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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和需求为研究主线，以供求双方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

析法提取定义变量，通过三个层级的观察变量逐层、逐步、逐一分析。得到就业服务条件还

须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政策需求度最高，就业服务内容有待创新等结论，并提出了针对公

共就业服务的完善建议。本文在供求双方的视角下，不但明晰了失业人员的需求，也呈现了

就业服务机构的供给现状，为达到公共就业服务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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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losely surrounds the research project that both supply and demand as
research object，us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extract and define variable，and through three hierarchy
observation variable to analyze，step by step． The outcome show that employment service condition
should be improved，the demand of employment service policy is the highest，and employment
service content remains to be innovative． The analysis is in terms of both sides of supply and
demand，so the demand of unemployment people is distinct，and the supply of employment service
department is clear． It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cy supply of PES．
Keywords: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 PES) ; expression required; consistency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目前 “自上而下”的传统供给决策模式，

使得政府很少考虑公共就业服务对象的现实需求，缺乏有效的互动，从而会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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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有的地方供给不足，而有的地方超过承受能力的现象。以 “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为主导，

影响了公共就业服务供需的匹配。为减少供需错位，以及信息不对称，应及时了解公共就业服务对象

的诉求与需求，以及供给的真实水平。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明晰供需现状，才可能实现最优供

给，提高供给效率，避免资源浪费，也为提升就业服务机构公众满意度指明了方向，为建立和健全绩

效管理机制，提高服务的质量、效率起到推动作用。

一、文献回顾

公共品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

的减少［1］。公共品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两种形式。公共服务是不具有物质形态的公共品［2］。狭

义的公共服务指的是政府四大职能中，平行于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的部分，包括教

育、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环境保护、科技服务等内容［3］。公共就业服务是

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向就业困难群体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性工作，以帮助劳动

者获得就业岗位和提升就业能力，帮助用人单位寻找合格劳动力。公共就业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

质，是政府履行公共事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其内容包括: 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就业咨询服务、就业

指导服务、职业介绍服务、就业培训、就业委托服务和就业管理服务等 (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

定》劳保部 28 号〔2007〕) ［4］。一般公共品的需求从产生到实现要经过两个主要环节: 对公共品需求

偏好的表达，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即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5］。
在公共品需求方面的研究，刘卫、谭宁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需求表达机制

的构建［6］。刘宏凯、解西伟根据黑龙江省 573 名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认为现行传

统的供给决策机制没有反映该群体的真实需求，提出应建立民主表达机制［7］。张立荣、李名峰通过

对湖北省 624 名农村居民的调查，从满意度和需求度的二维视角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

析，并提出各级政府应依据各类公共服务的特征及优先顺序，采取差异化的供给策略［8］。孔祥智、
涂圣伟对 113 家农户进行调研，通过二值响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影响农户需求偏好的因

素进行了分析［9］。在公共品供给研究方面，刘小兵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

可能性进行了实验研究，认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公共品提供的市场缺陷，通过制度合

理设计能够促进公共品的有效供给［10］。朱玉春等对陕西省 32 个乡镇的调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农

民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斯蒂模型对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进行了

实证分析［11］。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或有效供给中的一方进行探索的，

但要想达到有效供给的目标是需要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而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通过实证性

研究，反映目前公共就业服务的供需现状，以及失业人员的诉求。

二、调查情况概述

1． 抽样情况

2012 年 7 ～ 9 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失业人员再就业研究课题组以北京市为依托，通过实证调

研，从失业人员需求角度和服务机构供给角度共同研究公共就业服务供需一致性状况。共发放问卷

1050 份，收回 880 份，其 中 失 业 人 员 问 卷 750 份，收 回 602 份，有 效 问 卷 576 份，回 收 率 为

80. 27%，有效率为 95. 68% ; 工作人员问卷 300 份，回收 278 份，回收率为 92. 67%，其中有效问卷

276 份，有效率为 99. 28%。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人数为 37 位。
2． 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

通过 α系数法对失业人员问卷和工作人员问卷分别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失业人员问卷参

与检验的相关题目共 27 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三个部分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 968、0. 958、0. 965，所有题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986。而工作人员问卷参与检验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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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共 27 项，也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三个部分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 957、0. 946、
0. 965，所有题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983，说明两份问卷的信度以及各部分内容的信度都很

高。失业人员问卷和工作人员问卷中关于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都由三部分组成，在文献研究

和专家请教的基础上，认为此三项内容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通过因子分析得到，KMO 统计量分别

为 0. 963、0. 962，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近似卡方值分别为 6834. 387、7801. 770，且都在 0. 001 的水平

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份问卷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问卷设计较为合理。

三、公共就业服务的供需一致性分析

本文在综合《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以及吴江、王欣［12］，张新华、刘海莺［13］等学者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就业服务四项基本职能，选取就业服务政策、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
就业培训服务、失业补贴管理、就业服务效率、服务人员素质、就业服务环境八个方面作为二级观察

变量，并通过因子分析法从中提取公共因子作为一级观察变量，并从失业人员的需求度和服务机构的

实际供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公共就业服务的各项需求程度以及有效供给程度，在问卷中采用李

克特五点量表法，把需求度分为“完全不需要”、“不太需要”、“一般”、“比较需要”、“非常需要”
五个量级，把有效供给程度分为“完全没帮助”、“帮助不大”、“一般”、“帮助较大”、“帮助非常

大”。并分别将“完全不需要”到“非常需要”以及 “完全没帮助”到 “帮助非常大”依次量化为

从“1”到“5”。数值越高，代表失业人员对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程度越高，就业服务机构实际供给

程度越高。
1． 一级观察变量的确定

本文运用 SPSS 20.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并采用因子分析法从公共就业服务各项统计指标中提

取公共因子，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指标变量。因子分析法是将描述某一事物 ( 或概念) 的多个观测变

量简化为少数几个潜在变量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4］。设样本容量为 n，原始变量为 x1，x2，… ，xm，

且原始变量可以归结为 p ( p ＜m) 个公共因子 F1，F2，…，Fp，则有 xi = ai1F1 + ai2F2 +… + ai pFp + εi

( i = 1，2，…，m) 。其中，εi 为特殊因子。ai1，ai2，… ，aip，反映了第 i 个变量 xi 分别对公共因子

F1，F2，…，Fp的依赖程度; a1j，a2j，… ，amj，反映了第 j 个公共因子 Fj 对各个变量 x1，x2，… ，

xm的重要程度，系数越大，说明对解释相应变量的作用越重要。
由观察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知，供需两组八个观察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 3，且所有观察变量

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关系 ( P ＜ 0. 001) 。KMO 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0. 963、0. 962，均大于 0. 7，巴特利特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分别为 6834. 387、7801. 770，对应的概率值 P = 0. 000 ＜ 0. 001，可放心进行因

子分析。
各观察变量共同度均高于 0. 5，表明变量中的大部分信息均可以被很好解释，说明因子分析的结

果是有效的。供需两组数据均采用主成分法提取 3 个公共因子，并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

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因子旋转载荷矩阵，总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80. 326% 和 78. 415%。在公共因子

F1中，就业服务效率、服务人员素质、就业服务环境三个观察变量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与其关系密

切，将其定义为“就业服务条件”; 在公共因子 F2中，就业服务政策观察变量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且与其关系密切，将其定义为“就业服务政策”; 在公共因子 F3 中，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
就业培训服务、失业补贴管理四个观察变量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与其关系密切，将其定义为“就业

服务内容”。
2． 需求度和供给程度的整体情况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共因子，将其定为一级观察变量，并计算一级观察变量和二级观察变量在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得分情况 ( 如表 1 所示) 。失业人员对于公共就业服务各项需求程度的平均得分

为 3. 258，就业服务机构实际供给程度平均得分为 2. 220，且在所有观察变量中前者得分均高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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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前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各个项目失业人员对其的需求程度都要高于就业服务机构的实际供给程

度。因为打分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群体，仅依据这一点判断过于绝对。李倩、张开云在对广东省农村

公共服务调查的分析中采用 5 分制打分的方法，通过平均值反应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与重要度［15］。
本文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对需求和供给程度进行研究的。由于均值可以很好地反映相对情况，所以可以

通过均值将需求与供给情况进行细致划分，逐一归类分析。只有这样的探索与研究才是更有价值的，

而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逐步深入研究的。

表 1 公共就业服务需求和供给得分情况
一级观察变量 需求程度 供给程度 二级观察变量 需求程度 供给程度

就业服务内容 3. 230 2. 339

职业介绍服务 3. 194 2. 368
职业指导服务 3. 194 2. 393
就业培训服务 3. 198 2. 423
失业补贴管理 3. 333 2. 170

就业服务条件 3. 251 2. 256

就业服务效率 3. 179 2. 420
服务人员素质 3. 333 2. 132
就业服务环境 3. 285 2. 215

就业服务政策 3. 265 2. 184 就业服务政策 3. 265 2. 184

图 1 中横坐标为需求程度，纵坐标为供给程度。通过总平均分 ( 3. 258，2. 220 ) 将区域划分为

图 1 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情况

四个象限，分别用Ⅰ、Ⅱ、Ⅲ、Ⅳ表示。三角代表

一级观察变量，圆点代表二级观察变量。由图 1 可

知，三个一级观察变量，其中就业服务内容在象限

Ⅱ中，就业服务条件和就业服务政策均在象限Ⅳ中。
且所有二级观察变量均分布在象限Ⅱ和Ⅳ中，象限

Ⅰ和Ⅲ中无任何变量。由此可以看出，就业服务机

构对就业服务内容整体的供给程度高于均值，而失

业人员对就业服务内容整体的需求程度却低于均值。
说明就业服务内容相对于其他公共就业服务项目而

言，就业服务机构的供给大于失业人员的实际需求。
就业服务内容的二级观察变量主要由就业培训服务、

职业指导服务、职业介绍服务、失业补贴管理组成。这四个二级观察变量，前三个均在象限Ⅱ中，而

失业补贴管理则在象限Ⅳ中。这也与就业服务内容一级观察变量在象限Ⅱ中的情况相吻合。这说明，

对于就业培训服务、职业指导服务、职业介绍服务这三项公共就业服务而言，均是供大于需，而对于

失业补贴管理而言则是供小于需。而就业服务条件相对于其他公共就业服务项目而言，表现出失业人

员的需求程度略高于就业服务机构的供给程度。也就是说，失业人员对于就业服务机构的办公环境、
人员素质以及办事效率等认为是很重要的，希望就业服务机构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就业服

务条件的二级观察变量主要由就业服务环境、服务人员效率以及就业服务效率组成。这三个二级观察

变量，前两个均在象限Ⅳ中，而就业服务效率则在象限Ⅱ中。这与就业服务条件一级观察变量在象限

Ⅳ中的情况相吻合。同时也说明，就业服务环境和服务人员素质目前均是供小于需，而对于就业服务

效率则是供大于需。就业服务政策相对于其他公共就业服务项目而言，表现出失业人员的强烈需求且

实际供给情况与之相差的距离较大。就业服务政策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根本所在，指导与指引着服务

的方向。政策的倾向性直接关系着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以及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到底能得到多少来

自政府的帮助。因此，无论是已有政策的调整还是新政策的出台，都应认真参考失业人员真实的需求

并让其表达出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有效供给，才能使实施措施合理恰当，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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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失业人员受益。
3． 服务条件的供需情况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就业服务条件中各项目的供需情况，又将 3 个二级观察变量划分成 9 个三级观察

变量，进一步分析 ( 如表 2 所示) 。通过就业服务条件均值 ( 3. 251，2. 256 ) 将区域划分成四个象

限，分别用Ⅰ、Ⅱ、Ⅲ、Ⅳ表示。由图 2 可以看出，所有观察变量均分布在Ⅱ和Ⅳ两个象限内，而Ⅰ
和Ⅲ象限中无任何观察变量。就业服务条件各项中，就业服务效率位于象限Ⅱ中，而就业服务环境和

服务人员素质则位于象限Ⅳ中。

表 2 公共就业服务需求和供给得分情况
三级观察变量 需求程度 供给程度 三级观察变量 需求程度 供给程度

职业介绍服务内容 3. 239 2. 306 就业服务机构窗口分类清晰性 3. 308 2. 166
就业岗位供求信息 3. 158 2. 369 就业服务机构电子政务水平 3. 254 2. 229

就业岗位搜寻与开发 3. 185 2. 429 服务人员公平公正 3. 286 2. 139
职业指导服务内容 3. 205 2. 382 服务人员礼仪态度 3. 333 2. 143
职业指导服务流程 3. 184 2. 403 服务人员业务咨询解答清晰性 3. 252 2. 115

就业培训机构师资配备 3. 208 2. 425 职业介绍政策 3. 290 2. 214
就业培训服务课程 3. 172 2. 442 职业指导政策 3. 241 2. 224
就业培训服务方式 3. 215 2. 404 就业培训政策 3. 144 2. 171
失业补贴核审鉴定 3. 324 2. 104 灵活就业政策 3. 299 2. 104
失业补贴经办流程 3. 341 2. 236 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3. 308 2. 084

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化水平 3. 143 2. 320 小额贷款政策 3. 229 2. 23
申请办理流程简捷化水平 3. 251 2. 368 自谋职业政策 3. 295 2. 254

在线咨询、网上办理事务便捷性 3. 142 2. 571 再就业援助政策 3. 318 2. 19
就业服务机构大厅环境幽雅性 3. 293 2. 249

图 2 就业服务条件的需求与供给情况

( 1) 在就业服务效率上，表现出供大于需的

情况，说明目前的办事效率及网络化水平已能够

满足失业人员的需求。对于公共就业服务而言，

提高就业服务效率不仅是让失业人员得到满足也

要让工作的办事人员得到满足。不仅让失业人员

在办理事务中感到便捷，也能让服务人员在办理

业务中有同感。前者目前已经做得较好，但通过

访谈可知后者仍需提高。虽然劳动保障平台信息

管理系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不少工作人员反映

模板繁琐，认为应使版面更加简洁化，并应使更

多的数据资源能够共享，加快网络信息更新的速

度。因此，在提高办事人员效率的同时也应同步提高网上办公的效率，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作用。
( 2) 在就业服务环境上，失业人员表现出较高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就业服务机构大厅环境的

优雅、窗口分类的清晰以及电子政务水平都直接影响着失业人员办理事务时的便捷程度。因此，依然

要优化就业服务环境，推进无纸化办公，加强电子政务的推广，尤其是服务窗口的分类要清晰、明

朗，便于失业人员办理各项手续。
( 3) 在服务人员素质上，失业人员的需求与其他方面相比是最强烈的，但实际的供给情况并不

乐观。因此，就更加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态度，业务内容解答流畅。从目前来

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是相关专业毕业，并且拿到专业水平认证的人员也较少，

这就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业务培训，只有这样才能使就业服务质量得到有效保证，不因服务人员

素质水平问题而阻碍公共就业服务的发展。有关学者在原宣武区职业服务中心的调研中，发现正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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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人员与临时聘用人员比例达到 1∶ 1. 24，而且正式在编人员中的 17% 又被抽调到其他单位［16］。公共

就业机构人员少、负担重的问题已凸显。因此，应加强对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专业人员队伍的建

设，加大招用有社会保障专业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只有加强了基层队伍的专业建设，

才能更好地帮助失业人员，为其宣传、解答就业政策，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服务。
4． 就业服务内容的供需情况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就业服务内容中各项目的供需情况，又将 4 个二级观察变量划分成 10 个三级观

察变量，进一步分析 ( 如表 2 所示) 。通过就业服务内容均值 ( 3. 230，2. 339) 将区域划分成四个象

限，分别用Ⅰ、Ⅱ、Ⅲ、Ⅳ表示。由图 3 可以看出，所有观察变量均分布在Ⅱ和Ⅳ两个象限内，而Ⅰ
和Ⅲ象限中无任何观察变量。说明就业服务内容中大部分项目都出现了供大于需的情况。

图 3 就业服务内容的需求与供给情况

( 1) 在职业指导服务中，流程和内容均表现

出相同的状况。失业人员对其需求不高，也说明

了该群体对该项就业服务的失望。虽然表现出一

定的供给水平，但是这样的水平又能否切实帮助

失业人员重新树立信心，寻找新的岗位? 需求总

是跟期望联系在一起的，目前的职业指导服务过

于形式化，使失业人员不能真的体会到该项服务

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帮助，也不能真正地领略到该

项服务的意义所在。职业指导服务本应是一项能

够帮助失业人员树立再就业信心，使其适应现状，

了解自我真实就业能力和社会需求的服务性工作。
不但应从心理上给予失业人员安慰，更应从专业

的角度为其设计符合现实需求、符合自身状况的职业生涯规划。但目前国内的职业指导服务显然已食

之无味，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辅导过程，所以流程和内容也不会有想像中的那么好，久而久之，该

项服务在失业人员心目中的印象越来越一般，使其感到有无都一样，从而降低了他们对于该项服务的

需求程度。
( 2) 在就业培训服务中，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失业人员对于就业培训课程、培训机构的师资

配备以及服务方式等都表现出较低的需求，而实际供给情况却相对较高。我国现有的再就业培训机构

分为三类: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就业中心、技工学校。我国的就业培训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也同

样具有促进作用［17］。“三年千万”政策使得 1998 ～ 2000 年，一期再就业培训人数达到了 1300 万人，

培训后就业率为 65%［18］。2001 ～ 2003 年，二期再就业培训人数达到了 1535 万人，培训后就业率为

63%［19］。这说明了，就业培训服务对于失业人员再就业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成果显著。
目前，我国针对失业人员的就业培训服务主要是委托给公共机构负责，属于免费性质的服务，费用的

支出全部出自失业保险金。在现有的情况下，该项服务已经做得较好，但是是否应该考虑在供给的过

程中有所创新，建立多元供给制度，是值得思考的。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已实行就业培训外包制度，通

过竞标确定培训机构，并对讲师授课效果给予评价，以便增强培训效果，这些方式都是值得参考的。
( 3) 在职业介绍服务中，就业岗位信息提高和就业岗位搜寻与开发表现出供大于需的现象，而

职业介绍服务内容则表现出供小于需的现象。职业介绍为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相匹配提供

了一个操作平台，它是就业服务的核心内容［20］。从职业介绍机构的平均服务人员数目来看，未发生

较大变化，由 1999 年的 2. 8 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3. 4 人［21］。应为失业人员提供个性化的职业介绍服

务，其内容应符合该群体的现实需求和社会岗位需求。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失业人员主要

通过社区就业服务中心、招聘会和亲朋好友这几个渠道寻找工作，这三种形式分别占到了 25. 0%、
23. 6%和 20. 7%。因此，管辖区域就业岗位的开发与招聘信息的提供和发布对于失业人员来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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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高。虽然辖区就业机构在该方面已经很努力，但是所提供的大多都是非正规部门就业形式，工作

并不稳定，只能解决暂时失业的问题。通过分析也可以看出，失业人员对于辖区提供的岗位和招聘信

息的认可程度并不大，所以表现出需求不高，而在这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就业服务机构确实已经

竭尽全力了。所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问题上应该目光转到企业身上，回到源头解决。政府除岗位补

贴、社会保险补贴等针对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外，还应该出台一些更能吸引企业的政

策，以与辖区对接或联盟的方式安置失业人员，为其提供具有一定生活保障水平的岗位，使其能够稳

定就业，尤其是针对“4050”人员。
( 4) 在失业补贴管理上，失业人员的需求较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失业金的办理及领取关系到

该群体的实际利益和生活保障问题，所以办理流程以及审核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社会保险

补贴的领取，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先补后领的方式，容易出现死账现象，在这方面还应不断完善。
5． 就业服务政策的供需情况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就业服务政策中各项目的供需情况，又将该观察变量划分成 8 个三级观察变量，

进一步分析 ( 如表 2 所示) 。通过就业服务内容均值 ( 3. 265，2. 184) 将区域划分成四个象限，分别

用Ⅰ、Ⅱ、Ⅲ、Ⅳ表示。由图 4 可以看出，在Ⅰ、Ⅱ、Ⅲ、Ⅳ四个象限中均有相对应的观察变量。

图 4 就业服务政策的需求与供给情况

( 1) 在再就业援助政策上，失业人员需求较高但

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这主要是由于，该项政策是针

对“4050”就业困难群体的，并规定在多次援助仍无

法就业时，可以进行“托底”安置，即可以进入社区

公益性就业组织。对于“4050”人员再就业问题的解

决比率是充分就业区、街道争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

此，该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 2) 在自谋职业政策上，对于失业人员的实际供

给程度在各项中是最高的，这与政府近年来不断鼓励

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 自谋职业) 以及政策的倾向性有

关。自谋职业的失业人员不但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还可以享受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并且该群体还可以通过小额贷款政策扩大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鼓

励了失业人员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并且切实地推动了以创业带就业的发展步伐。有研究表明，无论是

发展型创业还是生存型创业，都能够带动就业并产生促进就业的倍增效应［22］。
( 3) 在小额贷款政策上，虽然表现出供大于求，但要想打开失业人员的创业渠道，使其更有信

心创业，就应当提高小额贷款的额度，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降低门槛，大力发展非银行机构融资渠

道。还应该为创业人员提供专门的投资项目信息，不断拓宽项目来源。因此，小额贷款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对自主创业起到了辅助作用。
( 4) 在灵活就业政策上，表现出供小于需的情况。失业人员对于灵活就业政策有着更多的需求，

这些需求不仅仅是解决暂时或仅此一时的就业问题，而是希望能有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目前，灵

活就业主要以在非正规部门用工的形式为主，而到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很少，尤其是那些就业困难群

体。灵活就业主要以从事社区公益性岗位、家政服务为主，具有临时性、弹性的特点。灵活就业依然

处于发展阶段，并不能当成一种稳定工作或拥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所以对于灵活就业政策依然需要不

断的探讨，使灵活就业能够更好的发展，从低端劳动力市场迈向高端。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需在服务人员素质水平以及

服务环境方面进一步完善。在就业服务政策上失业人员表现出了强烈的需求表达愿望，而需求表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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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够得到满足不仅影响着其对整个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度，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就业服务政策的执

行效果如何，政策本身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对于就业服务内容，虽然失业人员对其需求度并

不高，但这更反映出该群体对这些公共就业服务项目本身的失望。不能切实地解决问题，导致了不高

的需求度，而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对于就业服务内容，应该借鉴国外已有的

一些成熟做法，尝试创新、多元供给机制。通过本研究，明晰了失业人员在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各项、
各方面的需求和诉求，也明晰了就业服务机构在供给方面所能提供的实际帮助程度和表现出的不足。
这为失业人员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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