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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体现了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但失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情况复

杂，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北京Y社区16名失业人员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主
题分析，探究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以及困境。结果表明，存在以下几种失业原因：公司原因、工作性质、

创业失败以及人际关系。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一种或多种困境：照顾负担(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心理压抑)、
自身限制(年龄限制、性格问题、身体限制、能力限制)、社会因素(前科记录、专业需求)、再就业心态(自
我否定、需求不符)。面对这些困境，未来在对其帮扶中第一需要建设更完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二

需要在此体系下达到“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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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unemployment and reemployment poli-
cies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 However,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unemployed are 
complicated. This study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6 unemployed people in Y community of Beijing, and analyzes the topics of the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unemployed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reasons for unemployment: Company reasons, job nature, entrepreneu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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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faced with one or more dif-
ficulties: care burden (caring for children, caring for the elderly,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 self- 
limitation (age limitation, personality problem, physical limitation, ability limitation), social fac-
tors (criminal record, professional demand), re-employment mentality (self-denial, inconsistent 
demand).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firstly, we need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so-
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nd secondly, we need to achieve “precise” assistance under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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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社会而言，就业是安国之策；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就业形势总体正在改善，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但是受到疫情等方面的影响，仍有部分失业人员面

临困难难以解决，失业问题牵动人心，引起社会和人民的广泛关注。 
失业包括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及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岗位空缺和就业人员找不到

工作同时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供求关系错位、就业人员的学识技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等引起(赵萍，2015)，
是随着科技发展与创新而生成的一种负面的产物(温晓慧，2008)，是在多方面的变动下所导致的供给结构

和需求结构不一致的失业状况(宁晓丹，2015)；摩擦性失业是指因为经济变动或企业、个人转型，就业人

员在失去或放弃工作以后，找到下一份合适工作之前所付出的等待和寻找的时间就是摩擦性失业(张新

洁，黄少安，2017)。周期性失业是指岗位过少，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其工作能力不能得到发挥。是由于

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社会的实际失业率增加(陈全，2015)，同时也与毕业生数量增加、失业问题累积有关

(郭万春，郭文尧，2017)。 
对于失业人员也有定义与分类。失业人员是指符合年龄要求并且在一段特定时间里没有工作，虽然

暂时未获得工作但在寻找工作的人(傅朝升，2006)，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没有工作；第二是目前可

以工作；第三是寻找工作。满足上述要求则被定义为失业人员(吴文俊，2017)。对失业人员的类型进行梳

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对失业人员进行分类

时，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失业人员的特点。可以按照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将失业人员分为不同

的类型，便于进行就业指导(傅朝升，2006)。翁耀佳(2015)按照年龄将失业人员分为青年失业群体和中年

失业群体。王潇(2015)通过查询与研究，对青年失业群体的年龄进行了界定，具体是指 16~35 岁失业人

员。这类群体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存在求职动力不强、认知存在偏差和缺少职业规划的问题(臧维红，

2016)。在以往的研究和理论中，学者们对于中年失业群体的定义没有过多的分歧，定义明确。姚洁敏，

钟伟(2010)认为中年失业群体一般是指女性劳动年龄段在 40 岁以上，男性劳动年龄段在 50 岁以上(可简

称为“4050”失业人员)，他们迫切希望再就业，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缺乏工作技能、学习能力，很

难获得就业机会。 
针对失业人员所面临的困难，陈群洲，张巧红(1998)认为很多失业人员有自身的就业习惯和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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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轻易改变。还有一部分失业人员对自己的定位过高，追求工资高、工作轻松有意思、离家近、体面

的工作岗位，但忽略了自身的工作技能和就业能力。而在所有失业群体中，中年人群在失业后所面临的

形势更为严峻，通过研究王粟圆(2018)提出了中年失业人员在能力发展方面的困境包括：再学习能力不足、

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心理调适能力减弱、缺乏社区参与能力。他们由于缺少事业成就感以及缺少和家人

的沟通，出现了心理问题，例如孤独，沮丧，无所事事等。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年龄是直接影响失业人员

的主要因素，但国外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们认为不应该将年龄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来定义失业人

员的就业障碍，而是应该将对工作障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年龄影响生活中其他问题的方式上(Neary et al., 
2019)。 

本研究希望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探究社区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以及他们在失业后的心理状况，了解

他们再就业的困境，帮助解决他们的心理困扰。利用相关心理学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职业辅

导和生涯规划，考虑怎样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什么样的帮扶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帮

助他们应对自身所处困境。形成社区–心理的联动模式，体现出心理学在社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为建

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来自于北京市 Y 社区，通过和社区的社区专干联系，统计出了具体失业人员，准备进行逐一

访谈，但是很多人由于没有时间、没有需求等各种原因拒绝了访谈，所以在 2018 年 9 月到 2019 年 7 月

期间，研究者共访谈了 16 名失业人员，其中男性参与者 8 名，女性参与者 8 名。 
访谈研究中发现，16 个失业人员中，有因为需要照顾家里，时间上协调不过来选择主动失业的、有

因为压力多大，想要稍作调整选择暂时不工作的、还有因为公司倒闭被迫失业等。 
出于对参与者隐私的保护，所有参与者姓名均以姓氏首字母大写。研究参与人员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y participants 
表 1. 研究参与者基本信息 

编号 访谈对象 年龄 性别 学历 婚姻状况 是否有孩子 失业时长 
1 J 36 女 职高 已婚 否 一年 
2 G1 35 男 高中 未婚 否 两年 
3 C 36 女 大专 已婚 是 半年 
4 W 40 女 高中 已婚 是 半年多 
5 L 36 男 研究生 已婚 是 将近三年 
6 S 39 女 职高 已婚 是 三年 
7 Y1 45 男 小学 未婚 否 十几年 
8 Z1 48 女 大专 已婚 是 七年 
9 G2 57 男 大专 已婚 是 两年 

10 Y2 46 男 高中 已婚 是 五年 
11 Z2 56 男 本科 未婚 否 十年 
12 Z3 36 女 大专 已婚 是 两年半 
13 G3 51 男 本科 已婚 是 两年 
14 G4 43 女 大专 已婚 是 两年 
15 H 42 女 职高 已婚 是 四年 
16 Z4 29 女 职高 未婚 否 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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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料收集与分析 

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研究者提前列好将要探讨的问题，形成一份简单的访谈提纲，在访谈中由

访谈对象自由表达，对回答顺序不作规定，围绕研究问题回答即可。本研究中的访谈对象为 Y 社区失业

人员。访谈提纲如下： 
一、访谈前 
1) 自我介绍与建立关系 
开场白 
你好，今天我约您来，就是希望能够跟你了解一下你的生活状况，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更加契合

您需求的工作。谢谢你的到来。 
2) 解释访谈目的和程序 
3) 签署知情同意书，强调受访者利益的维护、保密原则，重点强调录音问题。 
今天这个过程，我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漫谈一下，聊聊天。谈谈自己目前生活的

状态和期待。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1~2 小时的时间，这个谈话内容将会被保密，不会对你有任何负面和不

良影响，请您放心。我们是为了提供更加优质和贴心的服务。 
有一些寒暄和过渡 
二、正式访谈部分 
1) 在这次访谈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您的一些基本信息，我再跟你核实确定一下。 
年龄、婚姻状态、子女状态、其他家庭成员状态、生活基本情况、经济情况、学历状态、专业情况 
2) 您可以说一说你的求学经历吗？(探寻出他的专业背景和技能) 
3) 您可以说一说，进入社会之后，你的工作经历吗？ 
4)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目前处于失业状态？ 
5) 你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满意吗？(0~10 级评分，0 为极不满意，10 为极其满意，你现在满意程度

是几分呢？)能谈谈你给出这个打分的原因吗？ 
6) 你目前是否有再就业的想法？没有的话，为什么？ 
如果有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7) 你怎样看待现在的自己？ 
8) 为了继续就业和生活的更好一些，你都做了哪些的努力？ 
9) 你对社区、街道以及其他的服务人员有什么期待，我们做些什么也许能够更加支持到你实现自己

的生活目标呢？ 
说明，以上的问题只是作为参考，具体访谈过程中，我们要随时跟随被访谈者，仔细倾听，自然追

问，力求自然，舒服，又能够让受访者充分表达更多的信息。 
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在访谈的过程中全程录音。将录音资料转录成逐字稿文字资料，共计

211,821 字。资料的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主题分析被认为是质性资料分析中一种基础的分析方法，它是

一种在资料中确定、分析和报告主题的方法(陈向明，2000)。本研究中进行主题分析遵循以下 5 个步骤：

首先，研究人员反复阅读访谈转录稿，让自己沉浸在文字资料中，熟悉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第二，产生

最基本的代码(generating initial codes)，即开放编码(open coding)。第三，形成主题，将代码分到不同层次

潜在的主题中。第四，检查主题(reviewing themes)，将一些不够好的主题合并、拆分或删减，主题应该

达到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的标准；第五，定义和命名主题，确定每一个主题的本质(essence)，包含

哪些方面。思考主题本身以及主题之间的关系，避免主题之间太多的重合(何丽，唐信峰，朱志勇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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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失业原因 

经过对录音转录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他们失业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司原因、工作性

质、家庭因素、人际关系、创业失败。其中公司原因包括了公司倒闭、领导内部斗争、经济危机和公司

裁员；工作性质包括工作强度、工作压力、工作内容；家庭因素包括生育因素、赡养照顾老人、抚育孩子。 

3.1.1. 公司原因 
公司倒闭：有两位参与者表示，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公司不景气，最后倒闭而失去工作。 

广告公司，然后跟房地产有点关系的，包括那个房地产做宣传，后来房地产业不太景气。这房地产最好的时候

他那个公司规模就大一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不景气，然后就不行了，但是我就没换公司。就后来他那个公司不行

了，倒闭了。(J) 

也就一年多，在一个广告公司，第一家是广告公司，后来那广告公司个人的，他倒闭了。(C) 

领导内部斗争：有一位参与者表示，公司内领导内部斗争，随着领导更换导致失业。 

工作做了两三年，然后那里边又领导内部斗争，然后就觉得安排的都是自己人，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只能撤出

去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他就是对财务很重视，他想安排自己的人，你想所有企业都是这样。(C) 

经济危机：有一名参与者在外企工作稳定，但是受到行业内经济危机的影响离开公司。 

之后的话，基本上一直到我离开离职一直在这家公司，然后因为就是说好多外企到 08 年的时候，我就 08 年之

后离开那家公司了，因为 08 年等于是经济危机，好多像什么三洋什么松下什么那些大的这些国企从北京都往什么沿

海地方走了，对，后来很多地方都外企等于就是说在北京就逐渐减少了，我们离开那家公司了(Z2) 

公司裁员：有两名参与者表示，因为公司的裁员而失去工作。 

就是一直工作了十多年吧将近。十多年以后呢，我们公司原来是日资企业，它是从 15 年还是 16 年，16 年 3 月

份，嗯，就是卖给上海人以后呢，上海人就接受完以后，把企业接受完以后，当时好像他们谈判的是把业务和人员

全盘接收吗。但是接受完以后就是老板就全砍，像我们这十年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员工，你就说直接不养老员工，

他直接就是无事故给你辞退。(Z3) 

原来有一个说法，85 年进去的终生制，我是 86 年进去的，正好差一年。我这人比较安静，比较低调，我这人

不愿意跟他争，我也不愿意去找领导说事，我就下来了。(G2) 

3.1.2. 工作性质 
部分参与者表示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工作性质方面导致的，面临着工作强度大、工作压力大、工作内

容不擅长、不感兴趣。 
工作强度：有一名参与者表示，在工作期间工作强度过大，导致家庭生活出现了矛盾，最后选择放

弃工作。 

我每天都在飞机上每天都在跑，你不知道我那时候上班，我还有助手，我因为需要一个人，我时间表恨不得连

我回家睡觉的时间，我助手都要给我规划出来。关键工作也不顺，很不顺，一天到晚出差，因为你要知道对外贸易

跟老师不一样，你们老师都在一个固定的环境，我们这出差，一般像天津这都算近的，一般去上海外贸有时候出国，

有时候恨不得一年有七八个月都在外面跑，家里的矛盾就日积月累，也不是说谁跟谁的就事情，这种家里矛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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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谁针对谁的，还有谁要针对谁，这个矛盾反而好解决，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问题就是这矛盾不是说针对都是

穿插在一起的。(L) 

工作压力：有三名参与者表示，自己在工作期间受到很大的压力，负荷不了选择放弃目前工作。 

干一段时间，这 06 年开始干到了 13 年吧，嗯就不干了，就一直上夜班嘛，尤其在 08 年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紧

张，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我就觉得不行了，太紧张了，嗯，就怕出事儿嘛。(G3) 

主要就是说压力一大真的觉得特别累。就是睁开眼，我在想我今天得卖多少，我卖不够怎么着卖不过最后就是

而且你还得想得开，你这卖不够了，你也不能着急上火，你说你真着急上火了，病了工资人家他不给你看病钱的，

那病了，你自己的抗压能力差。后来压力太大了，喘不上气，又加上要带我妈去医院，就没上了。(S) 

销售工作肯定是压力大，累。各种出差应酬什么的，什么事情都完了。岁数大了，销售腿跑是吧？(Y2) 

工作内容：有三名参与者表示是由于工作的内容与自身情况不匹配，例如工作内容不擅长、对工作

内容不感兴趣。 

这个行业发展的也很快，然后我自己本身因为他要绘画功底，因为从小没学过画画，只能做一些文字排版，或

者是图形引用现成的图，然后在二次创作在排版，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不太适合，我对这审美什么的还是不太好，然

后就没再干。(C) 

分配到那个审计局服务中心，我觉得就跟写字楼物业没什么区别，就是管这套事。我觉得这太没意思，天天给

人改门禁卡，写门禁卡，就像这写字楼人家开个会给人放投影。我觉得特没劲，没干了两年多就辞职了。(G1) 

嗯，保险是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实在没法干下去，感受这行不太感兴趣。(G3) 

3.1.3. 家庭因素 
一些参与者表示失业的原因是家庭方面的因素，由于面临生育下一代、照顾家中老人或是抚育家里

的孩子导致失业。 
生育因素：有两名参与者表示在怀孕，即将生孩子以后辞职，在家带孩子。 

那个时候我在柜台也做过，也做过那个督导都做过，嗯，在那个柜台也站柜台。然后又在公司呆过，就做到就

是我生孩子辞职。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带孩子带到现在。(H) 

然后也干快餐，就麦当劳肯德基那样，麦当劳干的时间长，然后还要干到跟我们家有结婚 07 年。在那汉堡王，

也是快餐汉堡王一直干到我生孩子上不了了。(S) 

赡养照顾老人：有两名参与者表示自己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因为老人生病需要看护，而工作又不

能请假，所以辞职。 

我上午班上了俩月班，就我妈一病，当时不能请假，我只能辞了没人看，只能我看。让家里人看孩子，我去看

我妈去就这么着。(S) 

今年春节的时候是我自己主动辞职的，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老人这边病了，然后膝关节这边做了一个手术，然

后需要人照顾，而且也赶上快春节了，孩子正好也在放寒假，然后又有老又有小需要照顾我就辞职了(W) 

抚育孩子：有三名参与者表示由于孩子的接送问题和孩子的教育问题与工作时间冲突，没办法兼顾，

所以选择辞职。 

我就在想我要是去一个新单位，我是早到是没有问题，因为送完孩子去公司去单位就很快，但是下午接孩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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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儿真的是不行。(Z3) 

我说孩子我不能让他这么管的呀，这么管着把孩子不就回去了吗？嗯，我说我得管孩子，宁愿这两年我不上班。

就从孩子一上学，是九月份开学，我还在上班，后来刚上了两个月，那阵儿老师也找我，说孩子学习上必须打好基

础，但我下班以后都很晚了，孩子都睡了，顾不上孩子，然后我后来为了孩子就不干了(G4) 

无奈，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要是找一个工作的话，孩子给别人看的话，我还有点不太放心，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教

育对于家长来讲是不可推卸的，我是一个工作狂，我过去在单位，反正就是特别敬业的那种，因为没有办法，我们

单位是散摊子了到最后，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要一旦工作，孩子我估计肯定是顾不上的，所以我只能保一头。(Z1) 

3.1.4. 人际关系 
有一位参与者表示，因为在工作中无法处理解决人际关系，忍受不了其他同事选择辞职。 

工作是顺利的，但是有时候被欺负，嗯，然后我就说嗯，就是被欺负，然后干几天不干了。外地的，就是说那

个外地的欺负北京的嘛，然后再说了，我就是新去的那种的。(Z4) 

3.1.5. 创业失败 
有两名参与者表示失业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创业失败，现在很多行业都不好干，赔钱。 

然后就从住那块是一个新的小区里边好多空的底商，我们就租了一个，然后就做了点生意，然后做生意，后来

也觉得不太好干，餐饮业不好干，后来我就转出去了(C) 

那时候也自己干过，这瞎折腾也不行。开过台球厅，弄过饭馆。后来就不行没法干。做了以后都不太行，赔钱。

(Y1) 

3.2. 困境 

经过对访谈结果进行主题分析后发现，失业的参与者在再就业的过程中和在失业后的生活中主要会

遇到这些困境：照顾负担，其中包括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心理压抑；自身限制，其中包括年龄限制、

性格问题、身体限制、能力限制(学历不足、技能不全、学习能力)；社会因素，其中包括前科记录、专业

需求；再就业心态，其中包括自我否定、需求不符。并且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有许多参与者不止面临

一种困境，而是同时面临着几种困境，阻碍了他们的就业和自身发展。 

3.2.1. 照顾负担 
照顾孩子：有三位参与者的困境是目前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又没有人能够帮忙看护孩子，而无法继

续工作。 

这还都不是钱的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就分身无术，你还得去接孩子，那会我老公也赶不回来。接孩子下班离的

远，我等于是我弄完我爸，然后我回店里，回完店里，高峰期忙完了我又得赶紧去接孩子去，或者我提前把孩子接

回来放在店里边，所以就很忙。(C)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诉求，孩子现在周三是半天，没人带孩子，主要是因为这个才一直没上班呢，他现在周三

是半天嗯，我也没办法吧。(G4) 

没办法，因为我是真不想在家待着，我没办法像孩子现在他小上幼儿园，他不像说大一点的体质，什么各个方

面都好点，这三天两头有小毛病，没人看，只能我看。就是有时候朋友也给我介绍什么的，但真的就是这孩子给我

拖住了，真是这么回事(H) 

照顾老人：有三位参与者表示遭遇的困境是现在需要定期带家里老人去医院、随时陪伴老人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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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里外出工作。 

这我孩子我也给带我老人也得看，一个星期去两趟医院，完了我孩子现在学校是周二周五这都是半天。(L) 

因为家里这人我一人看孩子我上不了，我母亲也病不行，我得给她开药买药什么，反正就我一个人做。她就身

体疾病都好说，这心理疾病挺重的。她觉得我在她身边，她觉得她有安全感，只要我一走，她就慌了，她就慌了不

知道该干什么了，就焦头烂额，就自己起急。因为之前都是我替她做这些事，做饭买菜，很多开药全都是我帮她做

就弄的她现在，我就觉得就跟废人一个什么都不会做，就这样。要不然我不早上班了，谁不想上我这我上不了。(S) 

找工作谁伺候老人！而且她现在都还住着一破六楼，都下不了楼老太太这。工作我工作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回

头回来给老太太做饭，时间长也不行。这老太太再什么也不行，哪都动不了。天天就得围着老太太。(Y1) 

心理压抑：有一位参与者表示目前由于长时间在家呆着照顾老人，不能出去工作，变得不舒服、心

理压抑。 

你想我妈那病，天天屋里我就感觉这气氛很怪，我就不舒服，我就愿意自己往外跑，哪怕要孩子出错，那我就

慢慢坐一会，我会溜一圈哪逛逛，我心情好点我再回去，要不然你就长期在家这么呆着，我就觉得特别压抑，憋的

我难受，我就愿意出去待，我不愿在家待着(S) 

3.2.2. 自身限制 
有参与者表示在再就业中由于自己的年龄尴尬，性格过于内向，身体状况欠佳，能力不足而难以找

到工作。 
年龄限制：有一位参与者表示自己这个岁数找工作不是很好找。 

反正上班，班我觉得还是得上一个呀，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上我倒没想好，不过现在像我这个岁数找工作也不是

很好找。因为我之前就身边有朋友也没工作，然后一起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好像找工作也难。(J) 

性格问题：有一位参与者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性格过于内向，有些恐惧和生人交谈，面对陌生人时

会有压力，所以面试总是不成功。 

有点压力，面对生人，我老是这样，就是面试的时候也就这样。(Z4) 

身体限制：有三位参与者表示，由于自身疾病、以前过度损耗现在身体不能从事一些劳累的工作，

体力上跟不上工作节奏。 

我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压抑，然后得甲亢了，得甲亢之后，治疗之后变成甲减了。甲状腺功能低下

也不能太累，容易犯困。那时候都想干脆我就出去找别的工作，我宁可路上耽误一个月就挣 2000 多块钱，然后后来

我在想，我这个体力跟不上，主要是我体力跟不上(Z1) 

这两年我身体不太好，住过一次院，肺部感染。辛苦累，这一路做下来，化工公司，煤炭公司下井下矿，对身

体挑战还是很大的。(G2) 

我生完这孩子这身体，这确实也不太以前包括，但我现在感冒也没什么事儿啊，都不吃药就能扛过去，咱就是

说硬件的，就是生完这孩子，因为我不有产伤嘛，就是顺产，就是那个产前有点那个子宫有点轻度下垂，嗯，就是

我就是不能干特别重的活，现在这个我就不能去干，我干的话，我这身体就会越来越糟糕。(H) 

能力限制：参与者表示再就业中遇到了能力方面的限制，学历、技能、再学习能力不足等都成为了

再就业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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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历不足 
有四名参与者表示，学历是再就业的一大难题，没有高学历现在很难再公司中找到工作。 

但是我就觉得人家，你去应聘去看还是要学历敲门砖。(Z3) 

一个是背景，一个是学历，我觉得你像现在每年多少个应届毕业生那找工作都费劲了，更何况我们这样，这并

不是说对自己没有信心，而是说大环境，硬性指标在这。人家一般人门槛就是什么本科研究生，那我没有，这个相

当于就是就算能力再强都没有，都没有让这个公司去认识我的机会。(G1) 

然后咱也有自知之明，你要说咱想做办公室，找那种会计出纳，咱也没有会计证，而且咱学历就一个普通高中

也人家也不会要。(W) 

如果是以前相熟很多的公司，即便是那样，一人也不招，主要是岁数太，学历也不高，所以说实际工作经验各

方面都很强，但是你的门槛在哪？你比如随便公司，哪怕是像以前那种做音响特小，四五个人的公司，怎么你也得

大学学历是吧？(Y2) 

2) 技能不全 
有一名参与者表示，自己只能从事专业中最基本的，不具备复杂一些的工作能力。 

但是自身能力确实有限，这就不太自信，说实话不自信，专业方面你想出纳最基本的简单的一些可以做，我再

复杂一点的我也做不到。(C) 

3) 学习能力 
有两位参与者表示再就业需要更多的技能，但是自己现在的学习能力有限，再接触新事物比较吃力。 

但是你说现在如果说你要是让我学点什么，咱真没那精力真学不进去了，一是咱记忆力也跟不上以前了，因为

以前什么事都没有，就一心就是专学习，可能就记忆力还好一些，能记得住您像现在家里的事儿，然后社会各个方

面的事你也记不进去，你硬装你也装不进。(W) 

像我这种都多年都没摸过了电脑，然后所有的下载的那些软件，所有再去上手的话，会上的比较慢比较吃力，

毕竟 48 岁了。(Z1) 

3.2.3. 社会因素 
参与者表示自己再就业会受到来自社会因素的阻碍。前科记录会受到社会偏见以及社会目前对自己

所从事专业的需求不足。 
前科记录：有一名参与者表示，自己的这种劳改的经历，可能会直接受到来自就业公司的偏见，不

会被录用。 

等于说就这样，就包括工作的话，可能你说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正经去面试去，可能哪个单位可能直接一看简历

就把我给扔掉了。所以说那个出来之后像这种对于咱们介绍工作来讲的话，就是我不见得要求高，但是说可能人家

会就同样的人，我会在再三的往下筛选。人家不会问你你的原因是什么，人只问你你进去过，那你肯定就是坏。(G1) 

专业需求：有一位参与者表示他的专业属于职业匹配度很高的，但是目前他所从事行业的公司都面

临倒闭等情况，社会目前对他的专业的需求不多。 

现在也就实在不一样了，你说那这些东西。如果是对需要的人来说他特别的需要，可是如果是说一个和原来我

在飞利浦公司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你是专门弄这个，就是说你可能人家特别需要你，可是到现在的话，因为这个那

时代变化了，企业倒闭了，等于你就是一点用都没有了，等于你这就是你其他方面的话，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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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不好，他可是他不需要是吧？就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这些企业都存在，我们也会存在，因为这些企业它不在了，

和我们就会就等于需要你去其他的城市，那我不愿意去。(Z2) 

3.2.4. 再就业心态 
参与者在再就业中面临着心态调节的问题，对自己持否定心态、对工作的需求坚持自己的想法导致

再就业困难。 
自我否定：有一位参与者因为在工作中受到挫折以及对人际关系和沟通方面不擅长而开始否定自己，

认为自己没用。 

就是要说那什么，就是自己自责吧。就是自己的心里比较容易自责，自己还不知道干嘛每次都没用。就是自己

老说自己也没用，有时候我妈去溜公园去啦，我就自己喝喝酒。就是自己没什么用，然后自己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然后你要说是想要自己买点儿东西，就会觉得没用。(Z4) 

需求不符：有三位参与者认为再就业中碰到的工作与自身实际需求不符，他们有自己对于工作的要

求，难以将自己的想法与现实工作调节平衡。 

除非那公司老总特和我合得来。嗯，而且工资也还可以。嗯，比如说至少得上万吧，我还能考虑，要说比较低

的话就算了。但是要是没黑没夜一天恨不得十个小时那种，我还真不去(G3) 

就是任何对于我来说有压力的事，我好像都不太愿意干。工作地点远近得差不多(J) 

体制内的工作，对生活水平影响，我觉得一定会有。(L) 

4. 讨论与分析 

失业问题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我国对于失业问

题的政策实施在减缓经济压力方面为失业人员带来了帮助和缓解压力，但是缺少针对个人的精准帮扶。

尤其是目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无法对失业人员进行心理支持。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

的探索性，研究结论可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结果中，对失业原因和失业人员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聚焦于宏观社会层面上的，很少有

学者对失业人员的具体困境进行具体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年失业人员来说，面临能力发展方面的

困境，包括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心理调适能力减弱、再学习能力不强、缺乏社区参与能力(Neary et al., 2019)，
为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困境提供了思路同时也肯定了本研究的意义。 

从研究结果表明，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主要有：公司原因、工作性质、人际关系和创业失败。失业

人员的困境主要有：照顾负担、自身限制、能力限制、社会因素、再就业心态。失业原因固然重要，很

多却是我们难以控制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了解失业原因的潜在因素，结合失业人员在再就业中面临的困

境，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由图 1 可知：失业人员在再就业中面临着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就像是大山一样压在失业人员的肩上，

阻碍了其前进；又或是像再就业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想要去除这些障碍需要依靠

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去寻找突破。 
未来对其的帮扶可以针对不同的困境大山展开，在尽力解决困境的同时，为失业人员的提供资源。

针对照顾负担大山，可以在社区内开展老年人饭桌、社区托管，由社工负责，帮助失业人员缓解照顾老

人孩子的负担。对于由于照顾负担引起的心理压抑，可以通过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减轻压力；针对自身

限制大山，可以由社区社工了解具体困境，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在社区内开展就业培训，提升技能；针

对社会因素大山，可以通过心理咨询，缓解就业困境带来的压力，重拾信心找回自我；针对再就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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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可以系统的展开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失业人员改变就业心态，明确就业

目标和道路。 
 

 
Figure 1. The plight of the unemployed four mountains 
图 1. 失业人员困境四座大山 

 
对于失业人员困境的四座大山，可以选择铲除障碍也可以另辟蹊径绕过阻碍，帮扶的方式还有许多，

我们能够做的也还有许多。希望对失业人员的精准帮扶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早日解决失业人员面临的

困境，使其更好的发展。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参与者均来自于北京同一街道，研究结果可能不完全适用于

北京市其他地区或是其他省市。另外本研究的访谈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参与者的心境，在熟悉

或是安静温馨的场所参与者心情可能会更加放松，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社区内访谈有时会受到社

区工作人员的打扰，是参与者思路被打断，所以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访谈环境的影响。 
此外，从开展项目到研究结束的过程，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社区心理服务体系模式，对这个体系的

建设还不够到位。在后续研究中，希望能避免参与者来源、研究者本身和访谈环境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建设社区心理服务体系上更加清晰和完善。 

5. 结论 

失业人员面临公司原因、工作性质、家庭因素、创业失败以及人际关系等多种失业原因；同时他们

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照顾负担、自身限制、社会因素、再就业心态，并且许多人同时面临着不止一个困

境。面对这些困境，未来在对其帮扶中可以考虑两方面：第一需要建设更完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

二需要在此体系下达到“精准”帮扶，铲除“困境”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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