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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 “4050”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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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应用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法和 COX半参数法 , 经验分析了性别对厦门市 “4050” 失业者

的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机会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 性别对 “ 4050”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与

再就业机会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 男性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 21.7 个月 , 比女性的 16.9 个月长 4.8

个月 , 其再就业机会是女性的 0.674 倍。本文认为 “4050” 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的阴盛阳衰现象在于

“ 4050” 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男性的工作机会及接受工作的概率低于女性。因此 , 转变就业观念 , 择

业不挑肥拣瘦 , 是促进再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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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ender Difference on Unemployment Duration and Re-employment

Opportunity:A Case study of “4050” unemployees in Xiamen

WEI Li-p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Fujian Province , China , 361005)

Abstract:By employing nonparametric and Cox parametric method in our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ose unemployed who are at the age of 40-50 (“4050” unemployed)in Xiamen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these peoples unemployment durations and re-employment opportunity.It has found that

the effec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Males average unemployment duration is 21.7months , about 4.8 months

longer that females (16.9 months), while males reemployment opportunity is about 0.674 times of that of

females.This may be because females are more adaptable than males to their jobs.It suggests that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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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 , 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失业问题 , 因为失业不仅关系到失业者的物质生活质量 、心

理健康状况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 而且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 , 危及社

会的稳定 。由于在下岗失业中 , 女性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 同时在失业者中 , 女性所占的比重超过

男性 , 加之女性的生理特点 、 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特殊性 , 流行的观点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再就

业市场上更不具有竞争力 。与此相对应 , 最近在广州 、上海 、 苏州 、杭州等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

却出现了一种大龄男性较大龄女性更难找到工作的现象。

那么 , 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的大龄失业者 , 到底是阴盛阳衰 , 还是阳盛阴衰? 显然 , 这一问

题对于明确政府再就业政策的扶持对象 , 提高再就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国外对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问题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 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

历史 , 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伊兰伯格和奥克萨克 (Ehrenberg and Oaxaca)
[ 1]
研究了失业

救济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莫菲特与尼科尔森 (Moffitt and Nicholson)
[ 2]
、 莫藤森 (Mortensen)

[ 3]

分别研究了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戴纳斯基和谢菲林 (Dynarski and Sheffrin)
[ 4]
则研究

了受教育程度 、 配偶是否有工作 、 失业率 、 性别等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机会的影响 。

中国对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相当有限。从所收集的资料看 , 塞蒙

·艾伯顿 (Simon Appleton)、约翰·奈特 (John Knighte)、宋丽娜 、夏青杰
[ 5]
是最早对中国下岗职工

再就业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 , 他们使用 1999年 CASS家庭入户调查的 4000个样本数据 ,

得出身体健康状况差 、文化程度低 、 有子女的女性失业持续时间较长的结论。马骏① 的生存分

析结果表明 , 技能培训可以缩短上海和沈阳市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 , 年龄则延长下岗职工的

失业持续时间 , 下岗职工原单位的效益对失业持续时间没有影响 。马骏 、 今村弘子 、赵国庆
[ 6]
从

对北京市下岗职工样本数据的生存分析中 , 得出:“性别和婚姻状况并不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

时间 , 而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是下岗职工是否为已婚女性。” 杜风莲②的研究表明

女性的失业持续时间比男性长 , 再就业机会比男性少 。马驰骋③利用青岛的样本数据 , 得出女性

的再就业机会少于男性的结论 。

以上对中国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所进行的经验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 。然而这些文献或

者没有研究性别特征对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 , 或者虽然考虑了性别特征 , 但是没有

研究性别特征对不同失业群体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 , 本文填补这一空白 , 具体研究

失业者的性别特征对 “4050”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

二 、 数据描述

失业持续时间是指从进入失业状态到转入就业状态所经历的时间。由于失业持续时间常常包

含截尾 (censord)数据 , 所以经济学家常常采用生存模型来研究失业持续时间问题 , 从而充分利

用截尾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 。生存模型的方法有三种 , 非参数分析法 、 COX半参数分析和参数

分析法。由于参数分析方法要求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分布进行假定 , 一旦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分布假

设有误 , 则计量分析的结果将不具真实性。而非参数法和 COX半参数分析法不需要对失业持续

时间的分布进行假定 , 所以 , 本文的经验分析采用非参数分析与 COX半参数分析两种方法分别

进行经验分析 , 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本经验分析的数据来源是厦门市城镇调查失业登记的 1261 个样本数据。观察的起点和终点

时间分别为2003年 1月和 2006年 6月 。

“4050” 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的总体样本特征是: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 19.2个月 , 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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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样本 46.9%)为 21.7个月 , 女性 (占 53.1%)为 16.9个月。从直观的样本数据上来看 , 在

“4050” 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 , 女性的失业持续时间比男性短了 4.8个月 , 女性较男性更具有竞

争优势。下面将通过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与 COX半参数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个直观结果的统计显

著性 。

三 、 实证结果

(一)非参数分析

假设失业持续时间 T 的概率分布函数为:F (t)=p (T<t), 它代表失业持续时间 T 小于

t的概率 。则 T的密度函数为 f (t)=dF/ dt 。

假设 S 代表T 的生存函数 (suvivor funtion), 它表示失业持续时间 T 超过或等于 t的概率 , 则

S (t)=1-F (t)=p (T ≥t);

假设 h (t)代表 T 的风险函数 (hazard funtion)—即表示一个失业者失业时间 T 已经持续到

t的情况下 , 他在短期 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 , 用公式表示为:

h(t)= lim
dt※0

p(t ≤T < t +dt|T ≥ t)
dt

= f(t) S(t)

　　生存分析中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可用来对生存曲线 S (t)和风险函数 h (t)进行估计 , 并可

以对两组不同生存曲线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下图和表 1是通过 SAS统计软件运用 Kaplan-Meier法
[ 7]
得出的 “4050” 失业者男性与女性的

生存曲线及生存曲线差异的检验结果。

图　 “4050” 人员男女生存曲线

表 1　 “ 4050” 失业者分性别生存曲线差异显著性检验
检验 卡方值 自由度 概率

Log-Rank检验 2.7976 1 0.0944

Wilcoxon检验 3.5972 1 0.0579

从非参数分析的结果来看 , 女性的生存曲线在男性生存曲线的下方 , 而且这种差异在

9.44%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性别对 “4050”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

业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 女性比男性具有更短的失业持续时间和更大的再就业机会 。

(二)COX半参数估计
表 2　影响再就业的因素变量表

性别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失业前企业性质 技术特长 再就业优惠证 健康状况

男:1 有:1 有:1 国有集体:1 有:1 有:1 良好:1

女:0 无:0 无:0 其他:0 无:0 无:0 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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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表2中的解释变量 , 建立如下的 COX比例风险模型:

λ(t , x)=λ0(t , x)exp(X′β)=λ0(t , x)exp(x1 β1 +x2 β2 +…+xnβn) (1)

　　式中 , λ0 (t , x)为基准风险函数 (baseline hazard funtion);λ(t , x)为风险函数;x1 ,

x2 , … , xn 为解释变量 。

我们的任务就是估计出模型 (1)中解释变量 x1 , x2 , … , xn 前的系数 β1 …βn 。

对于比例风险模型 , 我们采用 COX 半参数法 , 通过部分似然估法 (Cox parti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technique)
[ 8]
对参数 β做出估计。

表3和表 4是本文用SAS 统计软件得出的整体方程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值 。
表 3　 “ 4050” 失业者的 COX半参数分析的整体方程假设检验

检验 卡方值 自由度 概率

似然比检验 14.9284 6 0.0208

Score检验 13.8725 6 0.0311

Wald检验 13.9982 6 0.0297

表 4　参数估计

变量 自由度 估计值 误差 卡方值 概率 风险比率

性别 1 -0.39386 0.24347 2.6169 0.1057 0.674

失业前企业性质 1 -0.49843 0.49563 1.0113 0.3146 0.607

再就业优惠证 1 0.94838 0.49103 3.7303 0.0534 2.582

健康状况 1 1.31266 0.64746 4.1103 0.0426 3.716

高等教育 1 -0.06493 0.36395 0.0318 0.8584 0.937

职业教育 1 1.38431 0.52042 7.0754 0.0078 3.992

从表 3可以看出 , 方程整体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从表 4可以看出 , 性别的估计值是-0.39386 , 并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

负号表明男性比女性具有更低的再就业概率 , 男性再就业的概率是女性的 0.674倍 。

四 、 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分析法与 COX 半参数分析法 , 对厦门市 “4050” 失业者的经

验分析表明 , 性别对 “4050” 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男性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 21.7个月 , 比女性的 16.9个月长 4.8个月 , 其

再就业机会是女性的 0.674倍。因此 , “4050” 失业者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存在比较显著的阴盛

阳衰现象 。

对于 “4050” 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的阴盛阳衰现象 , 我们可以用莫藤森 (Mortensen)的工作

搜寻 (Job-search)模型
[ 9]
来解释。

根据工作搜寻模型 , 失业者再就业机会的大小取决于失业者面临的工作机会与接受工作机会

的概率。从面临的工作机会来看 , 由于 “4050” 失业者再就业的形式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所谓非

正规就业是指所有正规就业部门正式就业人员以外的城镇劳动者 , 包括自雇工人 、 个体私营业

主 、 个体私营雇员 、 家政服务工人 、劳动生产合作社成员 , 也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雇员。总体

来看 , 非正规就业的发展领域主要是社区服务 、 家政服务等 , 它是典型的以女性或偏女性为主的

就业形态 , 从而限制了男性的就业机会 。从接受工作机会的概率来看 , 由于男性相对女性的生存

竞争压力和社会压力更大 , 在再就业中 , 他们往往更放不下面子 , 不愿意 “屈尊” , 对重新就业

岗位的心理期望值过高 , 从而错失了再就业的机会。因此 , 转变就业观念 , 择业不挑肥拣瘦 , 是

促进再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转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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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努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一方面影响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 另一方面也关系妇女的生育 、生育地

点 、 分娩方式的选择及围产期的护理保健。只有加快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 才能提高育龄妇女的

文化层次 , 增加妇女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方面的投入 , 让更多的育龄妇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 自

觉关注自身健康 。

(四)政府加大妇幼保健投入 , 加快服务机构建设 , 增强服务能力

首先 , 拉萨各级政府应保证对妇幼保健工作经费的投入 , 并专款专用 , 建立健全妇女卫生保

健服务机构。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站 、社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 提高医疗服务人员业务水

平 , 全面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 , 使育龄妇女都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

其次 , 根据地方实际对各服务机构进行适当补贴 , 解决低收入人群看病难 、 看病贵的问题 ,

使人们都能均衡享用公共机构服务 , 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用率 , 减少旧法接生和在家分娩 , 使

所有妇女享受到医院接生护理服务 。

(五)建立和完善妇女健康状况动态监测系统

1998年西藏自治区对妇女状况监测和评估工作就已经启动 , 但有些指标数据统计不全。完

善的监测系统有利于及时把握妇女健康状况及发展趋势 , 以便进行动态研究 , 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 更好地促进妇女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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