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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表 4.1   经济活动人口概况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经济活动人口数

占总人口的比重           

    巴西 (1)(2)  67.0  67.8  67.8  68.4  69.2  68.9  68.5  68.5  68.5  

    中国 (4)  56.9  57.2  57.4  57.6  57.9  58.0  58.1  58.3  58.3  58.4  

    印度           

    俄罗斯 48.0  48.0  50.0  50.0  51.0  51.0  52.0  53.0  52.0  53.0  53.0 

    南非 36.8  36.3  36.1  34.9  34.3  35.8  36.6  36.2  36.9  35.8  34.8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            

    巴西 (1)(2)(3)  21.7  21.6  21.1  21.4  21.6  21.6  22.2  22.8  22.4  

    中国  22.5  22.3  21.4  21.6  22.5  23.8  25.2  26.8  27.2  27.8  

    印度           

    俄罗斯 (5) 29.2  30.2  30.2  30.4  29.7  29.8  29.3  29.2  28.9  27.5  27.7 

    南非 20.6  20.9  21.2  21.3  22.5  22.6  22.6  23.0  23.4  22.9  22.1 

资料来源：

巴西

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2001 年 -2009 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

中国

中国国家统计局。

印度

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全国抽样调查报告：印度就业和失业状况》，2004 年 7 月 -2005 年 6 月，2005

年 7 月 -2006 年 6 月，2007 年 7 月 -2008 年 7 月。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劳动力调查。

南非

1. 年中人口为估算数据（P0302）

2. 劳动力调查（P0210）和季度劳动力调查（P0211）。

脚注：

巴西

(1) 不包括朗多尼亚、阿克里、亚马孙、罗赖马、帕拉和阿马帕州的农村人口。

(2)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

(3) 产业活动：制造业，采矿和采掘业，电、气、水的供应业。

中国

(4) 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俄罗斯

(5) 采矿及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气、水的供应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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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经济活动人口——巴西

 单  位 2001(1) 2004(1) 2005(1) 2006(1) 2007(1) 2008(1) 2009(1)

经济活动人口数 (2) 万人 8185  8912  9211  9341  9462  9661  9822 

按年龄划分的就业人口数 (2) 万人 7421  8110  8344  8550  8690  8969  9002 

    16-24 岁  % 23.0  21.9  21.6  20.8  20.2  19.6  18.8 

    25-59 岁  % 70.7  71.8  72.0  72.5  73.1  73.4  74.3 

    60 及 60 岁以上  % 6.3  6.3  6.4  6.7  6.7  7.0  6.9 

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人口数 (2) 万人 7421  8110  8344  8550  8690  8969  9002 

    农业、林业和渔业 万人 1488  1566  1590  1545  1482  1467  1428 

    工业 (3) 万人 1087  1211  1246  1272  1334  1368  1337 

    建筑业 万人 520  526  554  571  595  678  680 

    贸易 万人 1260  1423  1505  1523  1577  1576  1613 

    服务业 万人 3045  3362  3431  3619  3682  3861  3925 

    其他 万人 21  22  19  19  19  19  18 

失业人口数 (2) 万人 765  802  867  791  772  692  820 

    城市失业人口数 万人 729  762  822  746  729  655  773 

失业率 (2) % 9.3  9.0  9.4  8.5  8.2  7.2  8.3 

    城市失业率 % 10.7  10.2  10.7  9.5  9.1  8.0  9.2 

    25 岁以下的失业率 % 17.9  18.3  19.6  17.9  16.9  15.7  18.0 

资料来源：

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全国住户抽样调查 ,2001 年 -2009 年。

脚注：

(1) 不包括朗多尼亚、阿克里、亚马逊、罗赖马、帕拉和阿马帕州的农村人口。

(2)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人口。

(3) 产业活动：制造业，采矿和采掘业，电、气、水的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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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经济活动人口——中国

 单  位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就业人口数 万人 72085  75200  75825  76400  76990  77480  77995   

按年龄划分的就业人口数          

    16-24 岁  % 15.9  13.6  12.8  12.4  11.9  12.1  12.4  

    25-59 岁  % 77.8  81.1  80.4  79.4  79.5  79.1  78.7  

    60 及 60 岁以上  % 6.4  5.3  6.8  8.2  8.7  8.9  8.9  

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人口数          

    农业、林业和渔业  万人 36043  35269  33970  32561  31444  30654  29708  

    工业（包括能源和建筑业） 万人 16219  16920  18084  19225  20629  21109  21684  

    服务业  万人 19823  23011  23771  24614  24917  25717  26603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万人 595  827  839  847  830  886  921  908 

城镇登记失业率 % 3.1  4.2  4.2  4.1  4.0  4.2  4.3  4.1 

资料来源：

(1) 中国国家统计局。

(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图 4.1.1   经济活动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00 年—2010 年）

注：中国数据为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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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经济活动人口——印度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人口       

    农业就业人口   

        农村  ‰ 665 833 642 789 665 835

        城市  ‰ 61 181 60 123 58 153

    工业就业人口（包括能源）       

        采掘业       

            农村  ‰ 6 3 8 4 6 3

            城市  ‰ 9 2 9 4 6 3

        制造业             

            农村  ‰ 79 84 86 110 77 74

            城市  ‰ 235 282 230 281 235 275

        电、气、水的供应业等       

            农村  ‰ 2  4  2 

            城市  ‰ 8 2 8 4 7 2

        建筑业       

            农村  ‰ 83 25 72 19 77 20

            城市  ‰ 280 122 93 37 95 43

    服务业就业人口       

        贸易、餐饮和住宿       

            农村  ‰ 83 25 83 29 76 23

            城市  ‰ 280 122 360 122 278 128

        交通运输、仓储和通信业       

            农村  ‰ 38 2 48 3 40 2

            城市  ‰ 107 14 60 43 109 18

        其他服务业       

            农村  ‰ 59 39 188 79 57 43

            城市  ‰ 208 359 180 386 210 378

 
单  位

     2004年 7月-2005年 6月  2005年 7月-2006年 6月  2007年 7月-2008年 6月



026

BRICS
表 4.2.3  经济活动人口——印度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按年龄分组的就业人口       

    年龄组（10-14）   

        农村  ‰ 68 74 72 67 56 41

        城市  ‰ 48 33 50 26 34 20

    年龄组（15-19）       

        农村  ‰ 497 319 509 282 476 230

        城市  ‰ 335 128 367 120 347 104

    年龄组（20-24）       

        农村  ‰ 849 410 870 393 870 362

        城市  ‰ 684 201 765 213 752 197

    年龄组（25-29）       

        农村  ‰ 966 513 978 492 979 439

        城市  ‰ 909 229 950 244 956 228

    年龄组（30-34）       

        农村  ‰ 981 584 991 560 991 531

        城市  ‰ 969 290 983 244 990 238

    年龄组（35-39）       

        农村  ‰ 989 639 990 607 991 563

        城市  ‰ 977 328 991 271 989 262

    年龄组（40-44）       

        农村  ‰ 983 625 983 592 991 566

        城市  ‰ 980 312 982 265 987 254

    年龄组（45-49）       

        农村  ‰ 981 615 984 583 980 549

        城市  ‰ 968 267 970 246 970 224

    年龄组（50-54）       

        农村  ‰ 963 561 978 530 970 508

        城市  ‰ 931 258 933 214 939 226

    年龄组（55-59）       

        农村  ‰ 930 509 938 508 940 461

        城市  ‰ 830 218 827 196 845 197

    年龄组（60 岁及以上）       

        农村  ‰ 64 253 650 246 660 233

        城市  ‰ 366 100 373 77 393 74

 
单  位

     2004年 7月-2005年 6月  2005年 7月-2006年 6月  2007年 7月-2008年 6月

资料来源：

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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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经济活动人口——俄罗斯

  单  位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经济活动人口数 万人 7280 7290 7340 7420 7520 7580 7570 7540

就业人口数 万人 6510 6730 6820 6890 7060 7100.0 6930 6980

    15-24 岁 % 12.2 11.7 11.7 11.5 11.6 12.2 11.2 10.7

    25-59 岁 % 82.8 84.0 84.4 84.9 84.8 84.1 84.8 85.5

    60 岁及 60 岁以上 % 5.0 4.3 3.9 3.6 3.6 3.7 4.0 3.8

就业人口数         

    农业、林业和渔业 万人 940 680 690 690 630 610 580 550

    工业，包括能源 万人 1570 1590 1570 1570 1570 1510 1410 1430

    建筑业 万人 330 410 460 450 490 540 490 500

    贸易 万人 800 1010 1040 1060 1110 1080 1060 1090

    服务业 (1) 万人 2860 3030 3050 3120 3250 3350 3380 3410

    其他 (2) 万人 2 0.0 3 2 2 5 3 2

失业人口数 万人 770 570 530 530 460 480 640 560

    城市失业人口数 万人 580 380 340 320 270 300.0 420 360

失业率 % 10.6 7.8 7.2  7.2 6.1 6.3 8.4 7.5

    城镇失业率 % 10.7 6.8 6.1  5.8 4.7 5.2 7.5 6.4

    25 岁以下人口失业率 % 20.7 17.2 15.7 16.5 14.5 14.1 18.6 17.2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劳动力调查。

脚注：

(1) 包括：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和通信，金融活动，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活动，公共行政和防务，社会保障，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活动。

(2) 包括家庭活动和境外组织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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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经济活动人口——南非

  单位 2000(1)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经济活动人口数 万人 1608 1618 1677 1734 1734 1797 1767 1739

就业人口数 万人 1234 1208 1277 1342 1347 1387 1346 1306

    15-24 岁 % 12.9 12.0 11.3 11.6 11.4 12.0 11.0 10.0

    25-59 岁 % 84.4 85.3 86.0 85.5 85.8 85.4 86.4 87.4

    60-64 岁 % 2.8 2.7 2.7 2.9 2.8 2.6 2.6 2.6

就业人口数         

    农业，林业和渔业 万人 136 91 74 86 74 79 69 64

    工业，包括能源 万人 8 8 9 10 9 10 10 9

    建筑业 万人 71 65 94 102 105 116 113 106

    贸易 万人 290 307 318 345 334 318 297 293

    服务业 万人 210 211 232 238 249 263 267 273

    其他 万人 519 525 550 562 576 601 589 562

失业人口数 万人 374 411 400 392 387 410 422 433

失业率 % 23.3 25.4 23.8 22.6 22.3 22.9 23.9 24.9

    25 岁以下的失业率（即15-24岁） % 45.0 49.6 48.3 46.7 46.5 45.5 48.2 50.5

资料来源：

劳动力调查（P0210）和季度劳动力调查（P0211）。

脚注：

(1) 由于 2000 年 3 月份为试点调查，所以 2000 年数据实际为 2000 年 9 月份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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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

巴西

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力） 包括所有在参照周满足条件的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

参照周  是指每年 9月份最后一个完整周。

工作  以下几种经济活动状态被认为处于工作状态：

(1) 以现金、产品、货物或福利（包括住房、食品、服装等）支付报酬的从事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职业。

(2) 以现金或福利（包括住房、食品和服装等）支付报酬的从事国内服务的职业。

(3) 每周至少工作 1个小时、无报酬的、从事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职业，包括：

- 对从事初级产品（包括农、林、畜、植物萃取、采矿、狩猎、捕鱼和渔业养殖）的有工作者、独自

核算或者从事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雇主的家庭成员进行帮助。

-在宗教、慈善或合作机构帮忙。

-学徒或实习生。

(4) 每周至少工作 1小时的职业：

—为自己消费或至少1个家庭成员消费而从事的农、林、畜、植物萃取、捕鱼和渔业养殖业的货物生产。

—为自己使用或至少 1个家庭成员使用的建筑物，私人道路，井和其他设施改良（不包括单单从事的

修理工作）的建筑工作。

就业人员  是指在整个参考周或参考周部分时间从事了工作的人员，包括在参考周由于休假、事假或者罢

工等原因而没有从事有偿工作的人员。

失业人员  是指在参考周已经设法寻找工作（包括与雇主联系、登记参加政府职位的官方考试、在就业机

构或工会或类似机构进行了登记、发布或应征了求职广告、向亲属或朋友或同事寻求了帮助、采取了行动

开设企业等等）但还是没有工作的人员。

中国

就业人员  指在 16 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

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中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 (16 周岁至退休年龄 )，有劳动能力，无业而

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

港澳台及外方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

印度

通常主要经济活动状态  是指一个人在调查日期前的 365 天时间里通常经济活动状态。在调查前的 365 天

相对花费更长时间（按照主要时间标准衡量）从事的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这个人的通常主要经济活动状态。

通常次要经济活动状态  是指按照主要时间标准确定了通常主要活动状态的人，在调查日之前的 365 天或

较短的时间里从事了相对来说花费时间更少一些的活动（不少于 30 天），这种经济活动就被称为这个人的

次要经济活动状态。

包含主要活动状态和次要活动状态的通常活动状态  通常活动状态包含了通常主要活动状态和通常次要活

动状态。通常活动状态 =（ps+ss）。按照通常活动状态（ps+ss）的定义，职工是指从事主要经济活动或

次要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不从事主要经济活动的人在调查日之前的 365 天从事了 30 天及以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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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动仍被视为职工。

PS:主要经济活动状态     SS: 次要经济活动状态

劳动力  劳动力包括：（1）正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工作）的人，（2）当下没有从事某项经济活动（工作），

但正努力寻找工作或一旦提供工作则可以立即投入工作的人。

职工（雇员） 是指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人，包括那些因为生病、受伤或其他身体残疾、恶劣天气、节日、

社会或宗教活动致使暂时不能工作的人以及任命职工。在家庭农场或非农场无偿帮忙的人也被认为是职工。

寻找工作或可以随时工作的人（失业人员） 是指由于职位短缺没有从事工作，但是已经通过就业交易所、

中介机构、朋友或亲属寻找工作，或向雇主提出求职申请的人以及表达了就业的愿望或者在现有条件和报

酬下可以随时工作的状态的人都被视为“正在寻找工作或随时准备工作的人”（或失业人员）。

失业率  定义为每 1000 个劳动力（包括就业人员的和失业人员）中的失业人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