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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最新歐盟就業與社會情勢季報，勞動市場復甦在 2011年第

3季呈現停滯並小幅下降 0.1%。 

自 2011年夏季開始此負向趨勢，愈來愈多的歐盟會員國經歷就

業狀況趨緩或減少；換言之，歐洲失業已達到歷史新高，失業率達

9.8%。在 2008年至 2009年間失業猛烈增加，也持續影響長期失業者：

在 2011年中期，43% 的失業者已有 1年無工作，與 1年前低於 40%

及 2年前約 33.3%相較，比率更增加了。 

許多團體受到影響，尤其是青年、低技術者與移工受到嚴重的

衝擊。青年的勞動市場復甦並未持續很久，經過 1年平穩的狀況，失

業自 2011年 5月再次爬升，較成年勞工的失業率增加速度更快。青

年失業率從 2008年春季之 15%，上升至 2011年 11月之 22.3%。除此

之外，在上開期間(2008年至 2011年)，頗受挑戰的尼特族(NEET, 

young people who are neither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也從 11%成長至 13%。 

從近期(2010年)發布之出版物顯示，許多歐盟國家有貧窮增加

的徵兆，尤其是在波羅的海周邊國家、西班牙與愛爾蘭。次團體(指

那些已在危機前之高風險者、與勞動市場聯結較弱者，意即青年、有

兒童之家庭--甚或是單親家庭)遭受到經濟危機最明顯的影響。會員

國間強化金融的措施也大相逕庭。最近的分析評論，歐盟中推動整套

緊縮政策之 6國，顯示精心設計措施的國家，可避免弱勢者受到嚴酷

衝擊。 

在許多歐盟會員國中，第三國公民在勞動市場仍處於困難的狀

況，而經濟低迷更加重其與本國國民的差距。同樣地，低技術勞工受

到危機明顯且長久持續的影響。 



就構成發展基礎而言，在整體疲弱的就業成長之下，工作創造

再度成為 2011年第 2季在長期工作與短期工作之間的平衡。青年仍

然是最弱勢者，愈來愈少的青年擁有長期工作或全時工作。同一時期

(2011年第 2季)，就業市場流入漸緩，當就業流出又再增加時，又

刺激了減少就業、增加失業--多數會員國經歷了上開趨勢走向。 

此外，這份評論顯示最新預測可補充失業率的指標數據、最新

的統計趨勢以及移民資訊。社會趨勢分析聚焦於危機與緊縮措施的社

會影響與家戶的金融狀況。最後還包括能源部門的情況，及選定 9個

會員國有較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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