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劳动力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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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变革、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正在重新塑造

全球与区域劳动力市场， 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成为当前的重要议

题。 本文从劳动力特征、 工作体制、 产业部门结构及新冠肺炎疫情四

个层面就马来西亚未来劳动力的新兴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继而就以

上新兴发展趋势对马来西亚未来劳动力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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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现代人类历史发展至今， 技术创新、 全球及区域经济力量及社会政

治动荡等因素始终影响和塑造工作的性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 技术的飞

速发展、 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各种因素的

变化。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全球范围内对未来的焦虑或许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严重。
尽管大量的关注和文献都聚焦于未来劳动力议题， 但人们对未来劳动

力议题的认知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尚未形成被普遍认同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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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劳动力的定义和设想， 研究人员在与未来劳动力相关的很多关键问题

上仍存在争论。① 其中， 一个关键的争论点是关于技术变革对于全球工作

岗位数的总体影响。 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变革可能会大幅增加因自

动化所导致的失业的人口数量， 与此同时潜在地创造出新型工作岗位， 但

目前大家对于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这种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加深持不同意

见。② 总体来说， 技术工作岗位减少导致大量技术性失业的情况不会进一

步恶化， 现有的大部分技术岗位将逐步转型。③

马来西亚同样面临着这一紧迫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马来西亚

正逐步成长为一个高收入、 知识型经济体。 然而社会人口及技术性的多重

变化正威胁着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重点讨论即将出现的模式及发

展趋势， 进而讨论这种趋势对马来西亚未来劳动力的影响， 并就此提出政

策解决方案。

二　 未来劳动力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趋势

（一） 劳动力特征的变化趋势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性别）

马来西亚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的劳动力正在发生变化。 未

来二十年内， 马来西亚劳动力群体中， 老龄化、 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及女性

劳动力增加将成为劳动力变化的三大主要趋势。
１ 劳动力的老龄化

与多数国家相同， 马来西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 马来西亚预

计将于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年正式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④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

势， 马来西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也逐步上升。 １９８９ 年， 马来西亚全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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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 约有 ２９％的劳动力属于 “年轻劳动力” （２５ 岁及以下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 “老年劳动力” （超过 ５４ 岁的劳动力） 的占比仅为 ６％ 。① 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 ２０１９ 年， “年轻劳动力” 在马来西亚全体劳动力中的占比下

滑至 １８％ ， 而 “老年劳动力” 的占比上升至 ８％ 。 若按以上发展趋势推

断， 受人口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预计 ２０４０ 年马来西亚超过 ５４ 岁的

“老年劳动力” 在全体劳动力中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 相反 “年轻劳动力”
在马来西亚全体劳动力中的占比或继续下滑。 ２０４０ 年， 马来西亚的 “老年

劳动力” 在总劳动人数中的占比预计达 １１％ ， 而 “年轻劳动力” 的占比预

计达 １３％ 。 （详见图 １）
众所周知，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 会在未来几十年中给马来西亚经济

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同时对现有养老金与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大部分国内劳动者年龄超过退休年龄， 老年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 劳动力

高龄化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压缩马来西亚的劳动力供给， 这同样会对马来西

亚未来劳动力造成重要影响。 国际案例也佐证了劳动力老龄化会给劳动生

产率造成负面影响， 以及由于贫困被迫工作的老年非正规劳动力和在专业

领域自愿工作的老年劳动力间存在不平等性。
２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伴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逐步发展及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 马来西亚

的职员在教育上投入的时间不断增加。 根据马来西亚劳动力调查数据，
１９８９ 年， 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劳动力 （占比达 ８２％ ） 只接受了中等及中

等以下教育， 全体劳动者中仅有 ５％和 ２％的劳动者分别接受了大专非学

位教育 （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和宗教教育） 及本科教育。 ２０１９ 年的劳动力

调查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全体劳动力中大专学历人数大幅上升， 其中约

有 １６％的劳动者具有大专非学位学历， １４％ 的劳动者具有本科及本科以

上学历。
在现有劳动力发展趋势与行业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下， 更多的马来

西亚劳动者在未来将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 到 ２０４０ 年， 马来西亚没有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职员人数在全体劳动者中占比预计将下滑至 ５６％ ， 近一半的

马来西亚劳动者将接受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 具体来说， 粗略估计到 ２０４０
年， 马来西亚全体劳动力中近一半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 而拥有大专非

－ １０１ －

国别与区域研究　

①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 年马来西亚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



图 １　 马来西亚不同年龄段劳动力占比

注： ２０４０ 年的数值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粗略估计。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作者估测。

学位教育经历的劳动力占比上升至 ２１％ ， 劳动者中接受本科及本科以上教

育的劳动力比例将上升至 ２３％ 。
马来西亚未来劳动力不断提升受教育程度， 特别是马来西亚大学毕业

生人数快速增加， 必然会使得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剩的问题愈加严重。 过去

几十年内， 马来西亚持有学位的劳动者失业率呈上升趋势。① ２０１９ 年， 马

来西亚劳动力中学位持有人的失业率显著高于持有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文

凭的劳动者。② 从地区来看， 在亚洲的高收入经济体中， 各国培养出的毕

业生人数多于既有的工作岗位数， 这也使得韩国与日本的毕业生失业率持

续高于非毕业生。③ 这一现象凸显了劳动力培养到底是选择数量还是质量

的问题， 使得人们加强对不同劳动力在 “软” 技能方面存在的差距、 劳动

市场搜寻方面的矛盾、 就业岗位创造路径以及企业不愿对员工进行再培训

等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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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马来西亚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

注： ２０４０ 年的数值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粗略估计； 由于一些数据无法获取， 百分比

总和可能不等于 １００； 非学位高等教育包括获得技术和职业证书。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作者估测。

３ 女性劳动力占比上升

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 过去几十年间， 马来西亚达到劳动年龄的女性

中仅有不超过一半的女性成为正式劳动力。 而且，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 年， 女性劳

动力的参与度呈下降趋势。① 然而， 这一趋势自 ２０１０ 年发生了逆转。 ２０１１
年马来西亚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开始稳步上升。 ２０１９ 年， 近 ５６％的达到劳

动年龄的女性参加工作。 与此同时， 过去数十年， 马来西亚男性的劳动参

与度却逐年下降。 ２０１９ 年， 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约达 ８１％ ， 与三十年

前相比下滑了约 ５％ 。
尽管过去十年内女性劳动者的参与度增加， 除总量之外， 劳动参与度

在性别上的差距仍然较大。 例如， 通过对不同年龄组的对比分析可以发

现， 女性劳动力参与度较男性波动较大。 因为女性更有可能为了承担照顾

家庭的职责而离开工作岗位， 也更有可能准备退出劳动力市场， 而选择一

些更为糟糕的 “过渡性” 工作。② 与此相类似， 对国际案例的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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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工作的老年女性劳动力多数承担一些简单工作， 而老年男性劳动者多

从事高技能工作或服务性职业。①

同样， 未来应在废除系统性男权制度结构问题之外， 为女性进入与再

回归工作岗位以及降低女性承担无偿家务的强度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这

是提高女性劳动力福利的关键。

图 ３　 马来西亚女性劳动力占比

注： ２０４０ 年的数值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粗略估计。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作者估测。

（二） 工作体制的变化 （非标准化 ／非正规就业）

马来西亚的另一个显现的发展趋势是非标准雇佣 （ ＮＳＥ） 在地区

内的盛行， 这将重新塑造马来西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 我们预测未来

几十年内， 非标准就业将在马来西亚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中占据较

高比重。
目前还没有关于非标准就业的标准定义， 这一术语是指区别于传统的

雇主与雇员双方关系的全部工作种类。②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 定义了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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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ｔ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５３４３２６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ａ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ｄｇ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ａｉｄ ａｎｄ Ｕｎｐａｉｄ Ｗｏｒｋ， Ｓａｇｅ， ２０１２。



非标准就业： （１） 临时就业； （２） 非全日制工作； （３） 劳务派遣工作及

其他涉及多方的雇佣工作； （４） 个体独立经营。 根据以上定义， 可以清晰

地发现非标准就业中非标准的性质决定了很多非标准就业的工作仍未在多

数国家得以明确界定。 因此非标准就业与正式就业间存在部分的重叠， 主

要包括非正式自营工作、 微小企业中的非正式工作及无薪的家庭工作，①

还包括如零工和在线外包等非标准化工作。②

过去几十年内， 在工业化受限、 企业成本削减、 技术创新、 资本全球

化、 雇主权力强化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弱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非标准化

工作在许多国家进一步增多。③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经过资产泡沫的

破裂和 １９８５ 年广场协议的签订④，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日本的非标准

工业岗位开始增加。 日本劳动力统计资料显示， “非正式” 工人的比例从

１９８４ 年 的 １５ ３％ 增 加 至 ２０００ 年 的 ２６％ ， ２０１９ 年 这 一 指 标 甚 至 高

达 ３８％ 。⑤

在马来西亚， 非标准化劳动力通常是指短期工或固定期限合同工， 这

一类型既非 “雇佣合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工， 也不是 “服务合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工。 职员与公司签署了 “雇佣合同” 后可成为雇员，
同时享受 《１９６７ 年劳资关系法》 等劳动法案规定的劳动保险。 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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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ｌｉｓａ Ｒ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Ｍａｒｙ Ｌｅｉａｎ Ｃ Ｍａｒａｓ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ａ Ｅｉｌｅｅｎ Ｖ Ｐｕｐｏ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ＥＴＵＣ，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ｇｈｈｕｂ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ｅ⁃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Ｊｏｎ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Ｌ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ｔｏｐｉｃｓ ／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ＷＣＭＳ ＿ ６４９９０７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Ｋｕｅｋ Ｓｉｏｕ Ｃｈｅｗ，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Ｍａｒｉａ Ｐａｒａ⁃
ｄｉ⁃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Ｔｏｋｓ Ｆａｙｏｍｉ， Ｓａｏｒｉ Ｉｍａｉｚｕｍｉ ａｎｄ Ｐａｎｏｓ Ｉｐｅｉｒｏｔｉ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Ｏｎ⁃
ｌｉｎ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Ｍｅｌｉｓａ Ｒ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Ｍａｒｙ Ｌｅｉａｎ Ｃ Ｍａｒａｓ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ａ Ｅｉｌｅｅｎ Ｖ Ｐｕｐｏ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ＥＴＵＣ，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ｇｈｈｕｂ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ｅ⁃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ＩＬＯ，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 ５３４３２６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Ａｎｓｇａｒ Ｂｅｌｋｅ ＆ Ｕｌｒｉｃｈ Ｖｏｌｚ， “Ｔｈｅ
Ｙｅ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７１ － ４０６
根据日本国家统计局多年 《劳动力调查》 统计数据整理而来。



合同” 下的职员则被归类为独立的合同方， 不享有劳动法规定的保险权

益。① 目前关于马来西亚的非标准就业整体水平的官方数据缺乏， 非标准

就业中的具体子类型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非标准化就业较为普遍。 非正

式行业调查显示 ２０１９ 年马来西亚约有 １２６ 万名职员 （占总劳动力人数的

８％ ） 受雇于非正式行业， 而非受雇职员 ／雇主职员在总劳动力人口中的占

比已上升至 ２２％ 。② 与此同时， 最新预估显示约有 ４％ 的马来西亚劳动力

服务于零工经济。③ 从行业来看， 非正规工与零工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
主要从事零售业、 住宿及餐饮业以及交通服务业中的子行业。

伴随着非标准员工在马来西亚全体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非标准

工作的占比在未来有望持续提升。 这一变化将影响生产性就业与体面工

作， 就业者可自由、 自愿选择兼职及临时劳动等非标准就业岗位， 使得拥

有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从中受益。 既有数据显示， 很多案例中临时就业及兼

职工作大部分都由员工自愿选择。④ 国际劳动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很

多国家， 与标准员工相比， 非标准员工的工作时间更长， 报酬更低， 同时

培训机会也更少。⑤ 而且企业通常不会为非标准员工提供最终过渡成为全

日标准员工的 “通道”， 据预估每年全体非标准员工过渡至全日标准员工

的比例为 １０％—５５％ 。⑥ 此外， 马来西亚国内早期讨论的多种非标准雇佣

关系通常不受劳动法规及社会保障计划 （如就业保险计划中的失业保险和

公积金中的养老金计划） 的保障， 使得非标准员工通常未达到合格标准及

（或） 社会保障门槛， 这对马来西亚公积金中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

低收入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 １０６ －

　 中国—东盟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二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ｏｎｏｖａｎ ＆ Ｈ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ｎｈ ｃｏｍ
ｍｙ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 ，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 《劳动力调查》 界定非标准员工包括自雇和无酬家务职员。
Ｎｕｒｆａｒａｈｉｎ Ｈａｒｕｎ， Ｎｏｒａｌｉｚａ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Ａｌｉ， Ｎｕｒ Ｌａｙａｌｉ Ｍｏｈｄ Ａｌｉ Ｋｈａ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ＡＯ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９
ＩＬＯ，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 ５３４３２６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ＯＥＣ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ｗｏｒｋ⁃０７６３ｆ１ｂ７⁃ｅｎ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４ 月２５ 日。
ＩＬＯ，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 ５３４３２６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图 ４　 不同类型的非标准就业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Ｎｕｒｆａｒａｈｉｎ Ｈａｒｕｎ， Ｎｏｒａｌｉｚａ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Ａｌｉ， Ｎｕｒ Ｌａｙａｌｉ Ｍｏｈｄ Ａｌｉ

Ｋｈａ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ＡＯ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９

图 ５　 马来西亚各行业非标准工占比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Ｎｕｒｆａｒａｈｉｎ Ｈａｒｕｎ， Ｎｏｒａｌｉｚａ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Ａｌｉ， Ｎｕｒ Ｌａｙａｌｉ Ｍｏｈｄ Ａｌｉ

Ｋｈａ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ＡＯ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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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随着未来非标准雇佣关系的进一步扩展， 需要制定更多的政策、 制

度及监管措施， 以保护员工服务及支持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工作

日程。

（三） 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 技术进步以及社会政治变革加速了服务相关行业中就

业的增加。① 从整体来看， 马来西亚未来的行业发展及工作岗位预计将朝

着服务业为核心， 数字密集和高技能的方向发展， 尽管目前还存在诸多

挑战。
２０１９ 年的全球数据显示， 全部工作中超过一半的岗位集中在服务业，

服务业就业岗位数在全部工作岗位数中的占比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３４ ５％ 上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０％ 。② 马来西亚劳动力统计数据反映出这种变化： 三十年前的

１９８９ 年， 服务业雇员占全体雇员的 ４６％ ， 但到 ２００９ 年， 这一比例达到

５９％ ， ２０１９ 年则达到 ６２％ 。 随着过去几十年服务业雇员的增加， 农业及制

造业的雇员的占比下降。 据预测， 到 ２０４０ 年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虽然增速

会减缓。 到 ２０４０ 年， 马来西亚服务业雇员在全体雇员中的比例预计将达

７０％ ， 同时农业雇员占比将继续减少， 而制造业雇员占比与目前的比例相

比小幅下滑。
２０１９ 年， 雇员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新增的 １０ 个工作岗位中， 有 ４ 个为

技能型工作岗位， ５ 个岗位属于半技能型， 少于一个岗位为低技能型。③ 尽

管如此， 不同行业间还存在不均衡性， ２０１９ 年， 服务业新增的岗位中超过

一半为技能型， 而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增的岗位多属于半技能型。
即使在服务业的子行业中， 自动化和技术创新对工作岗位的影响同样

不均衡。 在马来西亚， 未来劳动力岗位快速增加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数

据 ／数字化密集型的服务业， 尽管最受影响的职位还是与包括后勤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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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ｉｅｇｅｌａｈ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ＬＯ，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ＳＲＶ ＥＭＰＬ ＺＳ。
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马来西亚就业统计数据。



餐饮业等在内的中低技能服务业相关。① 领英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

新兴工作报告指出， 新增最快的工作岗位主要与大数据、 分析及技术相

关。② 与此同时， 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指出自动化引发的失业将主要作用于

一些常规、 可预测及低技能的工作岗位。 该报告分析， 自动化在未来将减

少马来西亚近 ５０％的累计工作时间， 到 ２０３０ 年自动化技术将取代 ４５０ 万

职员。③

马来西亚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全球新增工作岗位的发展趋势同步， 过

去几十年中全球近一半的新增工作岗位在数字密集型行业， 而失业多为

低数字化行业的从业者。④ 自动化与技术创新对不同工作造成不同影响，
这意味着吸纳低技能、 高龄及从事常规任务的工人的小企业未来将承受

技术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变化的最大成本， 且不会从集中于高科技产业中

新增的数字密集型工作上获益。 已经遭受连环打击的低技能及从事常规

工作的工人的情况还会因为潜在新增工作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区而进一步

恶化。⑤ 由于缺乏政策举措， 这些对未来劳动力影响不一的因素还将继续

加速马来西亚的经济和地区发展失衡， 并给马来西亚的公平、 体面就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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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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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ｇｏ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ＨＲＤ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ｄｆ ｃｏｍ ｍｙ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５ ⁃ｉｓｓｕｅ ＿ Ａｐｒ０１ ＿ ２０１９⁃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Ｊｏｂ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Ｊｏｂ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ｍ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ｕｓ ／ ｔａｌ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ｊｏｂｓ⁃ｒｅｐｏｒｔ ／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ＥＪＲ＿ ＭＹ＿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Ｅｅ Ｈｕｅｉ Ｋｏｈ ａｎｄ Ｎｉｍａｌ Ｍａｎｕｅ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Ｃａ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ｃａ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 登

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ＯＥＣＤ，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ｇｏ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Ｓｏｒｂｅ，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ｌ ａｎｄ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Ｍｉｌｌｏ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ｉｌｌ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
ｐｌａ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ｐｄｆ ／ ？ ｃｏｔｅ ＝ ＥＣＯ ／ ＷＫＰ （２０１８） ７９＆ｄｏ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Ｃａｒｌ 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ｒ Ｂｅｒｇｅｒ， “Ｄｉ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ｏｆ Ｕ 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ｅｗ Ｊｏｂ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８ － ４５。



图 ６　 马来西亚各行业劳动力占比

图 ７　 马来西亚各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资料来源： ＤＯＳＭ， 作者估算。

来越来越多的挑战。

（四） 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劳动力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同时冲击着劳动力和产业发展， 并使得当前的情

况更为复杂。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马来西亚就实施了包括

行动管制令 （ＭＣＯ） 在内的基础性公共卫生政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行动

管制令的实施， 可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在马来西亚扩散， 行动管制令便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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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政府设置的疫情防线。
行动管制令使个人行动和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 随着过去数月劳动力

市场状况的恶化， 劳动力市场的萧条程度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马来西亚的整体失业率升至 ５ ３％ ， 达到了官方统计以来的最高

水平。 随着未来数月劳动力市场的继续恶化， 失业率可能超过 ５％ 。 然而，
较高的整体失业率仍低估了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真实的萧条程度。 疲软的

劳动力市场状况和行动管制令的实施迫使求职者纷纷退出劳动力市场， ５
月约有 ７００ 万适龄劳动力被迫失业， 致使劳动参与度下滑至两年以来的最

低点， 仅达 ６８％ 。
即使行动管制令逐步放松， 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仍未出现较大

的改观。 相关证据和高频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马来西亚

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还将持续恶化。 随着封锁措施的进一步放松， 马来西亚

劳动力市场缓慢复苏， 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劳动力市场有望小幅趋紧。① 但是，
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很大概率还会延续到 ２０２１ 年， 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后会

吸引更多的职员重返职场。
就业季度调查显示， 与上季度相比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的工作岗位数大幅

减少， 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和商业活动的低迷。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 马

来西亚的总就业岗位共减少 ９４９００ 个， 反映出就业、 工作空缺及新增就业

的全面下降。 从行业来看，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 除信息通信行业和运输仓储

行业之外， 经济运行中的全部子行业就业人数都下滑。 此外建筑业就业人

数下滑最为严重， 其次是餐饮和住宿业。
目前， 一波接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跨境传播持续需要重视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确保那些无法进行远程工作但仍需在疫情期间工作的人们不会

处于风险之中。 因为这些工作岗位上的雇员通常因为无法转向数字化作

业而需要现场参与。 这可能会潜在地导致一部分在疫情期间仍能工作的

雇员与另一部分不能工作的雇员产生隔阂。
与此同时， 一些在疫情期间仍被雇用的职员远程工作也是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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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情况取决于马来西亚国内疫情的情况。 例如， 如果马来西亚每天的新冠肺炎感染病

例增加至 １００ 例， 那么会实行更为严格的行动管制令， 劳动力市场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参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ｔｏ Ｒｅｉｍｐｏｓｅ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ｉｆ Ｎｅｗ Ｃａｓｅｓ Ｈｉｔ Ａｂｏｖｅ １００ ａ 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ｓｉａ ／ ｓｅ⁃ａ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ａｙｓ⁃ｗｉｌｌ⁃ｒｅｉｍｐｏｓｅ⁃ｌｏｃｋ⁃
ｄｏｗｎ⁃ｉｆ⁃ｎｅｗ⁃ｃａｓｅｓ⁃ｈｉｔ⁃ａｂｏｖｅ⁃１００⁃ａ⁃ｄａｙ，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一方面， 职员往返工作单位的通勤时间减少可能提高了生产率。① 另一方

面， 毕马威 （ＫＰＭＧ） 针对 ３０２２ 名调查对象开展的 “居家办公革命” 调查

显示， ６４％的调查对象认为居家办公面临多重困难亟须解决， 其中包括网

络问题 （６１％ ）、 沟通障碍 （１４％ ） 以及缺乏技术准备 （１０％ ）。 尽管如

此， ６９％的调查对象仍同意居家办公安排延续到行动管制令结束。 专家认

为疫情带来的工作问题还将继续， 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是维持马来西亚生产

率的关键所在。

三　 未来劳动力的若干发展路径

（一） 提升老年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

　 　 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 可部分缓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萎

缩问题。 对老年劳动力而言， 促进老年人工作常态化及推广梯度退休计

划可有效帮助老年人延长工作年限， 一大部分正式雇员都因到退休年龄

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② 国际案例显示， 马来西亚可从逐步提高退休年

龄中获益。③ 同时， 面向老年劳动力的一系列刺激政策， 主要包括岗位分

配、 终身学习或再培训计划等， 都有助于扩充更高龄的就业人群。

（二） 提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

在扩充老年劳动力群体的同时， 还应考虑性别方面的状况。 据可获取

的马来西亚劳动力统计数据， 与男性相比， 女性不太可能作为劳动力长久

地留在劳动力市场， 大部分女性都因为无薪的家务而退出职场。 此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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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Ｗｈｏ Ｗｏｒｋ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Ｊｕｌｙ 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ｏｍ ｍｙ ／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６ ／ 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ｓｏｍｅ⁃ｗｈｏ⁃ｗｏｒｋ⁃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 Ｗ ， “Ｐｈａｓｅ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ｐｐ ６８ － ８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ｓ， 登 录

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Ｃｒｉｂｂ， Ｊ ，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 Ｃ ， Ｔｅｔｌｏｗ， Ｇ ， “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０３ － ２１２



关研究还证实无薪家务给女性带来双重负担。 通过最新一季度的劳动力数

据可以看出， 近期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大幅下滑， 而导致女性离开工作岗位

的主要原因是 “家务和家庭”。
因此， 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废除包括传统的性别角

色在内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系统， 同时向男性和专业护理服务方公平地转移

家庭护理重担。 此外， 现有证据表明适度的产假政策配合儿童保育的可获

得性及高质量， 是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度和减轻她们护理重担的关键所在。
特别是产假政策方面， 需强调父亲参与儿童护理的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产

假政策可以直接提高父亲参与护理婴儿的时间， 以改变父母在养育子女方

面的惯例， 即父母在护理婴儿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①

（三） 扩大劳动力权益与保护非标准工

此外， 马来西亚已经在非标准工的社会保护方面逐渐加大力度。 ２０１７
年， 马来西亚将工伤计划覆盖了个体拼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 为方便个体

经营者和非标准工参与社会保障， 还启动了自缴退休金计划。 然而， ２０１８
年， 马来西亚有近一半的成年人仍未参与任何养老金计划和退休计划， 以

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 包括就业保险计划中的失业保险和积极劳动

市场政策。② 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自雇员工数量与正式员工数量间

存在的总量差。 马来西亚的未来劳动力中， 随着非标准工比例继续增加，
这一状况将成为亟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除了将非标准工纳入社会保险和退休储蓄体系以外， 将失业保险的受

保范围拓展至自雇员工， 自雇员工将从中获取巨大效益。 相关证据表明，
向脆弱的员工群体提供失业津贴， 可以大大降低这些员工在失业的状况下

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同时有助于强化员工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激发他们的

创造性。③ 对于非标准工中的不同子群体， 从法律上拓展 “雇佣”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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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ａ Ｗｒａｙ， “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Ｌｅａｖ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８２ （２）， ２０２０， ｐｐ ５３４ － ５４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２０１８
Ｊｏｈａｎ Ｈｏｍｂｅｒｔ，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Ｓｃｈｏａｒ， Ｄａｖｉｄ Ｓｒａ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ｓｍａｒ， “Ｃ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Ｓｐｕ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０，
ｐｐ １２４７ － １２８５



可以帮助仍处于法律 “灰色地带” 的非标准工与正式工一样， 获得足够的

保障以及参与劳动力市场。① 政府应采取更为广泛的举措， 以解决雇主与

雇员间市场力量的失衡。 同时面对雇主拥有买方垄断权利， 应进一步加强

反垄断机构的权力， 并完善雇员的集体谈判机制。

（四） 加速后疫情时代下员工与家庭的经济复苏

面对经济冲击， 贫困家庭、 员工、 年轻人、 女性与少数族裔通常遭受

最严重的打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失业数据显示， 行动管制令实施后， 自

雇者、 年轻劳动力、 女性劳动力的确面临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巨大负面影

响。② 为此， 马来西亚颁布一项全新的补充财政刺激政策， 主要用于拓展

社会保障网络计划， 包括就业保险计划 （ＥＩＳ） 下的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援

助金计划 （ＢＳＨ） 下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同时对马来西亚欠发达地区中

即将开工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 加速经济复苏。③ 当自雇者与非标准工被

纳入拓展的失业保险计划当中， 这些群体可以暂时获得超过 ６ 个月的求职

期。 与之类似， 拓展后的生活援助金计划也将为自雇者与非标准工等新群

体提供现金转移支付。 早期分析认为 ３ 月马来西亚补充的国家关怀援助金

（ＢＰＮ） 和生活援助金计划的现金转移支付， 应为月收入低于 ２０００ 令吉的

家庭提供不少于两个月的预先转移性收入。④ 总而言之， 政府应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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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ＩＬＯ，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 ５３４３２６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ｉｓ ｏｒｇ ｍｙ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６ ／ 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Ｈｅｒｅｓ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Ｉ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ｉｎｉ ｃｏｍ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５２６２０８，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Ｗｅｌｓｈ ａｎｄ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ｉｎｉ，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ｉｓ ｏｒｇ ｍｙ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８ ／ ｏｎ⁃ｔｈ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ｃｏｖｉｄ⁃１９ ／ ，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ＰＮ ／ ＢＳＨ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ｈａｔ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Ｉ⁃
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ｉｓ ｏｒｇ ｍｙ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２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ｐｎ⁃ｂｓｈ⁃
ｃａｓ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Ｅ２％ ８０％ ８Ｂｐｒｉｈａｔｉｎ％ Ｅ２％ ８０％ ８Ｂ⁃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ｐａｃｋａｇｅ ／ ， 登 录 时 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帮助劳动者和家庭， 而不是只重视企业利益， 这样才能

实现更快且以人为本的经济复苏。

（五） 网络基础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突显了互联网普及率的重要性。 然而缺乏与之匹

配的网络访问质量， 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新冠肺炎疫

情最严重的阶段，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聚集是不可能的， 工作、 教育及

其他目的的沟通都需要依靠网络服务和产品。 马来西亚已经进入落实国家

光纤和联通计划 （ＮＦＣＰ） 的第二年， 该计划将于 ２０２３ 年完成， 考虑到疫

情期间带宽需求的大幅增加， 马来西亚政府有必要重视并加快推进该

计划。

（六） 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改革

为提升未来劳动力的素质， 马来西亚需更多地关注不同层级的教育系

统。 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早期儿童教育与其一生的认知和发展有极强的联

系。 因此在学前教育阶段仍存在的入学问题亟须解决。 在初等与中等教育

阶段， 需在遵循各地实际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教学大纲改革， 以适应未来的

技能需求。 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者应改进教学法中尚不完善的部分， 同时

在现有的教学法中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学生具备了以上这些能力， 就不会在未来职场中轻易因为技术问题而

失业。①

在高等教育阶段， 大学教授的知识与企业所需技能间的不匹配问题亟须

解决。 世界银行与马来西亚人才机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ｒｐ） 在 ２０１４ 年共同开展的一

项调查显示， ９０％的受访企业认为求职者需要经过更多产业培训， 而雇主在

招聘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８１％的求职者缺乏沟通能力。 此外， ８０％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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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ｅ⁃Ｈｅｅ Ｃｈａｎｇ， Ｇａｒｙ Ｒｙｎ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ｈｕ Ｈｕｙｎｈ， “ＡＳＥＡ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 Ｊｕｌｙ 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ａｃｔｅｍｐ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Ｃ⁃
ＭＳ＿ ５７９５５４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职者则认为大学课程并未反映职场的真实状况。① 若要解决这些问题， 私营

企业应提供包括学徒、 培训及实习等多种机会， 同时应在校企间建立一套

功能性反馈机制， 加强企业需求和高校教学间的沟通。
除此之外，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ＴＶＥＴ） 计划， 应进一步简化

目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计划在证书、 文凭和学位等级方面的过剩项目，
同时重点关注一系列高质量的项目。②

（七） 终身学习与积极劳动市场政策

为了确保劳动力能在提升技能与再培训方面更好地满足未来产业发展

的需求， 教育不应只被视为完成学习任务以获得学位、 文凭或证书， 更需

要引导马来西亚人转换思维， 将终身学习作为一种习惯。
同时还需激励和鼓励成年人及劳动者继续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 目前

马来西亚最新的就业保险计划中， 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ＡＬＭＰ） 下

的优先就业部分的详细情况仍未得到全面诠释。 特别是当前马来西亚劳动

力市场政策的重点是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压力， 马来西亚更需做出关于持

续提升劳动力技能的规划。 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计划就是马来西亚的模

板， 作为新加坡的一项国家战略， 技能创前程计划能为不同年龄段且从事

不同工作的新加坡人提供再培训、 技能提升项目以及职业发展的机会。③

为进一步支持马来西亚将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至发达国家水平的努

力， 还需强化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 同时不断提高劳动力的

技能水平。 为此， 应继续强化劳动力市场政策， 使其在打造一个全球化水

平更高且技术先进的经济体的过程中， 通过帮助那些因为不断变化的技能

需求而失业的工人再就业， 降低调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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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ｏ Ｇｉｌ Ｓａｎｄｅｒ， Ｄａｒｉａ Ｔａｇｌｉｏｎｉ， Ｃｌａｉｒｅ Ｈｏｌｌｗｅｇ，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Ｓａｎｔｏｎ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Ｐｕｉ
Ｓｈｅｎ Ｙｏｏｎｇ， Ｍａｕｒｏ Ｔｅｓｔａｖｅｒ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ｎ Ｎａｄｉａ Ｊａｌｉｌ，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１９３０３，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Ｄｒ Ｊｕｉｔａ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ｂｏｕｔ ＳｋｉｌｌｓＦｕ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ｋｉｌｌｓｆｕｔｕｒｅ ｇｏｖ ｓｇ ／ ＡｂｏｕｔＳｋｉｌｌｓ⁃
Ｆｕｔｕｒ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四　 结语

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 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水和蒸汽开始了机

器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用电力开展更为复杂的生产活动， 而第三次

工业革命通过电子与信息技术实现自动化生产， 工作的性质不断受到技术

进步的影响。① 过去几十年间， 在全球范围内酝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基

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转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然而， 除了全球技术

变革的影响之外， 未来几十年内马来西亚国内社会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长期

趋势将持续塑造马来西亚的未来劳动力。 本文根据劳动力统计数据重点分

析出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劳动人口变化、 工作安排变化、 行业变化及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并就这些趋势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对马来西亚造成的潜在影

响进行了分析。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Ｚａｉｎｕ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ｗａ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ｋ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ｍｉｘ，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ｎ ｗ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ａｌｖ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

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Ｈａｒｒｉｓ Ｚａｉｎｕ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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