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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 3月份

印度失业率为 6.5%，同比下降 2.3%，环比略微下降。

尽管进程较为缓慢，但印度就业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这得益于印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就业刺激政策。

自去年起，印度政府对本国企业及就业人群加大

帮扶力度。2020 年 5 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推出 20

万亿卢比（1 印度卢比约合 0.09 元人民币）的经济刺

激计划。这一计划除了向失业民众及低收入阶层直

接发放补贴外，还为国内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

业多雇人，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除此之

外，印度政府在去年 10 月还公布“自主印度就业计

划”，为月薪低于 15000 卢比的新雇员提供补贴。印

度官方数据显示，该计划约覆盖 165万人。印度学者

预测，印度政府在这两年内将通过“自主印度就业计

划”创造500万个至600万个岗位。

与此同时，新财年中，印度政府更加积极地吸引

外商在印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

了就业环境。在4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预算中，莫迪提

出一项预计耗资280亿美元的计划，为汽车、电子和制

药行业的外国制造商在印生产提供奖励。这一政策对

于在印投资的外商颇具吸引力，已经初显成效。亚马

逊公司 2月宣布计划在金奈建立一条生产线，与印度

合作生产电视流媒体设备；苹果公司 3月也表示将在

印度为当地客户生产新款手机。全球金融服务提供商

瑞信预计，到 2027年，该计划将拉动印度国内生产总

值1.7%的增长，同时创造280万个就业岗位。

国内就业情况企稳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印

度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方面，央地政策不一将掣肘全国范围内就业计

划的实施。近日，印度多个邦为解决本地青年就业问

题，出台了一系列本地劳工保护政策。哈里亚纳邦规

定，所有月薪低于 5万卢比工作岗位中的 75％需要留

给在哈邦居住满 5 年的本地居民。作为印采矿和重

工业中心地带的贾坎德邦也计划出台类似法规。此

类政策与中央政府致力于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吸引外

商加大投资的方针相矛盾。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

经济学专家指出，印各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大量引进外

国直接投资，但在这一点上各邦与中央的政策难以协

调，“一个国家，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很难达成。

另一方面，出于防疫、环保等其他领域的政策需

要，经济增长与就业复苏或将作出“牺牲”。随着经济

活动逐步重启，印度疫情有所反弹，确诊病例最近又

创新高，原定于近日实施的新劳动法不得不推迟，可

见当前印度的就业在疫情面前仍然较为脆弱。此外，

当前印度政府正在制定碳中和时间表。然而，诸多学

者指出印度政府的碳排放承诺不切实际，因为印度人

口仍在不断增长，并且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如

要兑现减排承诺，则需拿出十分激进的减排政策，而

这恐怕将影响许多行业，导致失业率上升。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今年 2月份的就业数

据显示，韩国就业人口、失业率等指标，较去年

同期均进一步恶化。

今年 2月，韩国就业人口共计 2636.5万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47.3 万人，就业人口总数已

连续 12个月出现同比下降。从行业来看，服务

业受影响最大，其中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

就业人数的减幅尤为明显，分别较去年同期减

少 23.2 万人、19.4 万人。韩国政府推动的行政

服务类行业的就业人数略有增长，例如卫生保

健和社会福利部门的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了9.1万人。

从年龄层来看，韩国劳动人口就业情况依

然欠佳，但老年人就业有所改善。相比去年同

期，20 岁至 29 岁、30 岁至 39 岁、40 岁至 49 岁以

及 50 岁至 59 岁这四个年龄段的就业人口分别

减少了10.63万人、23.83万人、16.6万人和13.93

万人，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增加了21.2万人。

失业率方面，今年 2月韩国共有 135.3万人

失业，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0.1 万人。失业率达

4.9%。其中，15岁至 29岁青年人和女性的失业

问题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韩国的就业情况未见好转。究

其原因，是就业“老大难”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就业问题早已困扰韩国多年，是个长期积

累的结果，原本就很难得以改善。近期韩国就

业情况不佳，可以被看作是韩国近十几年就业

问题的延续。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韩国经济一蹶不振，就

业问题逐步恶化。早在多年前，前任韩国总统

朴槿惠执政时期，“改善就业”“青年失业率高”

就成了那时的高频词汇。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但收效甚微。

韩国近年继续着力改善就业，临时工向正式

工转换、保障弱势群体就业成了施政重点，但就

业形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近年不断出现老

年就业人数激增但劳动人口问题犹存的现象，今

年2月就业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亦是如此。

疫情暴发又给了韩国就业问题一记重拳。

宏观层面来看，疫情直接导致韩国去年 GDP出

现了负增长，经济萎缩给就业带来严重负面影

响。从微观层面来看，韩国疫情时常反复，时至

今日，每日新增病例还维持在数百例的水平。

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没有外国游客，本国

国民外出时多时少。二是韩国数次收紧防疫

措施，店铺营业和居民消费又进一步受到了

限制。

疫情之下，诸多中小企业和从事线下服务

业的商家纷纷关店或裁员。服务业就业岗位减

少，不但对韩国整体就业形势不利，也因为诸多

女性从事服务行业工作，而导致女性就业岗位

减少更加明显。

为应对就业问题，韩国也在不断出台相关

措施。2 月份以来，韩国一是启动了公共就业

岗位项目，增加公共事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二

是追加 15万亿韩元预算，向全国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群体第四次发放补贴，并为就业困难群体

增设27.5万个工作岗位。三是继续推动疫苗接

种事宜，并扩大疫苗接种年龄层，以求早日让韩

国国内疫情稳定下来。

不过从当下情况来看，韩国就业情况未来

也许会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而出现一定好转迹

象，但就业形势整体欠佳的局面，短期内仍难以

扭转。多年形成的就业难题，还需假以时日一

步一步处理才行。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欧洲就业也遭受巨

大冲击。相较其他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就业形势可

谓相对稳定，不仅失业率明显低于其他欧盟主要经济

体，而且居民收入并未出现大幅下滑。这与德国在疫

情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就业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德国是如何在疫情之下稳就业的呢？这就不能

不提到颇具德国特色的一项就业保障举措——短时

工作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在企业遇到经济危机

等严重经营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启动短时工作制

度。启动后，企业可以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减少支付

工人工资的方式压缩成本，改善经营状况，避免直接

将工人辞退。政府则向企业提供短时工作制下的社

保等各类补贴。启动短时工作制后，企业员工仍可以

得到原有薪酬的 60%，有子女的员工则能够另外多拿

7%的收入。这样既可以有效压缩企业用工成本，最

大限度地保留更多的工作岗位，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裁

员潮，又确保员工的收入不会大幅下降。

为了应对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去年德国政

府还及时调整了短时工作制的相关标准，降低了启动

短时工作制的门槛。在新规定下，企业在面临失业风

险的员工数达到 10%的情况下即可申请短时工作津

贴，而此前的标准为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疫情

反复对德国经济产生了更加持久的负面影响，德国政

府进而决定继续延长短时工作制的特殊政策至今年

年底。

此外，德国政府为了保障劳动者收入水平，还对

短时用工工资进行了调整。根据新的规定，在进入短

时用工第 4 个月起，工资水平将由最初的 60%（有子

女者为 67%）增加至 70%（有子女者为 77%），自第 8个

月起增加至 80%（有子女者为 87%）。大幅提高短时

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成为德国在疫情下稳定就业、保

障居民收入水平的又一重要举措。

根据德国联邦劳动局的统计，在2020年4月第一

轮封锁措施的高峰期，德国进入短时工作制的人数达

到 600万。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1月仍有260万人处于短时工作状态。如此之高的

短时用工比例，凸显出该制度对企业应对危机的重

要性。

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舍勒表示，德国的短时工作

制度极大程度地稳定了就业，防止了大面积失业的情

况发生。德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海尔也表示，短

时用工制度是德国稳定就业的成功模式。通过这一

制度，居民就业及收入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德国在疫

情期间将继续推动短时工作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短时工作制度虽好，但对政府而言是巨大的财

政负担。得益于多年来优秀的财政状况，德国政府

在应对这笔巨大的开支时显得从容不迫。虽然去年

和今年德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往年相比急剧增加，

但相较其他欧盟国家，仍处于“健康”区间。这也

是德国政府能够如此大规模采取稳就业保民生措施

的底气所在。

虽然短时工作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工资损失，但最

大限度地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收入和就业安全，有助于

企业和员工度过危机。同时，在危机期间保持工资水

平不出现大幅下滑，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德国国内购买

力，是稳定内需的有力支撑，进而促进经济复苏。对

于德国政府而言，短时工作制度确保就业基本稳定，

有利于维持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在危机结束后

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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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短时工作制有奇效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韩国:“老大难”难上加难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印度：制定专项扶持计划
本报记者 施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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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漫长。。

短时工作制度是颇具德国特色的一

项就业保障举措，该制度极大程度地稳定

了就业，防止了大面积失业的情况发生。

韩国就业人口总数已连续 12个

月出现同比下降。究其原因，是就业

“老大难”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双

重作用下的结果。

自去年起，印度对本国企业及就业人

群加大了帮扶力度。尽管进程较为缓慢，

但印度国内的就业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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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受疫情影

响响，，韩国首尔韩国首尔

明洞大量商店明洞大量商店

关门关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云飞白云飞摄摄

33 月月 11 日日，，

理发师在德国理发师在德国

科隆的一家理科隆的一家理

发店为顾客服发店为顾客服

务务。。

（（新 华 社新 华 社

发发））

在印度新德里在印度新德里，，一一

名男子推着装满货物的名男子推着装满货物的

三轮车前行三轮车前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