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中國失業保障不保障？ 

 

  自二十世紀末九Ｏ年代後期開始，全球多次陷入金融風暴中。從所羅斯效

應到近期的美國次級房貸案，都衝擊著世界經濟的運作，然而在這樣的態勢下，

中國大陸卻能保持經濟年成長率九％的高成長，而中國大陸所公布的失業率也遠

低於世界各國，是否社會主義有其根本上的優勢？藉由勞動分配工作的年代，在

1978 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已經成為歷史，而國有企業的改革，倒閉和

精簡，先後造成約六千萬人次的下崗勞工，這些下崗工人在下崗期滿後，也都正

式轉入失業者的行列。另外還有進城的農民工和新增勞動力，都是中國大陸勞動

力市場的壓力，致使龐大的失業與再就業問題，衝擊著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

在社會主義下的中國大陸，應如何照顧這些失業者？藉由初步的資料收集，發現

失業者的安置與社會保障問題，迄今仍在持續加溫。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中國城鎮失業率控制在 4.2%，然而各方學者估評

的失業率卻在 15～30%之間。耿曙認為全中國大陸的失業率在 20～26%之

間，僅就城鎮而言，也有 8～10%的失業率1。大量的失業者，為中國的財

政上帶來很大的負擔，在有限預算下，許多失業者並無法享受到失業保障

的照顧2，即使預到失業保障給付，也僅能給予很低的補助金額，幾乎難以

維持失業者之生存的權利3。加上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經過專家分析後，

都與失業問題有關，例如：貧富差距、社會不穩定、犯罪率升高、抗議和

                                                 
1 耿曙，下崗失業現象。查閱日期：（2006 年 8 月 10 日）， 
 查閱網址：http://www.mac.gov.tw/big5/risk/4～14.pdf 
2 凌志軍，變化，（台北：時報文化，2003），頁 138。 
3 王晶、李煒光，城市財政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122。 



上訪人數逐年增加等。 

 

   中國大陸在全面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免衍生諸多社會問題，尤其江

澤民與朱鎔基加速推動國營企業改革後，日益嚴峻的失業及下崗問題如

是，改革開放至今已有二十餘年，然失業問題不但未見明確改善，反道是

持續加劇，除了前朝留下國營企業下崗工人的遺毒未除，每年新加入市場

的勞動力亦未能有效就業，而變成失業人口，甚至是貧困線以下的弱勢族

群，其中一個原因即是中央雖然制訂許多與下崗、失業工人相關的保護措

施，但似乎未能徹底落實在失業工人的身上，使學生想要從中共中央頒布

了哪些法令規章來保障失業工人、是何原因造成政策失靈、而實際受到失

業保障的工人得到什麼樣的待遇、失業工人的保障是否足夠等面向，進而

研究其失業保障措施有何缺失，遂引發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探索中國失業保障失靈原因 

 

  本研究之目的並不在於為特定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或者預測未來的發

展趨勢。本研究之目的，乃是期望態透過資料的蒐集，來對於中國大陸的

失業保障現狀作詳盡的描述，進一步了解中國大陸失業保障制度、財政和

行政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 

 

   中共中央為解決近年來日益加據的失業與下崗工人問題，制定了許多

社會保障的配套措施，但就統計數字上而言，失業問題仍然嚴重，失業問

題若不能解決，則消費能力降低，總體經濟連帶受到影響，造成國民所得

低迷、貧富差距擴大連帶造成犯罪率的升高及政權的不穩定，故失業問題

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題材。本研究希望能瞭解的標的主要有三： 

 



１、失業保障之制度因素～失業保障相關的法令規章是否合乎人民需求，  

    是否有利於經濟或社會之發展。 

 

２、失業保障之財政因素～了解失業保障相關之財政體系，是否能滿足失 

    業保障運作的基本需求，是否能對失業者達成實質的幫助。 

 

３、失業保障之行政效率因素～判別失業保障是否能有效的被各地方政府 

    及相關單位有效執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法 
 

  本研究主要以次級資料法和文獻分析法為主，包括失業保障相關之法

令規章、政策等文件、中國大陸領導人及相關部門首長的重要講話、以及

其它相關專書、期刊、評論及網路資料等。研究過程中，將以失業保障制

度為主體，藉由觀察失業保障制度的施行結果，回頭檢視中央乃至地方在

實行失業保障之時，是否在財政及行政效率上有其缺失，並以此對失業保

障政策及規定，以及失業保障落實的程度做一評估，故需要採取特定社會

指標來評斷其社會之穩定與否，並需要大量的資料來協助本研究的假說，

故筆者擬採以次級資料法及社會指標分析法兩個方法來執行研究。 

 

（1）、次級資料分析法：藉由現有之資料、文獻，將前人研究的精華，

加以收集、歸納、整理，並從中得到更進一步的啟發，進而提出創新的看

法及推論的一種方法，本研究試圖以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理論及

著作，再以歸納法進行資料的統合整理，冀希能在其中找出新的看法與議



題，此方法的好處，在於可在大量資料中分別過濾比較，以取得可信度高

的材料，唯必需注意材料的時效性，以求公允。就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

可以分為幾個大類：一、學術評論：以學者專家刊載於期刊或專欄的評論

為主，其中選取較具代表性之期刊，如中國國情國力、就業再就業等較符

合本研究題目之期刊；二、專書著作，近年失業保障與社會保障相關研究

的著述已有明顯增加，為本研究提供研究之基礎；四、網路資料，因網路

的普及性與便利性，因此本研究亦採用大量網路資料，並經過過濾採用可

信度較高之資料庫，諸如《新華網》、《人民日報》電子版、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台灣）、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國家統計局（中國大陸）

等。 

 

（2）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method）：藉由現有之文獻作為分析、研

究之參考資料，與次級資料法不同之處在於，文獻分析法所使用之資料，

為非經他人評論、比較過之較原始的資料，如與失業保障相關之官方文

件，包括各項與失業保障相關的統計數據和《規定》、《通知》和《條例》

等。 

 

（3）、社會指標法：本研究擬以失業率、失業保障覆蓋率、基尼係數、

恩格爾係數等社會指標概念，來指出失業問題在中國大陸的嚴重性，及其

衍生而出的社會問題，並證明失業問題足以造成中國大陸的社會及經濟的

不穩定性。並以各項指標檢視當前的失業保障政策是否足以改善失業工人

的困境，以建立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4）、簡單統計分析法：統計的目地在於利用收集的資料，透過數字來解

釋事情或現象的內在。透過簡單的統計分析來瞭解中國大陸的失業保障制



度的落實度，並且就各個面向來補充相關數據（例如失業保障制度經費之

構成、失業保障制度與其它社會保障制度經費之比例）。所謂的各個面向

即是以其他的相關數據統計來推測較難收集的數據，盡可能補充所需數據

的完整性，就現有的相關資料來探討中國大陸失業保障制度的構成與失業

現狀的相關性，並且提出更深入的問題，使得本研究得以做更進一步的討

論與分析。 

 

二、研究架構：制度、財政與行政之關聯性 

 

  本研究之架構以失業保障制度為基準，以失業保障制度執行之結果為

對照，以檢視失業保障政策在行政效率及財政運作上是否有其缺失及不

足，造成政策執行的效果不佳，而無法解決或減緩失業問題，以得到失業

保障制度仍待完善之結論。 

 

  故本研究之架構是由失業保障制度、財政運作、行政效率、失業保障

執行結果四項所組成，此架構旨在探討失業保障制度與財政或行政之間的

關聯性，並以財政與行政因素對失業保障造成之影響與失業保障執行的結

果作為對照，論證中國大陸現行失業保障成效不佳的原因，是否與失業保

障制度本身的缺失有關、財政運作與行政效率是否會影響失業保障的執行

結果。（圖 2－1）。 

 

 

 

 

 

 



 

圖２－１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假設：中國失業保障制度、財政與行政相互影響 

 

  有鑑於中國大陸的失業保障制度及措施不斷增加，但失業問題並未得

到實際的舒緩，據現有之文獻指出，失業保險制度之落實不徹底，是造成

失業問題嚴重的根源，而失業保險制度無法落實，則是由於行政上之疏

失、行政單位設計失當以及財政方面的失衡，進而假設失業率居高不下是

與失業保障制度及其財政配置或行政效率有關。藉由檢視失業保險制度與

失業保險制度之財政與行政間的關係，而形成中共失業保障政策之失靈是

否由於制度因素、財政配置因素、行政效率因素所導致的假定。 

 

四、資料來源：法規、官方統計與學者論述 

 

  本研究主要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本研究所使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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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採用中共國家單位所公布之正式版法規及命令，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勞動興社會保障部所頒布的《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失

業保險條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國

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國務院關於

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

業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

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等。 

 

  書面資料之來源，包括與失業保障及社會保障相關之專書與期刊。專

書方面，以研究中國大陸社會保障的著述為主，以求對中國大陸的失業保

障的發展與概況，有較為貼切的觀察，例如：呂學靜著，各國失業保險與

再就業、沈立人，中國失業者，鄭秉文、和春雷所著的社會保障分析導論、

鄭功成、曾湘泉著述的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馬斌的社會保障理論與實

踐、羅潤東的城市下崗失業及其治理、趙建國、苗莉合著的城市就業問題

研究等。  

 

  統計資料則以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之各年度統計年鑑，包括中國統計

年鑑、中國統計摘要、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年鑑、中國現代化年鑑、中國

勞動年鑑等。並使用可信度較高之網路資源，如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

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網站以及人民網、東方網和大紀元等相關專欄、社

論、新聞之報導，以中立立場先行過濾較為偏頗之資料再行採用之。由於

研究內容需要大量統計資訊，然中國官方所提供之數據往往與民間學術機

構有所出入，故取較中立之數據或相互比對或作為參考之用，以增加本研

究之研究結果之可信度。 

 
 



第三節 概念定義 

一、失業保障 

 

  指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有能力工作，且願意工作而找不到工作，

或失去原有工作而未找到新工作前的人員，在一定期限內，受政府所提供

的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之保障。中國大陸現行之失業保障制度以「失業保

險條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兩項為主，前者經參加失業保險並

符合一定資格後方能領取給付，而後者雖非專屬失業者之社會救濟，但據

資料顯示，現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所給付對象，以未曾參加失業

保險的失業者、新增勞動力中的失業者及其他因資格不符而無法領取失業

保險給付者為主救濟之主體。通常以每月給付現金為主，以維持失業者最

低的生活水準，並由政府主導，輔助失業者就業及再就業，失業保障為社

會保障之一環，本研究將引用中國勞動年鑑、中國統計年鑑及中國大陸勞

動與社會保障部所作的各項統計資料為主，以學術專刊等評估或調查資料

為輔，以求得較具可信力的失業保障相關數據，如基尼係數、失業率、失

業保險覆蓋率、社會保障經費收入及支出等各項統計數據。 

 

二、制度 

 

  本研究所指之制度，為失業保障制度，係指中國大陸現行之失業保障

制度～「失業保險條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亦包括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所發布的各項與失業保障相關之法律及命令，藉由這些

資料可得知中國大陸失業保險制度之沿革與發展。法律即為明文之法律規

章，如：1951 年 2 月，由政務院公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

1999 年 1 月由國務院公布之「失業保險條例」。命令如：國務院在 2005 年，



發布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通知」。本研究擬以蒐

集方式，取年代較近的法令制度與中國現行失業保障規章及其它國家相關

失業保障之法規做比較，以檢視中國大陸失業保障相關規定是否合理、能

否滿足失業者的基本需求。 

 

三、財政 

 

  本研究所指之財政，指相關於失業保障的資金配置與運作情形，包含

國家預算，到地方層級的各項失業保障資金及預算的運作情況。從廣義的

角度來看，由失業保險基金運作狀況、失業保險收入與支出、國家政策補

貼等資料來研究國家層級的失業保障財政。而對失業保障制度本身，則檢

視包括失業保障（含失業保險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規定之給付金額

及實際給付金額，是否足夠給予失業者基本的生活保障。本研究擬以收集

各項與失業保障財政運作情況的統計資料，藉以判斷中國大陸失業保障系

統中，財務運作之良劣。 

 

四、執行效率 

  本研究所指之執行效率，指為實現失業保障制度而為之行政行為的落

實程度與效果，假設中國大陸失業保障低執行效率成因可分為，制度之不

周全或行政行為缺失，可藉由下列資料，作為判斷執行效率之標準，如：

失業保障的涵蓋率、失業率的變動、失業者所受保障之金額、實現就業及

再就業之成效、各地方政府對失業保障運作之行政行為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探討目標為中國大陸的失業保障體系，是否在中國大陸經

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是否發揮社會保障體系應有的作用與力度。將本

研究的研究範圍定在 2000～2005 年之間，原因在於希望以較新之資料來

觀察中國大陸失業保障的走向，但中國大陸的失業保障制度實行迄今亦有

二十餘年，因此本研究中仍會以近期的失業保障與前期的失業保障作歷史

上的回顧比較。另一原因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失業保障近年來倍受政府與學

界關注，相關研究資料、統計數據等都較為完整，因此本研究主要研討範

圍是以近期的 2000～2005 年為主，而相關歷史資料為輔。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失業保障制度及其財政與行政之間的互動關

係，所稱之失業者包含從國有企業下崗後轉失業的職工、畢業後無法迅速

進入勞動市場之失業青年、男 50 歲女 40 歲以上的「4050」人員、以及勞

動適齡人口而無工作者。其中較為特殊的是下崗人員，根據中國大陸政府

的定義，下崗人員乃是指不直接參與勞動，但仍與原企業單位保有勞動關

係者，通常視為國有企業改革下的產物，這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企業辦

社會」、「低薪資、高就業、高福利」等政策所造成的歷史問題，因受政治

與意識型態的影響，中共政府必須在這過渡時期，對這些下崗者給予特別

的照顧，因此這些國有企業的下崗人員可在一定期間，享有一定之下崗人

員優惠。就其性質而言，「下崗」是屬於就業與失業之間的過渡角色，若

一定期間內無法由就業輔導中心輔導再就業，則於下崗三年後資格變更為

正式的失業人員，並取消各項下崗者優惠。就市場經濟的角度而言，下崗

與失業指的是同一件事，即是突發性的減少或失去收入，致使原有生活及



經濟狀況受到影響。近年來各項下崗相關政策已向失業保險合併，因此本

研究不特別去將失業與下崗另做分類，而是將下崗職工視為失業者的範圍

內。 

 

  由於中國大陸幅緣廣大，人口眾多，其中農村人口大於城鎮人口許

多，但因「農村社會保障」、「三農問題」等著述及研究已成為一大熱門研

究題材，而且失業保障之政策多針對城鎮居民而制定，其享受亦限於城鎮

居民，故本研究將針對中國大陸城鎮居民所享之失業保障為標的，而農村

的勞動力剩餘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僅於比較或例證之時列入討論之範圍。 

 

二、研究限制 

 

（一）、統計數據的限制 

 

  本論文撰寫期間，主要的研究限制表現在統計資料的可信度與時效

性、以及資料取得之難易度。中共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前司長葉長林曾

公開表示，目前大陸一些地方和部門在統計數據上虛報浮誇，慫恿、授意、

脅迫下屬虛報、瞞報的現象十分嚴重，有逾四分之一數據不確實。但礙於

研究者之經費與資料來源管道有限，主要使用之統計數據仍必須以中國國

家統計局等部門出版的統計年鑑為主體，並以各家學者研究之數據為參

考、佐證之輔助資料，故在各項研究數據上也許無法完全的符合實際情況。 

 

  囿於研究時間與經費的限制，因筆者無法長期在大陸進行第一手統計

的資料搜集，所以本研究僅能以二手資料法為主，藉由參考相關政府、國

際組織所公佈的中國大陸統計數據作為研究之依據。然而在大陸官方所發

布的中國大陸統計數據中，大部份仍與實際情況有所差距，因此在數據顯



示上有所誤差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本研僅能以較為中立觀點觀察，採用現

成較為可信的數據，以達成本研究之目標。 

 

（二）、理論適用性 

   

    中國大陸為現今世界各國中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市場經濟體制雖

已成形，但實際上仍與傳統的西方市場經濟有所差別，因此在各項理論的

套用上，也不盡然能套用西方資本社會之理論或模型。筆者研究之時應特

別注意中國大陸其政治型態的特殊性和其與西方學說的差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