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中共今（2023）年面臨內憂外患，不同國家在對華戰略上紛紛從全面

接觸調整為部分的競爭與去風險化後，中共面對的外界壓力越來越高；而

內部則從人口、債務、軍隊到政權體制，種種的問題對於中共政權形成不

小的挑戰，而其中青年族群的就業更是中共急欲化解的重大難題。

中國青年的失業狀況因為地緣政治以及疫情關係，在近幾年迅速惡

化，不過有觀察家認為，隨著清零政策的結束，今年的中國經濟將會復甦

並帶動就業。但從數據看起來，青年失業率不降反升，甚至導致了中國政

府在 8 月份的時候宣布停止公布青年失業率數據，間接證實了青年失業問

題已非同小可。

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勞工一個重要組成—中國青年當今的失業問

題。本文先勾勒出中國青年失業的狀況，並說明為何今年的情況嚴峻，接

著整理青年失業的原因。中共高度重視青年失業的問題，而在接下來的段

落中，也會整理出中共今年針對青年失業所推出的政策，並評估這些政策

的效果。最後，本文認為青年的高失業率在短期內將不會對中共政權形成

有力的挑戰，並在最後簡單說明。

貳、中國勞工市場現況：「就業好難」困境

2022 年的青年失業率並沒有因為清零政策的結束而下降，反而

在 2023 年不斷地創新高。中國 2019 年至 2023 年的城鎮失業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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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4.8%、5.6% 以及 5.2%（2023 年 8 月），表示中國近期的失

業率並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青年族群的就業問題比過去要嚴重：16
歲至 24 歲的中國青年失業率逐月攀升，1 月至 6 月各月分別為 17.3%、

18.1%、19.6%、20.4%、20.8% 和 21.3%，而且自 4 月開始就超過 2022 年

7 月的 19.9%，屢創 2018 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圖 13-1）。1 以此推估，

中國 2023 年以來平均每個月的青年失業率為 19.58%，遠高過美國的 7.5%
和歐盟的 13.98%。2 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青年失業率在疫情後更是不降

反升。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提供的數據很可能低估了實際的失業狀況。中

1 翁申霖，〈中國蓋牌青年失業率，有工作也養不起、租不起房…他們住大城市展開「車屋
人生」：這才像個家〉，《今周刊》，2023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308160001/。

2 歐盟的失業率由官方公布的 2023 年 3 月至 6 月 25 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下去平均，“Euro 
area unemployment at 6.4%,” Eurostat/Euroindicators, August 1, 2023, https://ec.europa.eu/
eurostat/documents/2995521/17270043/3-01082023-AP-EN.pdf/f3ad4d55-4106-4772-1687-
92e4f767ab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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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中共 2019 ～ 2023 年城鎮以及城鎮青年失業率

資料來源：方琮嬿整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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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統計局的失業計算只涵蓋城鎮地區，並且對就業人員的定義是「年滿

16 歲，為取得報酬或經營利潤，在調查周內從事了 1 小時以上勞動的人

員」，而「16 歲以上，沒工作意願與失去勞動力的人」則屬於非勞動力，

標準頗為寬鬆。3 近期中國也出現了「慢就業」名詞，泛指畢業生並不急

於找工作就業，而是暫時選擇遊學、支教、考研、在家陪父母或者創業考

察。照官方的標準來說，這群「慢就業」的青年人屬於「非勞動力」而不

是「失業」。雖然目前沒有數據顯示選擇「慢就業」的人占全部青年族群

的比例為多少，但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今年 4 月專題調研 4,000
多人，發現 38% 受訪者選擇「慢就業」，4 這表示中國可能有眾多的年輕

人選擇慢就業，但他們不會被歸類在於失業的群體內。另外，北京大學副

教授張丹丹的研究推估，如果將數以百萬計的不工作者計算在內，青年實

際失業率恐達 46.5%，比官方所公布的數字要多出 2 倍多。5 中國國家統

計局在 8 月份宣布暫時停止發布青年失業率的數字，引發外界對於中國官

方因失業率過高試圖「蓋牌」之疑慮。6 即使官方後來表示 8 月份的失業

率有下降，整體就業情勢有好轉，但仍未公布實際失業率數字。中國官方

選擇在畢業季暫停公布失業率，也間接證明了中國青年的失業狀況非常嚴

重。

不論是官方或非官方數據都可看出中國的青年失業是中共急欲解決

之問題。今年的兩會工作報告內容顯示，全文共用了 92 個「穩」字，強

調 2023 年的經濟工作要「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穩定

糧食生產」，可看出 2023 年中國政府對於自身的發展定位主要延續 2022

3 翁申霖，〈中國蓋牌青年失業率，有工作也養不起、租不起房…他們住大城市展開「車屋
人生」：這才像個家〉，《今周刊》，2023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308160001/。

4 李文輝，〈中國「慢就業」正夯 8 年飆升 22％〉，《旺報》，2023 年 9 月 20 日，https://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920000755-260309?chdtv。

5 劉怡廷，〈全球年輕人就業：中國 5 個有 1 個失業、韓國 5 個有 1 個純休息、台灣 3 個
有 1 個 想 跳 槽 〉，《 經 濟 日 報 》，2023 年 8 月 17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
story/5612/7376552。

6 翁申霖，〈中國蓋牌青年失業率，有工作也養不起、租不起房…他們住大城市展開「車屋
人生」：這才像個家〉，《今周刊》，2023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3081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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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目標，以求穩定而非快速成長，加上中國政府想要透過刺激消費、

擴大內需以帶動經濟成長，解決就業問題將是 2023 年經濟工作的要點。7

以 Google 搜尋引擎來說，2023 年初至 9 月 15 日的所有中文新聞中，包含

「穩就業」關鍵字的新聞共有 34,300 則，對比去年同期相同條件下搜尋到

的結果為 19,000 則，多出 1.79 倍的新聞篇數。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資料

庫中，搜尋「就業」則得出 414 則的內文（含國務院公告、國務院文件以

及圖片）。

參、青年高失業率的成因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青年高校（大學、學院以及專科學校）失業的

問題為所謂結構性錯配。2020 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導的《就業困

難大學生群體研究報告》指出，「結構性錯配」—用人單位崗位需求

與高校生能力與期望之間的不協調—為當前高校生就業困難的主要原

因。8 今年，看似由此論述所衍生出來的「高校生對藍領工作不感興趣」

言論在互聯網上擴散，而中共官方也推出了一套回應—高校畢業生應

當要適應新環境，只要肯放下身段、更加積極就能找到工作。2023 年 6 月

23 日，習近平在共青團十九大閉幕談話中表示，「青年人有理想、敢擔

當、能吃苦、肯奮鬥，中國青年才會有力量。」9《人民日報》則在 7 月

12 日發表「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呼籲青年應該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發揮光和熱，並指出：「青春的樣子，本就是有理想、敢擔當、能吃

苦、肯奮鬥的樣子」。10 不過筆者認為，官方提出的「結構性錯配」結論

過度簡化了青年就業的問題。青年高失業率包含以下的原因：

7 林雅鈴，〈從政府工作報告看「兩會」後中國經濟發展〉，《國防安全研究院即時評析》，
2023 年 3 月 16 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1597&typeid=22。

8 〈大學生就業難在哪？「結構性錯配」是主因〉，《經濟日報》，2020 年 8 月 17 日，http://
edu.people.com.cn/BIG5/n1/2020/0817/c1053-31824547.html。

9 張淑伶，〈習近平：共青團形象一新 要加強對青年政治引領〉，《中央社》，2023 年 6 月
26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06260304.aspx。

10 王繼威，〈樹立正確的就業觀（人民時評）〉，《人民網》，2023 年 7 月 10 日，http://cpc.
people.com.cn/BIG5/n1/2023/0710/c64387-40031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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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政策

結構性的錯配與中國長年以來的教育政策有關。中國政府自 1990 年

代起就面臨經濟放緩的壓力，而其透過高校與研究所擴招因應，藉由招生

人數增加與學費帶來擴大內需、緩解通膨與就業壓力等效應。中國政府在

1990 年至 2020 年間共實施了三輪的擴招，雖暫時達到緩解經濟壓力的目

標，但只是延緩經濟壓力以及失業的問題，同時亦造成了畢業生爆增的現

象。因為高校及研究所的學生在學校習得的多為白領導向的專業與技術，

而他們也期望畢業後能夠取得白領工作，導致進入就業市場的高校和研究

所畢業生逐年增加，並使得白領工作越來越競爭。

二、政府對民營經濟的管制

政府對於民營經濟的管制影響了白領就業機會。改革開放以來，民

營經濟提供了 80% 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但即便過去新興產業，如行動

支付以及電子商務等民營企業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的本質仍為國家資本主

義，因此民營企業長期處於一個不對等的環境。而國營企業不僅在 2003
年後重新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角色，2018 年後更陸續有現象顯示中共即將

大力實施「國進民退」，除了學者以及所謂的資深金融人士發布文章支持

國進民退，民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屬性改變，中共在近幾年更推動混合

所有制改革，越來越多民營企業被注入了國家資本。11 中共在近年來對房

地產、科教業、補教業等產業實施嚴格的監管措施，更造成民營經濟快速

萎縮，連帶使整體經濟也受到了影響。總的來說，中共的教育政策導致了

青年就業市場的人力不斷增加，但在需求方面又因對民營經濟的壓制，使

得其可以提供的白領工作機會變少，政策引發了青年就業市場結構性的錯

配，並使其更加嚴重。

11 王綉雯，〈中國經濟「國進民退」成為主流之觀察〉，《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安全周報》，
第 68 期，2019 年 10 月 9 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731&p
id=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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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不景氣

有分析家認為，服務業會在疫情後復甦並提供就業機會吸納青年，因

此青年失業率只是暫時現象。不過，中國的服務支出雖在 2023 年初大幅

增長，但 4 月份之後隨即放緩。今年 6 月份的財新∕S&P 全球服務業採購

經紀人指數（PMI）為 53.9，為今年中國政府宣布鬆綁清零政策後的最低

值。PMI 若是低於 50 的榮枯線則代表經濟收縮，因此近期的指標反映出

中國內部服務業已瀕臨衰退。

以目前整體的經濟狀況來看，中國經濟成長的「三駕馬車」似乎熄

火，停滯狀況恐怕將持續。當前中國居民的消費率只有 38%，中國青年在

服務業的就業人數近 3.6 億，占國家就業總人口的 48%，而青年就業人員

中從事服務業的比例更達 61%，表示服務業已「容納」很多的中國青年。

種種跡象亦顯示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將很難復甦。中國官方公布的

2023 年第二季 GDP 成長率為 6.3%，雖高於第一季的 4.5%，但低於外界

所預估的 6.7% 至 7%。2023 年 8 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 8.8%，連續 4
個月負成長；8 月進口比去年同期下降 7.3%，已連續 5 個月負成長，而代

表景氣的製造業經理人指數已連續幾個月出現低於 50 的指數，同時新出

口訂單指數低於 50%，表示中國的進、出口處於緊縮期，難以幫助經濟成

長。

投資方面，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 年第二季外

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總額為 49 億美元，同比下降 87%，是自 1998 年首次

有可比較之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彭博社報導，直到 2023 年 6 月底，外

資持有的中國股票和債務已減少約 1.37 兆人民幣（1,880 億美元），也就

是 17%，而 8 月份境內股市也出現創紀錄的 120 億美元資金流出。在中外

企紛紛表達其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擔憂。上海美國商會於 9 月份公布的中國

商業環境報告指出，當今中國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有越來越多企業試圖透

過供應鏈多元化來降低風險，而歐盟在華商會也在同時期發出聲明，指出

在華歐洲企業的風險越來越高。中國經濟的不景氣影響就業市場，導致青

年失業的問題持續甚至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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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共今年的青年就業政策

從近年的數據以及相關跡象來看，青年失業為越來越嚴重之問題，

並成為中共需要正視的燙手山芋。在今年 3 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中，前

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可看出，「穩就業」為其中的工作重點之

一，文中並特別強調「落實落細就業優先政策，把促進青年特別是高校畢

業生就業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除了凸顯出政府強調經濟穩定外，

也將青年，尤其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視為穩經濟的重大指標。12 中共

中央在兩會後亦不斷強調青年穩就業：中國國務院在 4 月 7 日召開常務會

議，提出要不斷優化完善相關穩就業政策，加大對吸納高校畢業生數量多

的企業政策、資金支持，深入實施「三支一扶」等計畫，推動應屆畢業生

多渠道就業。4 月 14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亦再次強調，要進一步強

化政策引導，在保持穩就業政策總體穩定的同時，有針對性優化調整階段

性政策並加大薄弱環節支持力度，確保就業大局穩定。13 4 月 19 日，國

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

知》，列出了「激發活力擴大就業容量」、「拓寬渠道促進高校畢業生等

青年就業創業」、「強化幫扶兜牢民生底線」三方面政策。從 4 月 19 日

的通知內容可看出三個要點：第一，要求企業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並藉由

補貼、貸款優惠、保險費返還等措施給予企業幫助，提高企業拓崗的可

能。第二，提高青年人就業機會，鼓勵青年創業，並透過「三支一扶」、

「西部計畫」等計畫引導青年人到中西部地區工作。第三，給予失業人員

以及其家庭幫助以維持其基本生活。14

12 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23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 人 民 網 》，2023 年 3 月 15 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3/BIG5/n1/2023/0315/
c452482-32644880.html。

13 王峰，〈青年就業策｜超常規就業措施密集推出，2023 年一次性拓崗補助企業擴圍〉，《21
經濟網》，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712/herald/0dd87f5806aad
4054aace3a750b1bd80.html

14 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4 月 19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04/26/content_5753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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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的通知發布後，各政府部門也紛紛推出相關的就業方

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等十部門在 5 月 15 日發布《關於進

一步推進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的通知》，決定繼續實施百萬

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畫，幫助離校 2 年內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以及 16 歲

至 24 歲的失業青年，提供見習機會。15 6 月 2 日，民政部等四部門發布

《關於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工作的通知》，推動

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的相關措施。16 6 月 25 日，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印發通知，部署啟動 2023 年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服務攻堅行動，

於 7 月至 12 月之間推動普遍服務與重點幫扶並行，以實名台賬為基礎，

17 要達到強化政策落實、服務保障、權益維護、困難幫扶，力爭有就業意

願的未就業畢業生和登記失業青年年底前都能實現就業，或參加就業準備

活動。18 同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教育部、財政部發布了《關於

延續實施一次性擴崗補助政策有關工作的通知》，對招用 2023 屆及離校

2 年內未就業普通高校畢業生、登記失業的 16 歲至 24 歲青年，簽訂勞動

合同並為其繳納失業、工傷、職工養老保險費 1 個月以上的企業，可按每

招用 1 人不超過 1,500 元的標準發放一次性擴崗補助。19 從這些部門政策

可見，中共目前因應青年失業的對策依然傾向於企業以及單位，透過補貼

等優惠來提高這些用人單位提供就業機會的意願，而就業機會則不限於全

15 〈十部門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中國青年報》，2023 年 5 月 16 日，http://
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edu/20230516/5c5f069f586843ed84a30294d192b139/
c.html。

16 民政部，〈關於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5 月 25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8938.htm。

17 「賬」為中國會計專用詞，請見〈會計中賬和帳有什麼區別〉，《中國會計網》；〈關於做
好 2023 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23 年 5 月 25 日。
18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於開展 2023 年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服務攻堅行動的通

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6 月 23 日，http://www.mohrss.gov.cn/
SYrlzyhshbzb/jiuye/zcwj/gaoxiaobiyesheng/202306/t20230625_501925.html。

19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教育部 財政部關於延續實施一次性擴
崗補助政策有關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6 月 25 日，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89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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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中共自 2000 年代就試圖將高校畢業生引導至城鎮以外的地區就業，

而今年中共高層似乎認定此舉可有效緩解青年失業，因此而大力推動相關

政策。5 月 4 日，《新華社》刊出習近平給中國農業大學「科技小院」學

生的回信，鼓勵青年「走進鄉土中國深處，才深刻理解什麼是實事求是、

怎麼去聯繫群眾，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被外界認為習鼓勵青年下鄉。

而早在 2 月的時候，廣東省的共青團就公布了《廣東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

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三年行動》（簡稱「三鄉行動」），

要求到 2025 年底，廣東省將累計組織 10 萬名青年下鄉幫扶、聯繫服務

10 萬名青年返鄉實踐、培訓服務 10 萬名青年提升興鄉技能。前面所提到

的「三支一扶」計畫，在今年選派 3.4 萬名高校畢業生到基層服務，20 而

今年的「西部計畫」全國項目實施規模將招募 2 萬人，地方項目預計實施

規模將超過 4 萬人。21

中共中央與地方推出的就業方案，對於緩解青年失業問題的成效恐不

大。從前面的討論可得出，當今的高青年失業率源自於幾個問題：總體經

濟的停滯、民營經濟狀況不佳以及高校持續地招攬學生。今年推出的就業

刺激政策並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地只是要求市場供給方擠出更多

名為「靈活」實則不穩定且待遇不高的工作機會，再促使青年去接受與其

條件和期望不符的工作。

伍、高失業率的影響

一、對青年的影響

在當今結構性錯配問題嚴重之際，有不少青年朝向與原本期望不符的

20 〈2023 年「三支一扶〉計劃選派 3.4 萬名高校畢業生〉，《人民網》，2023 年 4 月 25 日，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425/c64387-32672827.html。

21 〈團中央、教育部等部署 2023 年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工作〉，《人民網》，2023 年 4
月 12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412/c64387-32662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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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靠攏。以體制內的選項來看，今年有更多的畢業生嘗試進入政府

部門擔任公務員。2023 年的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有 260 萬人報名，比去年

多出了 47.7 萬人，而今年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與錄取計畫比為 70：1，22

等於 1.4% 左右的錄取率，與去年相近。有一些學生則選擇延後畢業。《中

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 2,001 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3.1%
的受訪高校生表示身邊有選擇延畢的同學。23

在公務員與白領工作機會不足的情況下，部分青年開始退而求其次，

轉向藍領工作。根據《BBC》報導，有不少中國高校畢業生因為生活壓力

而選擇了偏重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作。在這些年輕人尚未找到高收入高技術

的白領工作前，這樣的現象將使得整個青年族群失業問題惡化—即便

有畢業生願意選擇藍領工作，但仍然沒辦法吸納足夠的年輕人，並且會衍

生出高校畢業生與其他青年族群競爭藍領工作，反而排擠掉其他年輕人的

工作機會。換言之，「高校生對藍領工作不感興趣」此論點並不成立—

有不少高校畢業生屈就於藍領工作，但高等教育以及民營經濟的政策使得

結構性錯配的問題嚴重，因此仍有非常多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而且，藍領的工作機會所提供的待遇過低。根據北京大學的調查，高

校畢業生起薪平均 2.5 萬台幣，低於台灣類似背景的起薪，碩士畢業則好

很多，平均 4.4 萬台幣，另外根據人力平台的調查，平均簽約的月薪，去

年約 2.8 萬台幣，低於前年的 3.2 萬台幣，降幅 12%。24 中國 2022 年城鎮

的人均消費支出為至少 30,391 人民幣，約 13.4 萬台幣，25 若是以這樣的

標準來計算的話，高校畢業生要在城市裡買房置產並不容易。而可以提供

高校生足夠待遇的工作機會則很可能為所謂的 996 工作制—「從早 9
點工作到晚 9 點，每週工作 6 天」，爆肝換取高酬勞的工作型態。2021 年

22 陳言喬，〈大陸國家公務員考試登場 260 萬人報名 錄取率 1/70〉，《經濟日報》，2023 年 1
月 8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895163?from=edn_newestlist_rank。

23 〈73.1% 受訪大學生表示身邊有同學選擇延期畢業〉，《中國青年報》，2023 年 5 月 9 日，
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23/0509/c1006-32681799.html。

24 陳韻雯，〈陸經濟專家稱「年輕人低薪是能力差」　陸青年起薪這數字〉，《TBVS 新聞網》，
2023 年 2 月 25 日，https://news.tvbs.com.tw/china/2034115。

25 〈2022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1 月 17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7/content_5737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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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中國人力與社會資源保障部聯合最高法院發布了 10 則超時加

班的典型案例，並明確表示「996」工作制度違法。在那之後，科技業龍

頭紛紛進行調整，加班文化在官方出手遏止後走入歷史。26

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其他的方式因應。在工作越來越

難找到，而既有工作投入與收入越來越不成比例的情況下，有許多年輕人

選擇當「全職兒女」—回家與父母同住，陪伴父母或承擔一些家務，

有些甚至會與父母簽訂一份簡單的契約，以家務來換取報酬。面對一些質

疑的聲音，這些年輕人認為自己並不是無所事事地在家「啃老」，而是做

類似保母的工作，在家全職的人，將陪伴與照顧父母當成一種打工。在中

國的「豆瓣」社群網站上，一個「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群組現在已有

4,000 多名參加者。27

專家對於此現象表達擔憂。有學者就認為，「全職兒女」的本質就是

失業，且將使父母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尤其是當父母支付一定的報酬

給子女時，最終將導致整個家庭的消費降級。28 另外也有學者指出，中國

社會一連串的情況—整體經濟的低迷導致就業機會銳減、加班文化、

高齡化社會—導致了「全職兒女」現象的興起，29 但這些年輕人在家

越久就越可能延遲其回歸就業的動機，也會造成其適應社會的能力下降，

從「全職兒女」變成「主動啃老」。30 而這些年輕人在家並沒有比較輕鬆，

他們的心理狀態需要被關注。

有些年輕人選擇當「賣崽青蛙」—穿著大頭青蛙裝，在街頭販賣

青蛙造型氣球的小販，今年初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城市街頭，而且數量越來

26 賴瑩綺，〈互聯網告別 996 時代〉，《工商時報》，2021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14000297-260209?chdtv。

27 〈青年人失業率高企 「全職兒女」成中國新潮流〉，《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8 月 28 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youth-08282023003428.html。

28 〈「全職兒女」啃老專門戶？中國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BBC 中文網》，2023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6305。

29 〈「全職兒女」啃老專門戶？中國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BBC 中文網》，2023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6305。

30 〈「全職兒女」：逃避有時有用 但只是暫時有用〉，《中國青年報》，2023 年 6 月 22 日，
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3-06/22/content_qb4577hp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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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經由網民拍攝上傳後迅速引發互聯網熱潮，成為城市亮點。而今年

也發現越來越多年輕人從事「賣崽青蛙」，反映出中國經濟放緩，導致許

多年輕人在有志難伸的情況下，選擇一個勉強能夠溫飽，但時間較自由的

工作。「賣崽青蛙」的流行也顯示了在整體經濟萎靡的大環境下地攤經濟

的興起。

高失業率的環境進而造成了一些社會現象。「四不青年」意指「不戀

愛」、「不結婚」、「不買樓」、「不生孩子」，此用語在今年 3 月份於

網路流行，而之後也有一份題為《當前我市「四不青年」現象有所抬頭，

建議多措並舉加強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文件在網絡流傳，據稱是共青

團廣州市委發布。該文件提到，共青團廣州市委開展一項調查，回收有效

問卷 15,501 份，其中符合「四不」特徵的高校生、在職青年占 1,215 份。

文件強調，要把「四不」現象轉化為「四要」，即要談戀愛、要結婚、要

買樓、要孩子。31 該文件引發了網民的嘲諷，因為對於青年來說，會選擇

「四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不穩定，對未來已沒有指望。在好工作難找的

情況下，年輕人發現連談戀愛都成本太高。

孔乙己是中國近代小說家魯迅短篇小說的主人翁，窮困潦倒還穿著

象徵讀書人的長衫，迂腐麻木，生活陷入困境但又放不下身段。「孔乙己

文學」在今年 3 月份的時候於網路流行並登上微博熱搜，許多年輕人對於

主人翁的形象與經歷產生了共鳴，所以評論認為「孔乙己文學」反映出年

輕人對於當今世代的普遍不滿，以借古諷今的方式來宣洩其心情。不過此

現象引發了官方的注意，官媒《央視網》3 月 16 日發表評論，呼籲正視

「孔乙己文學」背後的焦慮，但也提到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積極地提出

建言，而全社會應該協同發力，協助他們走出暫時的困境，走上「焦慮—

勇氣—希望」的正迴圈道路。共青團中央更透過微信公眾號發表評論，直

批「孔乙己文學」是對安分守己寒窗苦讀年輕人「莫須有的侮辱」，評論

稱，如果年輕人思想上還有所謂「脫不掉的長衫」的包袱，被「長衫」束

31 〈「四不青年」成內地「潮語」 穗調查稱近一成年輕人屬此群〉，《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bu-071020230302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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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住自己的個人發展，恐怕無法彎下腰來聽呼聲、挽起褲腿下田地，可能

會錯過在廣闊天地中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的必然出路。32 共青團的

發言引起很多網民的批判，認為政府將失業問題歸咎於年輕人不想吃苦的

思維，卻不正視其背後的問題。

二、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影響

中國青年的不滿雖然快速升高，可能提高人民以行動來表達不滿及訴

求，但短期內將難看到較大規模「反中央」的青年抗爭。從上述的內容可

見，大多數的年輕人仍舊在嘗試透過不同管道尋求工作，甚至願意屈就於

待遇條件較差，與其原本期待落差大的工作機會。而「四不青年」、「孔

乙己文學」的興起也體現出年輕人對當今體制高度的不滿，但將不滿轉化

於軟性的嘲諷、自嘲、消極不配合社會期待等行為，繼白紙運動後尚未有

大規模的抗爭活動。

換言之，目前青年族群雖因其處境而高度不滿，但短期內恐難看到

像白紙運動般的大規模抗爭活動。白紙運動的反中央訴求與其抗爭特性有

關—動態清零為中央意志下的防疫政策，2022 年，在西安及上海等

地疫情的防控爭議中，習近平仍堅持實施動態清零，甚至於二十大的開幕

報告時稱，「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

清零不動搖」。而中國民眾因為經歷清零政策下的嚴密封控與頻繁核酸檢

測，加上清零政策衍生而出諸多的次生性災害在各地發生，導致民怨不斷

提高與積壓，在此情況下，人民認定中央政府與清零政策的連結，造成

「反中央」訴求的出現。不過可預見的是，青年的不滿將持續累積，而在

中共未能有效解決失業問題以及持續嚴密控制社會情況下，國家與社會關

係將更加緊張，並將會對中共的治理形成更多挑戰。

32 〈中國青年求職難興起自嘲的「孔乙己文學」，官媒試圖帶風向導回「正能量」挨批〉，《中
央社》，2023 年 3 月 17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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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結

青年就業是今年中共面臨的重大挑戰。所謂的「結構性錯配」其實

反映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更深層的政治經濟影響—教育政策下的幾

波擴招導致在就業市場的青年大幅度增加，但負責吸納這些青年的民營企

業與長年擁有優勢的國營企業競爭，原本處境已較為艱難；近年又面臨政

府的監管，民營企業萎縮後工作機會大量減少。在這些政策不變加上整體

經濟情勢不佳的情況下，目前的就業政策對於解決失業問題的成效不大。

即便中國青年不滿情緒升高，但大多數的青年仍趨於消極，一些仍繼續探

詢考公務員、實習或勞力為主的工作機會，另一些則是回家做「全職兒

女」，或是在網路上嘲諷時事，消極地以「不配合」體制方式因應。中共

或許不會在短期內面臨青年組織或參與的大規模社會抗爭，但一個趨於悲

觀消極的社會，可能引起零星抗爭活動以及其他的社會問題，這些仍是中

共不得不考量並回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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