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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宏观数据的视角，建立了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

赋权，并根据权重和历年的标准化得分，计算了辽宁省 2001 － 2012 年就业质量指数。发现:

劳动报酬、就业能力、劳动关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大; 辽宁省总体的就业指数不高; 辽宁

省的就业质量指数经历了 2003 － 2005 年和 2009 － 2010 年两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和 2007 年的

快速下跌，2012 年辽宁省就业质量指数为最高。要提高辽宁省的总体的就业质量指数，需

增加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建立劳动者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促进失业者的及时再就业，减

少劳资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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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cro data，this paper sets up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mployment
quality． We use entropy method to weight each index，and make a calculation of employment
qual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the year 2001 to 2012 by the standardized score． It is fou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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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ages，employment ability and labor relations on employment quality is larg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of Liaoning province is not high．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in

Liaoning province had experienced a rapid decline phase in 2007． But it also experienced two rapid

growth phases from the year 2003 to 2005 and from the year 2009 to 2010．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of Liaoning Province was the highest in 2012．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in Liaoning province，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workers’skills training，

establish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wage growth，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unemployed in

time，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labor disputes．

Keywords: employment quality; the entropy method; index system

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宏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企业被

迫开始了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改革，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失业，中国政府在 1999 － 2002 年实施了消极

的就业政策［1 － 2］。与此同时，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了扩大招生的政策，大学毕业生数量由 2000 年的 114

万增加到 2014 年的 727 万。大学生的供给数量不断增加，在需求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导致了供

求结构的失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 2002 年开始出现，并日益严峻［3 － 5］。此外，随着农村生产力的

不断解放，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截至 2013 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达 26894 万，新生代农民工数量

占 46. 6%，如何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伴随而来的城市融入问题变得十分迫切［6 － 7］。在此背景下，

我国政府自 2002 年开始，实施了扩大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通过职业培训、岗位创造、中小企业扶

持、公共就业服务、政府公益性岗位的购买、残疾人就业保障等措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2］。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维持在 4. 1%左右①。

然而，在就业数量稳步增加的同时，就业质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性别

歧视更加严重［8］; 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二元分割，拥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在社会保障等待遇方

面依然优于农村劳动者［9］; 非正规化就业现象严重、初次收入分配问题严重扭曲［10］; 劳动关系领域

问题突出，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量增加，2002 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为 184116 件，2012 年增加为

641202 件②，“格兰仕员工打砸工厂”、“广东裕元鞋厂罢工”等罢工事件数量的增加和影响范围的扩

大③，充分说明我国就业质量问题突出。宏观数据表明，我国就业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就业质量指数

偏低，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别明显［11 － 12］。我国的就业质量亟待提高，在 “2004 年中国就业论坛”上，

中国政府首次把提高就业质量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

就业。因此，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成为我国就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劳动者就

业质量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就业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另一方面也可以减

少劳资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前提是建立适用可行、涵盖全面的就业质量的评价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就业质量的现状进行有效评价。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另辟蹊径，借鉴信息学

“熵”的概念，运用熵权法，基于宏观数据的视角，构造了就业质量评价指数，对在产业结构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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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所得。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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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型升级中具有代表性的辽宁省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

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文献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质量的含义及其演进、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及

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就业质量评价三个方面。

在就业质量的内涵方面，国外的研究是基于时间的脉络，从微观、中观、宏观的视角逐渐扩展

的。在微观视角，早期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就业质量是指劳动者与物质资料的最优组合及最大产出，

工作的效率、职位的匹配和刺激性的工作报酬是就业质量的最主要的体现［13］。后来的一些学者发现，

这种单纯地把劳动者作为一种可物质激励的生产工具的行为，不但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还易引起

劳动者的反抗［14 － 15］。继而，他们把就业质量扩展为良好的工作环境、合适的工作时间、温馨的工作

氛围以及心理满足的需要，并重视物质之外的精神激励在提高工作效率中所起到的作用。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职工参与管理”活动的兴起，就业质量在微观上进一步扩展为参与企业管理和自

我管理、定期的修养和休假制度、必要的劳动保障和劳动保护。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 ISSP) 1997 年

通过对 OECD 19 个成员国 13727 个就业者的调查发现，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前途、工作难易

程度、工作满意度、团队协作是工作质量中不可缺少的六个维度［16］。在中观视角，就业质量主要指

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它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及匹配状况、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险的保

障作用等。随着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的不断拓展，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人力资本投资也被纳入中观研

究的范围［17 － 18］。2000 年，欧盟理事会提出了工作质量的概念，它既包括单个的工作的特点，也包括

整个的工作环境的内容，测量劳动力市场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作用，从而更好地协调劳动力在劳动

力市场上的流动［19］。在宏观视角，戴蒙特 ( Delamotte) 和竹泽 ( Takezewa) 提出了 “工作生活质

量”的概念［20］，此后卡尔拉 ( Kalra) 和固什 ( Ghosh) 对工作生活质量进行了包括绩优升迁、福利

报酬等 15 个层面的划分［21］。此后又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四个大的层面: 生存、自尊、自我实现和社会

的需要［2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流动性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就业模式和劳动关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际劳工组织于 1999 年提出了包含可获得性、自由、生

产性、公平、安定和人格尊严六个方面的体面劳动的概念，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劳动的过程中人的因

素［23］，体面劳动的程度决定了就业质量的高低。2003 年，欧盟把改善工作质量作为新欧洲的三个战

略目标之一，这时候的就业质量包括岗位的特点、劳动者的特点，以及岗位和劳动者的匹配情况，还

包括就业者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国内关于就业质量内涵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文献较少，既有的研

究注重基于我国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文化的就业质量内涵。刘素华对就业质量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定

义，她认为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

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在微观层面，是指与劳动者个人工作状况相关的要素; 在宏观层面，指在某个

范围之内整个地区的就业状况的优劣程度［24］。李军峰对高质量的就业与体面劳动做了比较分析，认

为高质量的就业应该是非强迫的、机会均等的、安全的以及有尊严的［25］。程蹊、尹宁波则把就业质

量分为劳动生产环境、就业者的生产效率和经济生活，综合了就业质量的宏观和微观内涵［26］。可见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质量的定义是基于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广义概念的研究。

在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指标的考查到多维度指标扩展的过

程。尽管大多数国外的研究者认为高质量的就业应该包括工资、工作状况、工作安全、平等和晋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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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但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趋于用工资水平或者工作安全来评价就业质量的高低［27］，只有一少

部分研究者拓展了就业质量的指标［28］。新加坡财政当局发表的 《新加坡就业质量 ( 1983 － 1996 ) 》

一文中利用工资来衡量就业群体的特点及就业人数和质量［29］; 理查德 ( Ｒchard) 和斯隆 ( Sloane)

运用英国家庭面板数据，通过考察职业与非职业类工人的满意度对英国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衡量［30］。

比特森 ( Beatson) 通过反映劳动、回报关系的经济契约内容和反映雇主、雇员关系的心理契约内容，

用薪酬福利、工作时间、工作与生活平衡、工作保障和发展机会等外部特征和包含工作内容、工作强

度、工伤疾病危害以及同事上级关系等内部特征等来衡量就业质量［31］。莫顿 ( Morton) 运用 10 个指

标对加纳的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就业质量展开了研究，这些指标分别是工作安全和健康、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劳资关系和结社自由、工作稳定性、童工问题、薪酬、工作条件、就业平等、工作流动性、

社会保障［32］。相对于就业质量含义的研究，国内对就业质量指标的研究较为丰富。从研究对象看，

以对大学生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居多［33 － 35］; 有对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36 － 37］; 又有从宏观

层面就业质量的测度［11 － 12］; 还有基于性别比较的研究［38 － 40］。从研究方法看，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

法［11］、层次分析法［33 － 34］、线性函数加权法［12，39］。国内学者对于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大多源于国际劳

工组织体面劳动的概念，立足我国的国情做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在这些指标扩展之前，很少有基

于劳动者层面微观自我认知的调查，另外仍然不够全面。就业质量指标各部分的赋权方面，不够

科学。

国外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较为完备。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研究内涵逐渐

扩展和丰富，指标构建方法不断完善，实际评价运用逐渐增多，但是在就业质量的概念上并不统一，

不同的研究者选取的评价指标还有很大的差异，单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的研究较多，针对典型区域的就

业质量评价的研究还很缺乏。

三、指标选取和计算方法

1. 指标的选取

对就业质量的测度，国内学者大都借鉴国外的体面劳动的概念，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标体

系。由于选取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受到研究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建立覆盖全面的评价

指标体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那样，体面劳动只是给全球各国的相关政策

和研究提供借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就业质量有所差异，对就业质量的衡量也有所不同［23］。本文

综合了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的量化指标［23］、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指标体系［41］和欧盟理事会就

业质量定义［19］，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赖德胜等［11］、刘素华［42］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的

完备性、数据的可得性、可度量性、针对性等特点，对部分指标进行了删减和修改，建立了 5 个一级

指标、18 个二级指标、49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那些数值越大就业质量明显越好的指标，记为正

向指标，在指标后面添加“+”表示; 反之，则记为负向指标，在指标后面添加 “－”表示。具体

的见表 1。
2. 计算方法

对于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数的测算，关键在于客观、有效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源于信息理

论“熵”的概念，根据各指标传递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相对于主观赋予权重的方法，

精度更高，客观性更强。本文运用熵权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还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为因素对指标取

值的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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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选取的各项指标及计算所得指标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熵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熵权

就业状况 工作与家庭 每周超时工作时间 － 0. 994184 0. 152776 0. 005877 0. 005877

就业机会 劳动参与率 + 0. 999621 0. 013816 0. 000383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 987767 0. 012362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 0. 999165 0. 000844

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 0. 999775 0. 000227

就业结构 城镇就业人口比例 + 0. 999698 0. 001458 0. 000305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 0. 999152 0. 000857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 0. 999708 0. 000295

就业效率 失业人员成功再就业率 + 0. 992426 0. 007654 0. 007654

就业稳定性 单位职工占比 + 0. 999392 0. 000615 0. 000615

就业公平 单位女性员工数目占比 + 0. 999788 0. 096554 0. 000215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 － 0. 965919 0. 034440

行业工资收入差距 － 0. 962158 0. 038241

所有制工资收入差距 － 0. 976588 0. 023658

就业安全 职业病发生率 － 0. 979453 0. 026803 0. 020764

工伤事故发生率 － 0. 994024 0. 006039

劳动报酬 就业报酬 职工平均工资 + 0. 959682 0. 251203 0. 086566 0. 040743

工资增长速度 + 0. 999876 0. 000126

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 + 0. 999052 0. 000958

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 0. 996267 0. 003772

制造业平均劳动报酬 + 0. 959461 0. 040967

社会保险 平均社保参保比例 + 0. 996400 0. 077468 0. 003638

历年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 0. 930470 0. 070263

离退休金水平占平均工资比重 + 0. 996470 0. 003567

社会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比重 + 0. 973952 0. 087169 0. 026323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 + 0. 949534 0. 050998

养老保险覆盖率 + 0. 990255 0. 009848

劳动关系 工会建设 工会参与率 + 0. 966151 0. 101408 0. 101408 0. 034205

工会调解成功率 + 0. 942225 0. 058384

私有企业工会占比 + 0. 991274 0. 008818

劳资关系 人均劳动争议发生率 － 0. 966431 0. 092925 0. 033923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数占比 － 0. 961157 0. 039252

劳动争议结案率 + 0. 998750 0. 001264

通过调节仲裁方式结案比率 + 0. 986262 0. 013883

通过仲裁裁决方式结案比率 － 0. 995445 0. 004603

就业能力 教育发展水平 就业人员专科以上学历比例 + 0. 989142 0. 215338 0. 093758 0. 010973

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 0. 918078 0. 082785

培训 技工学校毕业人数 + 0. 983683 0. 121581 0. 016488

就业训练中心个数 + 0. 992581 0. 007497

民办培训机构年培训人数 + 0. 969521 0. 030800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 0. 933901 0. 066795

就业环境 经济发展与就业 人均 GDP 水平 + 0. 946250 0. 186350 0. 054758 0. 054317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 999563 0. 000441

职业介绍 职业介绍平均指导人数 + 0. 990420 0. 109785 0. 009681

职业介绍机构平均服务效率 + 0. 990415 0. 009686

长期失业者占比 － 0. 910525 0. 090418

劳动力市场分割 城乡就业人口比例 － 0. 998872 0. 001139 0. 001139

劳动力供需 劳动力需求与供应比例 + 0. 979775 0. 020667 0. 020438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0. 999773 0. 0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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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选取的指标，一部分是与就业质量指数正相关，另外一部分与就业质量指数负相关，为了消

除符号的不同对于计算的影响，同时为了消除各项指标由于量纲不同对于计算的影响，我们首先运用

线性函数对所观测指标值进行处理。设 pij 为第 i 个指标、第 j 年的原始统计数据 ( i = 1，2，…，m ; j =
1，2，…，n ) ，打分处理完的值为 qij 。对正向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打分处理:

qij =
pij － min

( 1≤j≤n)
( pij )

max
1≤j≤n

( pij ) － min
1≤j≤n

( pij )
( i = 1，2，…，m) ( 1)

对负向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打分处理:

qij =
max
1≤j≤n

( pij ) － pij
max
1≤j≤n

( pij ) － min
1≤j≤n

( pij )
( i = 1，2，…，m) ( 2)

其次，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设 fij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第 j 年的特征比重，ei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熵

值，则有:

fij =
pij

∑
n

i = 1
pij

( 3)

ei = － 1
lnn∑

n

i = 1
fij lnfij ( 4)

设 ωi 为第 i 个指标的熵权，则

ωi =
1 － ei

∑
m

i = 1
( 1 － ei )

( 5)

最后计算第 j 个评价年份的总得分:

sj = ∑
m

i = 1
ωi qij × 100

( 6)

四、实证计算结果

本文所测算的是宏观层面的就业质量的变化，故采用的数据为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出版数据，主

要包括《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部分指标值是根据年鉴数据进行加权计算所得。首先运用以上原始数据和公式 ( 3) 、公式 ( 4) 求得

各三级指标的熵值和熵权; 其次，对各相应的三级指标加总，得到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权重; 最

后，利用公式 ( 1) 、( 2) 和 ( 6) 计算各规范化得分和各二级指标的乘积加总之和。
1. 指标权重的总体状况

运用上述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各一、二、三级指标的权重，见表 1。由表 1 可知，我们所选取

的指标的值均大于 91% ，说明我们所选取的指标包含了绝大部分的原始信息。三级指标权重值占

前五位的分别是长期失业者占比 ( 0. 090418 ) 、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 0. 082785 ) 、历年城镇职

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 0. 070263 )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 0. 066795 ) 、工会调解成功率 ( 0. 058384 ) ，

指标权重值居于后五位的分别是工资增长速度 ( 0. 000126 ) 、单位女性员工占比 ( 0. 000215 ) 、城

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 0. 000227 )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0. 000230 )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 0. 000295 ) 。前五位的指标权重之和占 49 项三级指标总权重的比例约为 36. 87% ，而后五位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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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权重仅占 0. 11% ，可见就业质量评价的不同指标权重差别较大。各项指标的具体排名情况见

表 2。

表 2 三级指标权重排名情况一览表

名次 指标名称 名次 指标名称 名次 指标名称

1 长期失业者占比 18 职业病发生率 35 离退休金水平占平均工资比重

2 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19 劳动力需求与供应比例 36 劳动争议结案率

3 历年城镇职工参保人数增加率 20 技工学校毕业人数 37 城乡就业人口比例

4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21 通过调节仲裁方式结案比率 38 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

5 工会调解成功率 22 城镇登记失业率 39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6 人均 GDP 水平 23 就业人员专科以上学历比例 40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7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 24 养老保险覆盖率 41 单位职工占比

8 制造业平均劳动报酬 25 职业介绍机构平均服务效率 42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9 职工平均工资 26 职业介绍平均指导人数 43 劳动参与率

10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数占比 27 私有企业工会占比 44 城镇就业人口比例

11 行业工资收入差距 28 失业人员成功再就业率 45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12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 29 就业训练中心个数 46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13 工会参与率 30 工伤事故发生率 47 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率

14 人均劳动争议发生率 31 每周超时工作时间 48 单位女性员工数目占比

15 民办培训机构年培训人数 32 通过仲裁裁决方式结案比率 49 工资增长速度

16 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比重 33 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例

17 所有制工资收入差距 34 平均社保参保比例

图 1 各二级指标权重大小

通过对各相应包含的三级指

标加总，可以得到各二级指标的

权重，权重大小见表 1，二级指标

的大小更为直观的排序见图 1。在

各项二级指标中，培训所占权重

最 大，所 占 权 重 比 为 0. 121581;

居于第二位的为职业介绍，比重

为 0. 109785; 而 工 会 建 设 以

0. 101408 的 权 重 值 占 据 第 三 位，

以上三项指标的权重值都超过了 10%。从第四位的就业公平到第九位的社会保险，指标权重值依次

微弱递减。而从权重值第十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开始，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下降幅度变大。就业

稳定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结构三项指标的权重值占据指标权重的后三位。

最后，五项一级指标中，占比最大的是劳动报酬，比值为 0. 251203; 权重大小排第二、三位的

为就业能力和劳动关系，比值分别为 0. 215338 和 0. 194333; 排名第四、五的为就业环境和就业状况，

数值分 别 为 0. 186350 和 0. 152776。从 对 各 一 级 指 标 的 分 解 来 看， 劳 动 报 酬 包 含 就 业 报 酬

( 0. 086566) 、社会保险 ( 0. 077468) 和社会保障 ( 0. 087169) 三个二级指标，其分别占据二级指标

的第七、八、九位，三项指标的均匀分布使得劳动报酬的权重值大大增加。而就业能力指标包括培训

( 0. 121581) 和教育发展水平 ( 0. 093758) 两项具有较大权重的指标，故其综合权重排名为第二位。

就业状况包含就业公平 ( 0. 096554 ) 、就业安全 ( 0. 026830 ) 、工作与家庭 ( 0. 005877 ) 、就业机会

( 0. 013816) 、就业结构 ( 0. 001458) 、就业效率 ( 0. 007654) 、就业稳定性 ( 0. 000615) 七项二级指

标，指标的数目增加了其总体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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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指标的年度得分情况

运用公式计算，得到辽宁省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 2001 － 2012 ) 以及五项一级指标历年的得分情

况，见表 3。

表 3 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及就业质量指数 ( 2001 － 2012)

年份 就业状况 劳动报酬 劳动关系 就业能力 就业环境 就业质量

2001 14. 5599 3. 0519 12. 3028 3. 2730 0. 7679 33. 9555
2002 11. 4982 3. 7574 11. 4703 5. 3358 2. 8913 34. 9529
2003 9. 6017 4. 9595 6. 5086 1. 8476 11. 4477 34. 3651
2004 9. 4372 6. 2779 10. 8725 3. 1165 11. 1655 40. 8698
2005 10. 0132 12. 9350 7. 9035 8. 5898 11. 7085 51. 1500
2006 9. 2182 8. 9199 12. 5381 10. 4339 10. 7303 51. 8404
2007 8. 7490 9. 7334 8. 0643 8. 6796 5. 8417 41. 0680
2008 8. 0480 13. 9066 8. 4553 12. 9633 8. 0553 51. 4286
2009 7. 2997 10. 6004 10. 7592 14. 6710 8. 9209 52. 2512
2010 5. 9459 14. 0356 10. 5630 16. 4632 9. 2378 56. 2456
2011 4. 4574 17. 7252 23. 5281 10. 0797 11. 3523 67. 1427
2012 2. 3806 18. 0174 20. 7643 17. 3617 14. 2143 72. 7383

由表 3 可知: 首先，辽宁省就业质量总体情况。2001 － 2012 年的 12 年间，除 2012 年辽宁省的就

业质量指数为 72. 74，2011 年指数为 67. 14 之外，其余年份的就业质量指数均未超过 60。这与指数标

准的最高值 100 相比差距较大，辽宁省总体的就业质量指数不高。

其次，辽宁省的就业质量指数的趋势。除个别年份下降外，辽宁省就业质量指数总体呈上升趋

势，经历了 2001 － 2002 年的缓慢增长，2003 年就业质量指数稍有下降。而这是由于劳动关系和就业

能力得分在本年度大幅度下降所致。查找原始数据发现: 2003 年，辽宁省的私有企业工会数目占比

和该年度技工学校的毕业学生人数为十二年来最低。2003 － 2005 年就业质量指数快速增长，而在

2007 年，就业质量指数大幅度下降，为相近时期的最低值，而后经历了 2009 － 2012 年的又一快速增

长时期，至 2012 年就业质量指数达到最高值。相比 2006 年，2007 年就业质量指数大幅度下降是由

劳动关系、就业能力、就业环境的得分值大大下降导致的。而在 2008 年，这三项指标的得分快速增

长，这也使得 2008 年的就业质量指数迅速增长。从二级指标看，指标权重分别占前两位的培训和职

业介绍的得分，相比相邻年份大幅度下降，是 2007 年就业质量指数偏低的主要原因。2010 － 2012 年

间，就业环境逐渐改善、就业报酬不断提高，随着各项劳动法规的监管的加强，劳资纠纷有所减少，

就业质量指数平稳增加。

最后，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劳动报酬的得分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是和辽宁省近年来大力增加

各项社会保险覆盖率，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合理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分不开的。而劳动关系的得分

变化并没有固定的趋势，总体上呈波动状，这说明我国劳动关系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须解决。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于技术型工人的需求增加，职业培训学校和职业技能受训人数增加，技

术型工人的就业能力增加; 再加上我国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不断提高，就业能力的指标的总体得

分呈历年上升的趋势。

然而就业状况的得分值呈现逐年递减，其所含的各项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4。由表 4 可以看

出，由于二级指标就业公平所占权重较大，其得分值远远大于其他各项二级指标。就业公平得分值的

快速递减直接导致了就业状况得分逐年递减。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所有制收入差距逐年扩

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加剧了就业的不公平。就业机会的得分值从 2001 年到 2004 年一直是递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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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4 年为最小值，此后一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就业结构得分值自 2005 年之后，一直稳步增长，

可见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调整也初见成效。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对就业稳定性的

单一衡量指标为单位员工占比，其得分值逐年下降。这一方面说明辽宁省的就业市场更为灵活，就业

渠道更为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辽宁省的就业稳定性不高。就业安全、就业效率并没有表现出明

显一致的增长或下降趋势，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就业安全情况依然严峻，就业效率依然有待提高。工作

与家庭的衡量指标为每周的超时工作时间数，由表 4 可以看出，2008 年、2009 年居于第一、二位，

可见这与当时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表 4 就业状况二级指标得分情况 ( 2001 － 2012)

年份 工作与家庭 就业机会 就业结构 就业效率 就业稳定性 就业公平 就业安全

2001 0. 532597394 1. 31966827 0. 030512 0. 283065 0. 061459935 9. 652323 2. 680288
2002 0. 477501112 0. 06120183 0. 040336 0. 003043 0. 052196194 8. 765966 2. 097993
2003 0. 440770257 0. 04636851 0. 033649 0 0. 050450195 7. 613593 1. 416863
2004 0. 422404829 0. 01747582 0. 052563 0. 132751 0. 04548788 7. 083431 1. 683132
2005 0 0. 39279509 0. 021259 0. 765414 0 6. 843156 1. 990537
2006 0. 091827137 0. 58108182 0. 042641 0. 343683 0. 049623142 6. 177845 1. 931509
2007 0. 422404829 0. 89275199 0. 061733 0. 459413 0. 033173990 4. 891726 1. 987793
2008 0. 587693676 1. 02735796 0. 070210 0. 329700 0. 110273649 3. 522382 2. 400401
2009 0. 569328248 1. 06392687 0. 094928 0. 448826 0. 052196194 2. 738441 2. 332097
2010 0. 146923419 1. 07426529 0. 093667 0. 402935 0. 019114099 1. 789791 2. 419229
2011 0. 293846838 1. 12638997 0. 098999 0. 440171 0. 056239561 0. 909511 1. 532285
2012 0. 27548141 1. 18890176 0. 126393 0. 442269 0. 036390304 0. 019085 0. 292058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为基础，运用熵权法对在就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具有典型特征的

辽宁省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发现 2001 － 2012 年辽宁省总体就业质量指数在增加，但又具有不同的

增长速度和增长特点。此外，不同的指标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

量须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一，劳动报酬在就业质量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权重值为 0. 2513。劳动报酬水平的上升，能

大大提高我国的就业质量指数。组成劳动报酬的二级指标就业报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权重差异很

小。因此，提高就业质量，一方面要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完善职工工资长效增长的法律机制，增加

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例; 另一方面，要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切实提高社

会保障的公平性，提高城镇企业人员、农民工群体的养老金水平，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提高就业心

理安全感，促进整体的就业质量水平的提高。

第二，就业能力权重占比为 0. 2153，居于一级指标中的第二位。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教育发展

水平和培训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0. 0938 和 0. 1216。由此可知，增加对教育和培训这两种主要的人力资

本投资方式的投入，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整体的就业质量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大教育和培训经费的

支出，尤其是增加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能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劳动者的

就业能力。其次，加强对劳动者正规教育之外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增加对技能培训机构的财政补贴，

完善培训资金在国有和民办培训机构中的分配体系。

第三，劳动关系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占比为 0. 1014。工会建设和劳资关系

权重基本相等。通过工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发挥工会在参与企业管理、劳资纠纷解决和维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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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工会独立发挥职能的体制建设，使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中更有话语权，有

效提高企业工人的就业质量。加大对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监管和保障作用，

更好地从源头上减少劳资纠纷，维护工人的利益。

第四，就业公平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权重较大，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查找原始数据发现，就

业公平得分一直在恶化，主要表现为基于行业、城乡、区域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就业公平不但对劳

动者的就业积极性有重要的影响，长期的就业不公平还会引发社会问题。国家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遏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过快增长，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

第五，长期失业者的比重在三级指标中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最大。失业期限过长，不但使失业者的

生活失去保障，影响他们的再就业的信心，同时使得自身的就业技能顺速折旧，再就业变得困难。完

善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的及时发布机制，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和障碍，建立高效的劳动力就业服务

体系，使失业者能够及时的再就业，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又一必然选择。

由于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遵循了数据可得的原则和宏观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缺憾性，一些必要的指

标可能未被纳入指标体系。另外，就业者对就业质量的微观感知也十分重要。以上两点，正是笔者后

续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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