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然而汹
涌的失业潮依然在世界各地起伏。最近，各国
和相关机构公布的失业数据让世界心惊，而超
高的青年失业率更让媒体惊呼世界正迎来“失
业的一代”。

冰冷的数字

各种最新数据让世界感受到了冬天般的严
寒。

近日，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发布全球工
作报告《修复经济与社会架构》 称，全球失业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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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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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报告指出，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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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恢复
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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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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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的数据表示，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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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失业率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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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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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数
据记录以来的新高。失业率最高的

.

个国
家 分 别 为 希 腊 （

!/%),

）、 西 班 牙
（
!0%&,

）以及葡萄牙 （
#/%&,

）。欧元区
第二大经济体法国

*

月份失业率创纪
录新高。另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第一季度该国总体失业率升
至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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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高。
更严重的是，世界目前面临的失

业大潮的特点之一便是青年失业率高。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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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欧元区
青年失业率升至

!*%*,

，这意味着，欧
元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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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无法找到工作。希腊青
年失业情况尤为严峻，失业率近

!1.

，南欧
地区正面临着“失去的一代”。意大利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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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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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青年人口的失
业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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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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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
史最高水平。
“失业的一代”，有的媒体如此称呼这些年

轻人，并认为这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的确，近
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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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底，全球

($

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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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年轻人中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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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失业，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
(!%0,

。而英
国《经济学家》周刊则估计，该年龄段人口的
实际失业总数接近

.

亿。
在一片萧瑟中，美国的数据貌似让人感受

到了一丝温暖。美国总体失业率水平已经从
!))-

年下半年时高于
(),

的峰值下降到了当下
的

/%$,

。不过，这与危机前的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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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有
相当距离，而且，正如美联储理事拉斯金指出

的，官方公布的数据有意无意地低估了现实中
存在的失业问题。美国失业率仍处于危险的高
位。有人说，如果把那些已经放弃找工作和只
做兼职工作的劳动人口计算在内的话，美国真
正的失业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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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的人群

抗议失业率上升的示威游行在世界各地此
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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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占领法兰克福运
动”时隔一年再次在
欧洲央行所
在地法
兰

克
福 举
行。欧洲国家
上千失业者抗议欧盟
紧缩财政，逼宫欧洲央行。“占领法兰
克福运动”始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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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此次，这项
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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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运动在德国烽烟再起，法兰克福市
中心银行区和商业区内部分商店被迫关闭。

*

月底，在失业率已经超过
!/,

的西班牙，
示威者走上首都马德里的街头，游行最后发展
为大规模冲突，造成约

.)

人受伤。据报道，此
次游行示威者将西班牙国内就业困难问题归咎
为政府的无能，在游行中提出要求政府下台，

并取消不合理经济政策等要求。据悉，西班牙
政府一项缩减财政支出的方案曾导致其国内多
家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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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在埃及，数千人示威游行，要求
政府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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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埃及失业率为
-,

，目
前已高达

.(,

，失业人口总数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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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而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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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是有工作的。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全球工作报告认为，

解决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改
善经济，同时还要在社会政策层面作出努力。

如果就业前景和生活水平一直提不上
去，民众就会产生悲观

和不满情绪，甚
至影响到

社 会

的
稳定。

该组 织 还
指出，由于贫富

差距进一步扩大，欧盟国
家爆发动乱的潜在可能性比世界上其他国

家都高。国际劳工组织称，社会动乱包括罢工、
街头抗议和示威，自

!))&

年金融危机开始，这
在许多国家呈增长趋势。而最有可能发生动乱
的国家包括塞浦路斯、捷克、希腊等。

持久的战争

该如何解决失业率高企这个问题？大浪淘

沙中，“德国模式”成为热词。
在这里，“德国模式”主要指双元制职业教

育。据《经济学人》报道，在德国，那些对大学没
有兴趣或不够资格的年轻人可以报名参加一个
项目，每周要为一家公司工作

.2*

天，而这家公
司给他们提供报酬，传授技能。这些年轻人还要
在学校完成专业课程。商会和工业协会确保工作
与教学相匹配。大约

.

年之后，这些年轻人将获
得证书，如果表现出色，还有机会成为全职员工。
德国的年轻人中约有

!1.

都通过这一体系，在大
约

.$)

种行业中找到工作。
目前失业率最低的两个欧盟国家，奥地利

和德国，都是采取了双元制职业教育。不到
&,

的青年失业率让德国信心十足地开始推广这一
模式。德国教育部长已经同西班牙、葡萄牙、
希腊、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相关
官员签署了备忘录，准备共同在这些国家推进
双元制职业教育。就连作为欧洲“优等生”的
瑞典也因为年轻人失业率上升准备引进这一体
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也将德
国的职业教育作为学习的榜样。

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指出德国的
人口结构、工资限制、福利改革等因素让
“德国模式”不那么容易复制，而且这一
模式也无法在短期内显现效果。正如德
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所说的，欧洲各国
与高失业状况的斗争将是一场“持久战”，
不能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朔伊布勒强
调，欧元区

(/

国的领导人都该行动起来，
与青年大面积失业这一状况战斗到底。
为了解决失业率高企、尤其是青年失业率

高企的问题，各国政府早已行动起来。意大利
总理莱塔

0

月初指出，意大利政府将力争在未
来数年间将该国青年人的失业率降低到

.),

以
下。政府一方面会予以雇用青年员工的企业部
分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也将考虑出
台为年轻雇员度身定作的新劳动法规措施。法
国总统奥朗德也表示，政府有能力通过一系列
拯救措施在今年年底前扭转失业率曲线。

正如分析指出的，失业问题一向是经济衰
退过程中的滞后指标，在经济刚开始恶化之时
不会立刻出现，但在经济复苏后恢复起来也最
慢。降低失业率，注定了是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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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西班牙两大工会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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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全国大罢工。图为民众聚集在马德里市

中心的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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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大潮涌 世界很忧伤
本报记者 张 红

观点集
萃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

时说：“青年人失业是欧洲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再这样

下去，青年人将对政府失去

信任，对欧盟失去信心。高

失业率可能导致社会分裂，

这是对欧元区团结的最大威

胁。欧盟各成员国必须想尽

一切办法拯救这一代青年

人，他们是欧洲历史上受教

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却成

为失落的一代。”

《经济学人》专栏作家保

罗·麦基说：“许多人认为，技

术创新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

将使不少人面临失业。这种

观点是不全面的。当新技术、

新材料逐渐成熟，其带来的

变化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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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

有可能会让制造业工人失

业，但又会带来物质文明的

极大繁荣。一个传统行业的

失业者，可能得益于新技术，

甚至获得前所未有的创业机

遇。在这个新时代里，挑战与

机遇并存。”

美国《时代》周刊专栏

作家迈克尔·舒曼撰文指出，

全球年轻人面临的这场危机

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当前

的全球经济无法为大学毕业

生和其他首次加入就业大军

的人们提供满意的就业机

会。就业危机持续的时间越

长，危害就会越大。年轻人

失业问题有可能从令人遗憾

的社会弊端升级为对世界各

地未来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重

大威胁。

国际劳工组织年轻人就

业计划协调人詹尼·罗萨斯

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这

支失业年轻人大军有可能成

为‘迷惘的一代’。现在的

局面是，我们的孩子所面临

的情况比我们
!)

年前所面

临的情况还要糟糕，我们是

在倒退。”

世界银行年刊前总编辑

凯文·拉弗蒂撰文表示，失业

是资本主义深不可测的黑

洞。过去那种无论逆境还是

顺境中都会相互扶持的由家

庭组成的社区正在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迅速发展的混乱

不堪的城市，失业在这里已

经几乎算得上是一种灾难。

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

事务专员奥利·雷恩说：

“鉴于衰退时期的延长，我

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克服欧洲

失业危机。欧盟多项政策都

是专注于可持续性增长和就

业创造。只有完成了痛苦的

改革后，才有可能进一步降

低失业率。”

美国原总统经济顾问委

员会主席拉齐尔在《华尔街

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全

球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率并

不是检测劳动力市场最可靠

的试金石。相反，人们应该

更多地关注就业率。评价劳

动力市场更好的办法应该是

看有多少人在工作。”

（杨晓敏编译）

“飞特族”英文原意为“
!"##$#"

”，由英语

的 “ 自 由 ” （
!"##

） 与 德 语 的 “ 劳 工 ”

（
%"&#'$#"

） 两个词组合而成，以表示一种自由

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年龄一般在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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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之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多从事一些弹性很大的短

期工作。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飞特族”是“为生

活而挣钱，不为挣钱而生活”的一类人。他们不喜

欢循规蹈矩的上班族生活，往往攒够了钱就递上辞呈撒

手走人。因而“飞特族”又被称为“自由失业族”或

“失业快乐族”———游走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人。

成功的“飞特族”不仅敢冒风险、有智慧，而且有

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懂得如何利用“失业”给自己

充电。因而虽然“飞特族”常常“丢工作”，但一旦准备充

分，便能迅速地凭借优秀的个人素质重返职场。

“飞特族”

“尼特族”一词源自英国，为
,--.

（
,/$

01""#2$34 #25%5#6 '2 -783/47#2$9

-610%$'/2 /" ."%'2'25

） 的音译词。根据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定义，“尼特族”是指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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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未在学、未就业、也没有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在

中国大陆俗称“家里蹲”“啃老族”。

“尼特族”主要在发达国家和经济高增长、生活

素质高的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阶层中产生，诸如美国、

英国、韩国青年中“尼特族”比例均高达
:)<

以上。

“尼特族”本为适龄工作的青年人，但是由于没

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或缺乏独立能力，他们普遍就业意

愿不强，宁愿依附在家中靠父母救济渡日。

“尼特族”的壮大不仅浪费劳动资源，加速劳动结

构的老化，而且还会引发诸多家庭纷争以及“不婚、不

生、不养”等社会问题。

“尼特族”

指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是用来反映

一国或一个地区失业程度的主要指标。

各国在统计失业率时标准不一，相互之间的可比

性较差。比如定义劳动力总数时，美国、德国等取用

民用劳力总数，而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使用的是

全部劳动力总数。

定义失业人数方面，英国、法国规定在统计失业

的当日凡
:+

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并已在职业

介绍所或就业服务机构登记，但尚无工作的人均为

失业者。而美国则规定为
:=

岁以上有工作能力无

工作，且在调查前
>

周内一直寻找工作的人为失业

者。

尽管统计上存在标准差异的问题，但各国公布

的失业率仍不失为一个衡量总体经济形势变动的重

要指标。

失业率

名 词 解 释

苟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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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希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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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罢工，示威者

要求政府停止削减财政支出和提高税收，

并采取合理措施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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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青年失业后被赶出公司员工宿舍，为节省开

支，他入住每月租金为
$-)))

日元的胶囊旅馆。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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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数千民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市举行游行示威，

要求工作机会。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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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
.

日，印度北部城市阿拉

哈巴德，铁路系统招聘考试的应聘者在火车站等

候。 图片来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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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英国伦敦，失业青年在求职中

心外排队，呼吁关注青年失业问题。

图片来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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