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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的大学生失业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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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影响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大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类的原因，大

学生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属于这类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外的原因，从

均衡工资，有效需求和供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

工资也是引起大学生失业的原因，而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工资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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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学生就业难度日益增加，特

别是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

更加严峻，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大学生

失业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有价

值的研究课题。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从各

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文献

也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将从大学生失业的现状出发，

以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点，对大学生失业的

原因进行分析。 
 

一、大学生失业的现状 
 

从我国来看，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日益增

加，而各大高校仍然在不停地扩张招生规模，大量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日益加剧。很多大学生基本上是

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大学生失业的数量日益攀升，

表1列举了从2001～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一些统计数

据。待业人数和就业率一增一减，这 2 组数字非常直

观地显示出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很严峻。急需要采取

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目前国家宏观调控的

政策来看，政府也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如近年来出

台的鼓励“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应征入伍”等，都是旨

在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但收效都甚微，效果也是暂

时性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失业问题。要从

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失业的问题，还必须深究大学生失

业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大学生失业问题。 

表 1  2001～2009 年大学生失业数据 

年份 毕业人数/ 
万人 

待业人数/ 
万人 就业率/% 

2001 114 34 >80 

2002 145 37 80 

2003 212 52 75 

2004 280 69 73 

2005 338 79 72.6 

2006 413 116 71.9 

2007 495 144 70.9 

2008 559 179 68 

2009 611 232 62 

数据来源：引自叶保丹，陈莹[1]论文，经笔者整理归纳。 

 

二、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引起大学生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社会的、政治

的、经济的、以及大学生自身的。Jean Jacques Paul and 
Jake Murdoch 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大学毕业生的

供给超过了经济需求，进而产生大学生知识性失业[2]。

雷虹认为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经济过剩的现象，经济

发展速度放慢，消费疲软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了

宏观就业总形势的严峻，而大学生的供给却高速增长, 
进而引致失业[3]。白清平[4]、吴王元[5]、王能[6]、吴克

明[7]等学者都认为大学生失业突出的表现为结构上的

失衡，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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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结构的失衡、大学生职业搜寻等原因引致了大

学生失业问题的产生。关于大学生失业问题，有大量

学者阐述了自己的研究。但是却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

解释力不完全，解释角度也比较单一。笔者认为大学

生失业的原因系统来看无非可以归结以下两大方面。 
(一)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内的大学生失

业原因 
如图 1 所示，它是劳动力市场的的一个均衡分析

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劳动力市场已经出清，劳动力

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于 E 点，均衡工资为 W0，最

优劳动力数量为 L0。劳动力供求在总量上是平衡的，

不存在偏颇，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也是由 供求关系自

发的决定的，不受外力影响。 
 

 

图 1  劳动力市场均衡图 

 

在这样的框架下，存在的失业问题，则是由于市

场的一些障碍引起的，包括劳动力主观方面的原因和

市场本身的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因而失业问题只是

短暂的现象。 

大学生失业中由于摩擦性因素(指在劳动力市场

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

而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结构性因素

(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的流动能迅速适

应这些变动，但由于劳动力有其一时难以改变的观念

结构，知识结构等很难适应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动，它

突出的表现为“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状况)和自

愿性因素(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也拥有工作机

会,但是对于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而不去工作)引起

的失业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大学生找工作的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

寻的过程，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因而大

学生失业具有一定的摩擦性成分[8]。目前大学生出现

“知识性”失业(是指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型劳动

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劳动力

市场的制度分割引起的，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

供给过剩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因此应该逐

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鼓励大学生到西部

和农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9]。行业之间收益的显

著差异可以部分解释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有业不

就”和“无业可就”并存的现象。大学生失业表现为结构

上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高校教育结构的失衡、大学生职业搜寻等原因引致了

大学生失业问题的产生。 
这些分析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内的，从

这个角度也就是说从总量上大学生的供求是平衡的，

只是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着时间差和结构上的失衡。这

些都应该是短期现象，正常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

展，劳动力市场会自动调节障碍。所以从劳动力均衡

框架之类只能部分解释引起大学生失业，特别是解释

大学生短暂性，周期性的失业增加。但这三类失业在

失业率中只占很小比重，对于从统计资料显示的目前

大学生存在的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从这些方面来解释

显然力量不足。所以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框架之内

不能完全解释大学生失业的长期大量存在。 
(二)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外的大学生失

业原因 
1. 均衡价格和供给合理，有效需求不足 
如图 2 所示，在此图中，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处于

均衡状态了。供给是合理的，市场的均衡价格也合理，

但是由于某些外在的原因，使得有效需求不足，需求

曲线由原来的 D 左移至 D1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则由

L0 下降至 L2，与此同时均衡工资下降到的 W1 水平产

生 L1L2数量的失业人口。 
 

 
图 2 有效需求不足引致失业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故意减少对大学

生的雇佣，若所有企业都采用相同的方法，则市场上

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产生[10]，这是外国学者在 1977
年研究大学生失业时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某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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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乏这种例子。一些学者经研究认为吸纳劳动力的

主力军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社会力量长期发育不

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起大学生失业现象的

产生[11]。并且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经济过剩的现象，

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消费疲软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导

致了宏观就业总形势的严峻，而大学生的供给却高速

增长。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会对就业产生拉动作

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就

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GDP 增长基本保持在 8%左右。

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赶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从而有

效需求不足，进而失业产生。发展中国家教育依附于

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欠发达国家不独立的依附

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大学生供给超过十分

有限的职业需求，由于有效需求的限制，整个高层次

教育出现持久性过剩，从而形成大学生失业。 
根据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力量会自发的调

节供给和需求，现在的现状是社会已明确知道大学生

的供给相对于需求要多，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

近年来，扩张仍在继续，大学生供给仍在攀升。若市

场需求数量有限，那么从理性人角度出发，选择读大

学的人数量应该减少，但现实却刚好与之相反，而且

有效需求不足只适应于解释大学生的非自愿性失业，

显然从这个角度也是只能部分解释当前大学生的失业

原因。 
2. 均衡价格和需求合理，劳动力供给过剩 
如图 3 所示，劳动力市场上需求和均衡工资合理。

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均衡工资为 W0 劳动力需求为

L0。此时劳动力市场出清。由于某种外在因素的变动，

使得 S 右移至 S1，由于供给曲线的右移使得均衡工资

水平下降到 W1，于是产生 L1L2数量的失业人口。 
 

 
图 3  供给过剩引致失业 

 
现阶段大学生失业原因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这

个角度来探求大学生失业原因的。高等教育发展过快，

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需求，进而产生大学生

知识性失业。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招和不断攀升的高

校毕业生数量为这个解释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教育经

济学家罗斯主要以职业竞争为出发点，从职业序列和

个人序列两个方面考察，探讨过度教育，该理论认为，

职业序列中的每个职业岗位都有自身的技术能力要

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个人为竞争职业岗位而

形成的另一序列中，每个岗位的相对位置取决于一系

列个人特征，诸如教育水平、职业经验等。职业序列

及其结构的刚性与个人序列的激烈竞争和变化之间失

衡，形成了教育存量持续超过职业所需，即出现大学

生供给过剩，失业问题在所难免。 
我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2009 年的

毛入学率为 21%左右，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而根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 年世界教育报告》，1994
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就均已超过 30%，其中

法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超过了 50%，但

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而带来

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并且从技术进步与熟练劳动力

供给的关系看，我国在长期内应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并以此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也不能仅以当前出现的大学生“知识性失业”
就简单断定目前的教育供给规模已经过度了。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均合理，实际工资由外生力

量决定，并且高于均衡工资水平。 
如右图 4 所示，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

确定的均衡工资水平为 W0，对应的劳动力需求量为

L0。但由于某种外生力量的影响，而导致市场实际工

资水平 W1 高于出清工资水平 W0，在 W1 的高工资水

平下，市场需求下降，供给增加，进而产生 L1L2数量

的失业人口。 
 

 
图 4  高工资水平引致失业 

 
目前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是高于出清工资水平

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实际工资，能较好的解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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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学生面临的长期大量性失业大部分原因。但这个

刚性的高工资水平是如何确定的，目前主要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来解释。 
(1) 效率工资模型[12] 

效率工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劳动力市场成交

与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效率的发挥不是一回事，工人

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少出力，因而劳动效率的发

挥需要有人监督。效率工资则是指企业付给员工的高

于出清工资水平的工资。这样的工资能够起到有效激

励专业人员的作用，可以提高生产率和企业的经营绩

效。企业采用效率工资可以降低监控成本，吸引并留

住高质量的员工，保证企业竞争力的持续发展。总之，

效率工资的基本理念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作出的努

力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即： 
 

e=e(w) 
 
其中：e 代表努力，w 代表实际工资，并且在当前的

定义域内其一阶导数大于零，e′(w)>0。 
假定工资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便是：Q= 

F{e(w)·N}。其中：Q 为产出水平，N 为投入的劳动要

素量。 
根据上述生产函数，企业的利润函数可改写为： 

p(W，N)=F{e(w)·N}−WN 当企业达到利润最大时，便

可以得到 e′(w)=e(w)/w，如图 5 所示，E 点水平的工资

是企业满意的均衡工资。如果在这一点上，劳动力市

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并且失业者愿意在较低的工

资水平上就业，但企业却不会降低工资水平。由于效

率工资的这种刚性，失业问题就不可避免了。 
 

 
图 5  效率工资模型 

 
用效率工资模型来解释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效率工资更多的只能用来解释单

个企业的行为，那么它造成的失业相对于社会上大量

的失业现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且若很多企业都

采用效率工资，那么效率工资也就不复存在了。用效

率工资来解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持续普遍偏高的工资

水平有不妥之处。 

(2) 隐含合同理论[13] 

隐含合同是指风险中性的厂商与风险厌恶的工人

之间存在的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协议。在现实经济

学充满风险的情况下，某种在雇员和雇主之间形成隐

性合同的刚性工资是经济行为人最优化选择的结果。

在雇主为其雇员承担失业保险的时候，雇佣关系较为

稳定，工资水平也是固定的。隐含合同的存在使工资

水平僵化，工资不能随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而发生上

下波动的调节功能。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总的

劳动力数量由劳动力需求决定，失业就随之产生，这

里的固定工资水平主要是由于雇主和雇员对风险态度

的不同，对工资变动信息不完全掌握的缘故。 
但用隐含合同理论来解释高于出清工资水平的工

资也存在一些缺陷。因为隐含合同理论中雇佣双方所

确定的固定工资水平未必就是高于劳动力市场的出清

工资水平。假定低于劳动力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

时如果仍有大规模失业情况，这一理论将会失去解释

功能。 
 

三、总结 
 

关于大学生失业原因这个严峻的问题，从劳动力

市场均衡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基

于均衡分析框架之内的研究，它可以解释目前大学生

存在的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及自愿失业。但这

三者在失业率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另一类是基于均衡

分析框架之外的研究，可细分为三种情况考虑：一种

情形是均衡工资和劳动力供给合理，有效需求不足引

致失业产生，但是由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出发，市场

力量会自发的调节供求，使之平衡，而目前面临的却

是，虽然大学生失业严重，但供给还在不断的增加，

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更多的是去解释大学生的非自愿失

业；第二种情形是均衡工资和劳动力需求合理，大学

生供给过剩，虽然近年来高校的连续扩招为这种解释

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但是同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

高等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这也

不是当下大学生失业的本质原因；第三种情形是供给

和需求合理，外生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劳动力市场出

清工资水平，运用这个理论能较好的解释大学生长期

存在的总量性失业，但是这个外生的工资水平究竟是

何如被确定的，目前也有了一些解释支持，如效率工

资模型、隐含合同理论等，但说服力都还不够。综上

所述，关于大学生失业这个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则是这个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的实际工资究竟



第 6 期                                  袁乐平，李萍：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的大学生失业原因分析 

 

91

 

是如何外生确定的，并进一步研究出真正能治理大学

生失业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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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asons of the unemployment of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is results from two major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stems from inside the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frame, that is, university students’ friction 
unemployment,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to which the voluntary unemployment belong. On the other hand it 
originates from outside the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frame, that is, from the balanced wages, the effective demand and 
supplie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the excess supply, the high level wages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balanced 
wage, and the fact that the high level wage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balanced wage is the major cause of unemployment 
of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Key Words: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frame; University graduates unemployment; high level 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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