击下，今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能 到 什 么 水 平》，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ＬｉｎＹｉＦｕ／２０２０＿０４＿０６＿５４５６２９＿ｓ．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２００３年非典世界各国感染与死亡人数统计》，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７０８０７１７７＿１２０５２６９３２，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Ｗｅｄｅｒ　ｄｉ　Ｍａｕ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ｔｔｐｓ：／／ｖｏｘｅｕ．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ｉｍ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国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因 疫 情 影 响 下 调 ２０２０年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预 期》，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ｋ／２０２００３／

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９４２３０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

ＯＥＣＤ，ＯＥＣＤ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　Ｒｉｓ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
ｌｏｏｋ／，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



这样，我们便可以利用式 （５）即ΔＬ＝ΔＧＤＰＰｔ０
，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０年全年就业的数量

影响。因为中国２０１９年ＧＤＰ总量为９９０８６５亿元，就业人员为７７４７１万人，① 所以得到２０１９年中国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１２．８万元，即每１２．８万元ＧＤＰ对应着一个全年就业岗位。因为我们认为新冠肺

炎疫情会使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３个百分点，这就相当于使ＧＤＰ减少２９７２６亿元。据此，
得到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０年中国就业岗位造成的损失为２３２２万个。

进一步，我们测算２０２０年中国 就 业 总 量 的 变 化。如 前 文 所 述，就 业 总 量 变 化 的 测 算 公 式 为

式 （４），即ΔＬ＝ ΔＧＤＰ
（１＋ｒ）Ｐｔ０

－ ｒ
１＋ｒ

Ｌｔ０ 。如 上 文 所 述，我 们 认 为２０２０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在

３％左右，即ＧＤＰ总量会比２０１９年 的 ＧＤＰ （９９０８６５亿 元）增 长３％，亦 即ＧＤＰ 等 于２９７２６亿

元；Ｐｔ０ 即２０１９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１２．８万元；Ｌｔ０ 即２０１９年就业人员为７７４７１万人。至于

２０２０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我们认 为，由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爆 发 于２０２０年 第 一 季 度，控

制于第二季度，到第三、四季 度 中 国 经 济 将 恢 复 正 常。② 这 样，我 们 可 以 假 定，２０２０年 第 一、二

季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第三、四季度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恢 复 到２０１９年 同 期 水 平。根

据２０１９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统 计 公 报，当 年 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率 为６．２％，假 设 各 季

度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同，则折合为 季 度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为２．０％，③ 由此推算出２０２０年中国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为４．０％左右。④ 从而，计算出ΔＬ＝－７４７万人，即２０２０年的就业总量变化为

－７４７万人。这意味着２０２０年中国的就业总量将会比２０１９年减少７４７万人，相当于使失业率上升约

１个百分点。
由于居民需求的下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下滑、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等，中国经济增长率在

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并导致就业率下降。但从更长的期间来看，由于中

国国民经济体系在疫情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潜在生产能力没受到实质性影响，疫情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程度有限；随着疫情的消失、居民需求和企业生产的恢复，中国的经济和就业将会恢复

到正常水平。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相关重点行业的就业的影响

“非典”疫情的历史经验表明，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大，而工业

生产受影响较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与此类似。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一项覆盖全国各城市、各行

业、不同规模及性质的３０００家企业的调研发现，受此次疫情影响，旅游、酒店、餐饮、线下教育培

训、零售、地产建筑以及汽车等行业面临需求大幅萎缩，部分经营暂停，收入锐减。⑤ 新冠肺炎疫情

使一些航空公司面临毁灭性打击；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生产停工，对汽车制造、电气电子等行业

的整体需求和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加大汽车等行业的下行压力。⑥ 这些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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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国家统计 局 网 站 “国 家 数 据”相 关 数 据 整 理 计 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
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北京

召开。同时，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５月２１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可以认为是中国社会经济

恢复正常的时点标志。因此，我们认为到第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将恢复到正常状态。

设２０１９年各季度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为ｘ，因为全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６．２％，则有 （１＋ｘ）３ ＝１．０６２，即ｘ＝２．０３％。
若２０２０年第一、二季度劳动生产率不增长，即增长率为０，第三、四季度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上年同期水 平 即２．０％，则２０２０
年全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１＊１＊ （１＋２．０％）＊ （１＋２．０％）－１≈４．０％。
《调查显示：疫情令六成上海企业招聘受影响　但近半企业对后续经营恢复持乐观态度》，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６１４６０１６７６２０１９５８０４＆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中改 院 院 长 迟 福 林： 疫 情 严 重 冲 击 经 济 全 球 化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ｈｙ／ｈｙｊｚ／２０２０－０３－１６／ｄｏｃ－
ｉｉｍｘｙｑｗａ０８６０４１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



急剧减少。

１．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受疫情的影响严重

有研究指出，受 疫 情 影 响，２０２０年 第 一 季 度 中 国 住 宿 餐 饮 业 预 计 将 遭 受２１００亿 元 左 右 的 损

失。① 据２月１２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显示，相比

２０１９年春节，疫情期间，７８％的 餐 饮 企 业 营 收 损 失 达１００％以 上；９％的 企 业 营 收 损 失 达 到 九 成 以

上；７％的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之间；营收损失在七成以下的仅为５％。② 美团研究院于２０２０
年２月初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餐饮商户的调查显示，６９．３％的餐饮商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营业损失非常大；２５．８％的餐饮商户表示损失较大；只有４．９％的餐饮商户认为损失较小或基本没

影响。③ 因此，可以认为，住宿餐饮业第一季度的产出损失率应该在７０％左右。根据前文的式 （５）

即ΔＬ＝ΔＧＤＰＰｔ０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岗位损失也将达到７０％左右。国

家统计数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末中国住宿餐饮业仅限额以上 （年营业收入达到２００万元以上）法人

企业从业人员已达４１２万人。④ 据此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将会给住宿餐饮业造成

２８８万以上的就业岗位损失 （见表１）。

２．旅游业的就业受疫情的影响严重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景区行业营收影响极大，春节期间全

国景区收入损失额度将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９０％以上，全年全国景区收入损失额度预计达去年同期

水平的４０％～５０％，景区行业整体收入损失程度将会显著高于旅游行业的整体平均水平。⑤ 受疫情

影响，旅游业大量裁员，其中临时工是首先被裁减的对象。因此，可以认为，旅游业一季度的产出

损失率至少为６０％。同样，根据前文的式 （５）即ΔＬ＝ΔＧＤＰＰｔ０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旅游

业的就业岗位损失也将达到６０％以上。旅游业就业岗位的减少，还会导致其他关联行业的就业减少。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２０１８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从业人员为

３７５万人。据此推算，新冠肺炎疫情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将会给旅游业至少造成２２５万以上的就业岗

位损失 （见表１）。

３．文化娱乐业的就业受疫情的影响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文化娱乐行业各个方面，演出叫停，影院关闭，节事活动取消。２０２０年２月

１０日一项对２１３６家文化产业企业的调查显示，７８．９％的受访企业处于完全停工状态，体量越小的文

化企业完全停工的比例越高，近九成微型及初创企业完全停工，大型企业完全停工的比例也超五成；
超四成受访企业认为本次疫情的影响非常严重，三成企业表示会导致生存困难，仅有不到４％的认为

影响不大或无影响。⑥ 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娱乐业一季度的产出损失率至少在７０％。同样，根据

前文的式 （５），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文化娱乐业的就业岗位损失也将达到８０％以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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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樊大彧：《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ｈｔｔｐ：／／ｇｕａｎｃｈａ．ｇｍｗ．ｃｎ／２０２０－０３／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６７２１９５．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

中国烹饪协会：《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ａｓ．ｃｏｍ．ｃｎ／ｓｉ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４３９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

２月１２日。
《九成餐饮商户资金短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行业影响几何》，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５８５０１９３８６８１８７０１０８＆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因为２０１９年此项数据尚未公布，此处用２０１８年数据代替。后文使用２０１８年度数据也是如此。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

据”，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Ａ０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专题报告：疫情影响情况及产业 恢 复 对 策 建 议》，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ｖｊｉｅ．ｃｏｍ．ｃ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０３０３／１６５０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０３日。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之 下 北 京２１３６家 文 化 企 业 经 营 状 态 洞 察》，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３７４０１２９５８＿５３４４２４，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



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底，中国仅文化市场经营从业人员数已达１３４万人。① 据此测算，新冠肺炎疫情

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将会给文化娱乐业至少造成１０７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损失 （见表１）。

４．交通运输业的就业受疫情的影响严重

为控制疫情，各地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出行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流动。一些疫情形势

严峻的地区发出通告，严禁一切聚集性 活 动。从 交 通 运 输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看，全 社 会 营 业 性 客 运 量１
月２８日至３１日同比下降８２．９％，全国高速公路货车流量１月２１日至３０日环比下降８０％左右。② 因

此，可以认为，交通运输业一季度的产出损失率至少在６０％。同样，根据前文的式 （５），在劳动生

产率不变的条件下，交通运输业的就业岗位损失也将达到６０％以上。２０１８年底，中国仅公路运输业

从业人员已达３６４万人。③ 据此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至少造成交通运输业２１８万

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损失 （见表１）。

表１　新冠肺炎疫情对相关重点行业就业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

住宿餐饮业 旅游业 文化娱乐业 交通运输业

疫情前从业人员 （万人） ４１２　 ３７５　 １３４　 ３６４

产出损失率 （％） ７０　 ６０　 ８０　 ６０

就业损失率 （％） ７０　 ６０　 ８０　 ６０

就业岗位损失 （万个） ２８８　 ２２５　 １０７　 ２１８

　　注：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相关行业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未包括城镇个体和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因此，新冠 肺 炎 疫 情 对 上

述行业就业的实际影响应该比上表估计的要大。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相关重点群体的就业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影响巨大。调查数据显示，在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最大的几个行业，如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中，农业户口的劳动者的比例都

非常高，分别为６６．４％、５６．８％和３０％ （见图１）；在这几个行业中，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

２６．３％、２８．４％和１０％ （见图２）。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１．７亿人以上，大部分回乡过春节；而

受疫情的影响，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没有返城。我国城镇劳动者中，有相当一部人是从事自雇、临

时性工作等灵活就业。尤其是很多下岗失业工人，是通过灵活就业方式就业的，大多数在服务业或

小企业就业。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停工、裁员的首先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此外，新冠肺炎

疫情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也不容忽 视。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正 值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求 职 季。据 人 社 部 的 数 据，

２０２０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８７４万人。④ 但疫情之下校园招聘基本停止，很多用人单位停止或

减少了今年招聘大学毕业生的计划。预计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会下降，其中一部分实现就

业的时间也比往年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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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 站 “国 家 数 据”相 关 数 据 整 理 计 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Ａ０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
日。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新冠 肺 炎 疫 情 对 交 通 运 输 业 影 响 分 析 和 应 对 策 略》，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ｊｔｂ．ｃｏｍ／ｍ／２０２０－０２／

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５０７７．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 站 “国 家 数 据”相 关 数 据 整 理 计 算，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Ａ０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
日。
《人社部：今年高校毕业生８７４万创历史新高》，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５９７６１１１２２２９４５４５２６＆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图１　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行业的农业户口劳动者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 据 计 算。旅 游 业

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业分类，包含在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娱乐业之中。图２同。

图２　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

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业冲击的对策建议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有限，但对就业的短期冲击巨大，必须高度重视，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有效应对。
（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业冲击的短期对策建议

首先，要大力推 广 远 程 办 公、在 家 办 公、弹 性 工 作 等 新 型 工 作 方 式。在 这 次 “抗 疫”斗 争 中，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经济等发挥了特有的功能。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人员流动和正常出勤受到限

制。依托数字技术的远程办公等新的工作方式，具有突破时空限制的特性，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

方式，为防控疫情、保障经济社会有效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撑。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各

类平台，保障了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等各方面基本正常运行。要大力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促

进有关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助力工作方式变革，使得经济即使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能够有效运行，并有效稳定就业。
其次，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岗就业。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

区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扩大国内有

效需求，助推经济触底回升，努力将损失的就业岗位找回来。实施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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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企业给予吸纳就业补贴，如上海市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困难行业的企业给予稳就业补贴。①

再次，做好劳动关系稳定工作，防范劳动争议 集 中 爆 发。由 于 疫 情 对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产 生 重 大

冲击，很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降薪、欠薪和裁员等现 象 频 发。采 取 切 实 有 效 措 施，预 防 劳 动 争

议集中爆发风险，确保劳动关 系 和 谐 稳 定，是 维 护 社 会 大 局 稳 定 的 重 要 保 证。要 建 立 人 社 部 门、
工会、企业联合会、劳动仲裁、法院等多方联动机制，在合 法 合 规 的 前 提 下 平 衡 企 业 和 劳 动 者 的

双方利益，最大程度地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同 时 全 力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督 促 各

类用人单位做好工资支付工作。对新冠肺炎病人治疗期间 的 工 资 要 按 规 定 支 付，对 疑 似 病 人 及 密

切接触者隔离观察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按出勤照发。加 强 对 企 业 裁 员 工 作 的 监 督 检 查，疫 情 未

解除期间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员工。鉴于受新冠肺炎疫情首要 影 响 的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中 小 企 业 和 流 动

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建议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使用农 民 工 较 多 的 企 业 作 为 劳 动 争 议 防 范 的

重点。
（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业冲击的长期对策建议

首先，在就业总量方面，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的需求高涨，就业机会显著增

加。据阿里巴巴旗下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的统计，２月３日以来，超过１０００万家企业组织２亿上

班族在线开工，预计有５０００万名学生通过钉钉在线课堂学习；腾讯的数据也显示，２月１０日，企业

微信迎来最强大一波开工、上课需求，后台服务量上涨１０余倍。② 长期来看，线上办公、远程诊疗、
网络教育模式将更为成熟，消费者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消费习惯进一步巩固，将成为未来重

要的消费模式。研 究 显 示，平 台 经 济 对 于 促 进 农 村 人 口 和 受 教 育 程 度 较 低 人 口 的 就 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③ 调查数据显示，疫情之下社会对医药健康、游戏、在线教育、视频直播、远程办公服务、生鲜

电商等的需求明显增加，却面临着招人难的挑战。④ 而这些就业创造，有助于提升就业结构和经济结

构，对以后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有裨益，需要大力鼓励和支持。
其次，在就业的行业结构方面，要对住宿餐饮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等受疫情

严重影响的行业提供特别 的 政 策 支 持。提 供 一 揽 子 财 政 支 持、法 律 支 持 政 策，帮 助 企 业 渡 过 难 关，
减少企业关停并转。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要精准、要具备足够的力度和强度。比如，以承担困难企

业一部分劳动者工资的形式直接提供货币补贴，在全国范围内减免增值税等。同时，各级立法机关

要在非常时期尽快设计、提供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阶段性特殊法律产品，比如，允许企业在

某个时期无须申报即可自由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综合计算工时制等。只有让困难企业得以继续经营，
才能稳定这些行业的就业。

再次，在就业的人群结构方面，要 采 取 政 策 保 障 和 财 政 支 持，做 好 重 点 群 体 的 就 业 促 进 工 作。
有序引导农民工返城就业，强化重点企业的用工调度保障、农民工 “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复工服

务。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信息，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信息对接。提供更多社区公共就业岗位，吸收

下岗失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就业。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量的社区环境卫生、清洁消毒等工

作者；建议通过提供岗位补贴、培训补贴等支持政策，将这些岗位纳入公益性岗位管理，创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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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岗位。过去对卫生紧急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反应表明，在卫生和水、卫生设备、卫生基础设施

和服务方面的就业密集型投资是危机中立即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手段。① 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减缓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通过财政补贴等激励性政策，鼓励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增加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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