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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影响因素

邓灵芝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等多个影响因素，确定与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相关度较高的是地区生产总值、
职工月平均工资、参保人数；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相关度较高的是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年末领取失业保险人数、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 为了失业保险基金的稳定发展，根据“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理念，确保落实失业保险制度是关键；从跟

踪反馈年末领取失业保险人信息方面做到防范失业要求；通过建立就业给付系统促进就业达到参保人数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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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失业问题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之一［１］。
为更好的解决失业问题、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起，国家统计局将调查失业率作为主要

统计信息。 我国失业率仍在较小范围内波动，但是

与去年同月相比有较小上升趋势，失业保险作为保

障非自愿失业人员的补贴，对失业率波动具有一定

的影响［２］，展开针对失业保险研究是稳定低失业率

的需求。
学者巩春秋的研究中将失业保险制度作为保障

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是失业保险发展的前提。 以

上海市失业保险金水平为例，２００８ 年 ４４５ 元，２００９
年 ４９５ 元，２０１０ 年 ５５５ 元，２０１１ 年 ６２５ 元，２０１２ 年

７５５ 元，２０１３ 年 ８８５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６５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５５ 元，２０１６ 年 １４１５ 元，２０１７ 年 １６００ 元，２０１８ 年

１７７０ 元，２０１９ 年 １８１５ 元。 也正是因为失业保险有

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功能，才可以使得将受益人群

扩大是进一步的发展方向［３］。

为了失业保险制度能够防范失业风险，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在部分城市如吉林、江苏、浙江等地确立失

业动态重点监测报告制度试点，该失业预警制度既

有利于监测失业形势，同时又收集相关数据，为失业

保险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宏观分析以及失业预

警。 政府部门多次尝试创新机制，利用试点形式，在
部分城市实施新方案。 目前，对于防范失业需拓宽

更多渠道，了解失业原因，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失业保险制度仍缺少促进失业人口再次就业功

能［４］。 为促进失业人口再次就业，参保人员可以根

据相关规定提升职业技能，通过鼓励失业人员提升

职业技能实现更好就业。 通过调动失业人员再次就

业的积极性，补充失业保险制度在促进就业方面的

政策支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多种影响因素中

提炼最具影响力的影响因素，较为深入的对影响因

素进行对比，并运用到失业保险基金中。 上海市作

为中国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根据上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 ２０１８ 年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失

业保险基金收入 ８７．１７ 亿元，支出 ９８．４８ 亿元，累积

结余 １６９．８７ 亿元，具有明显失业保险基金结余高，
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存在不平衡等情况。 因此，选择

上海市失业保险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参考意

义。 探究与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以及

失业保险支出相关度较高的影响因素，并从相关因

素中找到与扩大受益人员、失业原因、促进就业 ３ 个

方面的可行措施。
１　 失业保险基金影响因素

１．１　 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分析

随着政策、人口、时间的不断变化，影响失业保

险基金的因素也不断变化，最终主要是通过失业保

险基金的收入以及支出表现出来。 本文通过归纳失

业保险基金的影响因素探究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的变

化。
影响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因素较多，本文选取

表 １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确定主行为序列，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 ｙ１，因子序列选取的是财政对社会保障

和就业的投入 ｘ１，上海市月职工平均工资 ｘ２，城镇职

工参保人数 ｘ３，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 ｘ４。
　 　 表 ２ 中个指标序列的峰度系数较低，皆低于峰

度系数 ３，表明观测量较为分散。 从序列偏度来看，
度量分布并非对称。 其中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

投入 ｘ１ 正偏程度最为突出。 且从 Ｊ－Ｂ 统计量来看，
各指标序列都拒绝正态分布。

对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确定

主行序列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ｙ２，因子序列选取的

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标准 ｘ５，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 ｘ６，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ｘ７，年末领取人数 ｘ８。
表 １　 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指标

Ｔａｂ． 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ｙ１ 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 ｘ１ 程晓君（２０１２）
职工月平均工资 ｘ２ 程晓君（２０１２） 杨翠迎，王国洪（２０１４）
职工参保人数 ｘ３ 程晓君（２０１２）
地区生产总值 ｘ４ 程晓君（２０１２）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ｙ２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ｘ５ 杨梓程（２０１８） 杨翠迎，王国洪（２０１４）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ｘ６ 杨梓程（２０１８） 杨翠迎，王国洪（２０１４）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ｘ７ 杨梓程（２０１８） 杜亚倩等（２０１７）

年末领取人数 ｘ８ 程晓君（２０１２）

数据来源：上海市历年统计年鉴。
表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影响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各项指标序列基本统计特征

Ｔａｂ． 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７

因素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Ｊ－Ｂ 统计量

基金收入（万元） ｙ１ ８４０ １６５．５８ ８８４ ６５７．７３ １ ０４４ ６５２．３２ ５３９ ００７．２８ １５９ １３１．３２ －０．７１ －０．５５ ６．１０
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

投入（亿元） ｘ１
５４６．９４ ４５５．５１ １ ０６１．０３ ３３４．９７ ２４８．５６ １．４９ ０．９２ ５．５１

职工月平均工资（元）ｘ２ ４ ９８３．８８ ４ ８６３．９６ ７ １３１．８３ ３ ２９１．８３ １ ２０９．４１ ０．３４ － ０．９２ ６．６１
职工参保人数（万人）ｘ３ ６６２．３９ ６２１．５５ ９６１．８４ ５１１．８３ １５２．３４ １．４２ ０．８０ ５．３７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ｘ４ ２１ ７７０．０３ ２１ ４１１．５２ ３０ ６３２．９９ １４ ０６９．８６ ５ １６５．９６ ０．１８ － ０．９２ ６．４５

　 数据来源：上海市历年统计年鉴。

　 　 表 ３ 中个指标序列中所有变量皆峰度系数较

低，皆低于正态分布分度值 ３，且分布较为分散。 城

镇登记失业人口数 ｘ７ 负偏程度最为突出，年末领取

人数 ｘ８ 正偏程度最为突出。 从 Ｊ－Ｂ 统计量来看，各
指标序列都拒绝正态分布。
１．２　 指标构建和结果分析

在分析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影响因素的基本信息

后，对各项指标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对失业保险

基金收入的灰色分析过程如下：首先，对基金收入、财
政投入、职工月平均工资、城镇职工参保人数以及上

海生产总值等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如表 ４ 所示。
其次，取分辨系数为 ０．５ ，代入公式（１）计算灰色各

序列关联系数，结果如表 ５ 所示。

δｉｊ ＝
ｍｉｎ
ｉ ＝ １

｛ｍｉｎ
ｊ ＝ １

（｜ ｚｉｊ － ｚ０ｊ ｜ ） ＋ η·ｍａｘ
ｉ ＝ １

ｍａｘ
ｊ ＝ １

（｜ ｚｉｊ － ｚ０ｊ ｜ ）｝

｜ ｚｉｊ － ｚ０ｊ ｜ ＋ η·ｍａｘ
ｉ ＝ １

｛ｍａｘ
ｊ ＝ １

（｜ ｚｉｊ － ｚ０ｊ ｜ ）｝

（１）
　 　 对每列系数进行平均值计算，得到结果如下：
ｙ１１ ＝ ０．５５，ｙ１２ ＝ ０．６５，ｙ１３ ＝ ０．５９，ｙ１４ ＝ ０．６８，得到主序

列关联度大小排序为：ｙ１１ ＜ ｙ１３ ＜ ｙ１２ ＜ 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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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结果可知： 地区生产总值 ｘ４ 与失业保险收入

ｙ１ 关联度最高，职工月平均工资 ｘ２ 排序第二，职工参

保人数ｘ３ 次之。 地区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代表该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经济水平同时影响

着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充实失业保险基金收入；职工参保人数增加代表失业

保险缴纳人数的增多，直接增加失业保险基金的收

入。
表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影响上海市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的个指标序列基本统计特征

Ｔａｂ． ３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７

因素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Ｊ－Ｂ 统计量

基金支出（万元） ｙ２ ７２９ ９６４．９９ ７３６ ６９３．９１ ９８４ ８０６．２７ ４４３ ０３２．４２ １６７ ５５３．６９ － ０．１２ － １．０６ ６．８９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元）ｘ５ ５９１．００ ４８２．５０ ９７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９８．２０ １．０２ － ０．６４ ７．２５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元）ｘ６ １ ５７２．００ １ ５３５．００ ２ ３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４７２．２２ ０．１７ － １．４９ ８．４６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ｘ７ ２５．９７ ２６．４９ ２７．８７ ２２．０６ １．７３ － １．１５ １．０２ ３．８２

年末领取人数（万人）ｘ８ １１．３２ １１．００ １４．５６ ９．５４ １．６１ １．１５ ０．４１ ５．０３

表 ４　 相关数据无量纲化后结果

Ｔａｂ． 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年份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万元） 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亿元） 职工月平均工资（元） 职工参保人数（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２００８ ５３９ ００７．２８ ３３４．９７ ３ ２９１．８３３ ３３３ ５１１．８３ １４ ０６９．８６
２００９ ６１７ ８１５．６１ ３３６．０８ ３ ５６５．７５ ５２３．５３ １５ ２８７．５６
２０１０ ７１７ ０００ ３６２．５６ ３ ８９６．４１６ ６６７ ５５６．２ １７ ４３６．８５
２０１１ ８１６ ３１２．３３ ４１７．５ ４ ３３０．６６６ ６６７ ６０４．２２ １９ ５３９．０７
２０１２ ９１５ ３７６．８１ ４４３．０１ ４ ６９１．６６６ ６６７ ６１７．３５ ２０ ５５８．９８
２０１３ ９９５ １４６．７１ ４６８．０１ ５ ０３６．２５ ６２５．７４ ２２ ２６４．０６
２０１４ ８９７ ５８９．２２ ５１４．２２ ５ ４５１．４１６ ６６７ ６３４．０８ ２４ ０６８．２
２０１５ ９８７ ０２９．３２ ５４３．１６ ５ ９３９ ６４１．７７ ２５ ６５９．１８
２０１６ １ ０４４ ６５２．３２ ９８８．８１ ６ ５０４ ９４７．３２ ２８ １８３．５１
２０１７ ８７１ ７２６．２３ １ ０６１．０３ ７ １３１．８３３ ３３３ ９６１．８４ ３０ ６３２．９９

表 ５　 灰色各序列关联系数结果

Ｔａｂ．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年份 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 职工月平均工资 职工参保人数 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７０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８１
２０１０ ０．５３ ０．６５ ０．５９ ０．７１
２０１１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６２
２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４１ ０．５０
２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４５ ０．３６ ０．４７
２０１４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７７
２０１５ ０．３７ ０．６５ ０．３８ ０．６６
２０１６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９２ ０．７１
２０１７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５１

　 　 同理可得： ｙ２５ ＝ ０．６９，ｙ２６ ＝ ０．８２，ｙ２７ ＝ ０．５９，ｙ２８ ＝
０．７３，得到主序列关联度大小排序为：ｙ２７ ＜ ｙ２５ ＜
Ｙ２８ ＜ ｙ２６。

由结果可知：ｘ６ 上海市职工最低标准与失业保

险基金支出 ｙ２ 关联度最高，年末领取人数 ｘ８ 排序第

二，城市居民生活保障标准 ｘ５ 次之。 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是上海市衡量失业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重要

指标，由此可见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关系最为密

切。 结果数据显示，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与年末领

取人数的关系密切，其中年末领取人数的总数变化

较小，失业保险金逐年增长，因此保险基金支出水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２　 结论及具体措施

相关结论：

２４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１）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失业

保险基金累积结余有所下降，但仍有大量结余；
（２）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职工

月平均工资、职工参保人数相关度最高；
（３）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与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年末领取人数相关度最高。
３　 具体措施

结合上述相关结论，为失业保险基金的健康发

展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从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面与失业保险基金相关较

高来看，失业保险基本做到了保障生活要求，因此扩

大失业保险受益群体是关键；第二，从年末领取人数

方面，增加对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的关注追踪，
减少失业人数以达到防失业要求；第三，从职工参保

人数方面，大力促进就业稳定，就业人口，保障职工

参保人数。
（１）积极宣传失业保险作用，扩大受益人群。

当前我国失业保险已经保障了失业登记人员的基本

生活［５］，职工工资最低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作为失业保险金的制定标准，根据不同城市

的生活水平不断调整，结合当地实际发挥其作用，确
保失业保险能够发挥其“保生活”的作用。 积极宣

传失业保险金作用，让更多失业人口得到保障。 在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失业人员因自身原因不愿意登

记领取失业保险金［６］。 一方面，影响到自身家庭生

活；另一方面，较多失业人员得不到经济支持会影响

到社会稳定。 另外，统计的失业率与实际情况差距

大，造成各项政策制定得不到准确的数据支撑，阻碍

经济发展。 可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传播等方式不

断加强失业保险作用的宣传，打消大众对于领取失

业金的偏见，拓宽失业人员登记失业的渠道。
（２）跟踪反馈年末领取失业保险人员。 根据失

业保险基金支出影响因素来看，在保障居民生活水

平以及劳动者收入的前提下，年末领取失业保险人

数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的相关度最高。 因此，致力

于保障降低失业风险的同时，也应持续关注登记在

册的领取失业保险人员的情况。 对于愿意来登记失

业信息的人员，可适度了解其失业原因以及未来一

段时间内的就业情况。 在此基础上，可以统计调查

一年之内曾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就业进度，进度

类型大致分为：无进度、学习技能中、尝试找工作失

败、找工作成功四大类型，针对不同进度的失业人员

采取不同的措施，制定不同政策措施。 对于进度处

在学习技能中的失业人员，我国相关规定：利用补贴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促进了失业职工不

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的积极性，即便是在失业情况

下也不会丧失生活工作的动力，并且也具备找到工

作继续创造价值的能力，有利于劳动者不断提升自

我工作能力，掌握更多职业技能，以更好应对未来职

业风险，同时有利于总体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

高［７］。 对于进度处在尝试找工作失败进中的失业

人员，应当给予一定的工作岗位推荐，或是有关技能

推荐，让失业人员学习并再次就业，此类进度的失业

人员最需要得到科学的建议，以及人文关怀，建立相

关的就业服务系统，有效的帮助到此类人员。 对于

进度处在找工作成功的失业人员，可以提供合适的

经济鼓励，同时对于其成功找到工作的经验也可以

通过建立专门的新媒体平台传播给更多失业的人

群。
（３）通过建立就业给付系统确保就业功能。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上海市失业保险

基金结余仍高达 １６９．８７ 亿元。 针对大量结余，将部

分资金投入就业给付达到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的

功能。 以加拿大和日本为例，对于失业保险基金的

利用不仅包含失业给付，也包含着职业培训等就业

给付［８］，意味着被保险人缴纳的失业保险包含着就

业给付金额，保险机构与培训机构签订行政合同，在
法律上保证了被保险人在失业情况下会得到就业培

训的权利。 在德国也同样具有就业促进机构，保险

人所缴纳的失业保险基金一部分会交由就业促进机

构，用于支付签订行政条约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再

与劳动者实现职业培训协议。 由此，可以借鉴上述

国家做法，利用基金结余建立就业给付系统，该系统

中应当包含失业人员想要再次就业时需要得到的帮

助，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针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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