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自考《劳动就业概论》试题集及答案  

试题 1 

一、单选题  
 

1. 香港地区劳动年龄在(C) 

A. 16—5 5 岁 

B. 16 一 60 岁 

C. 15
—

6 4 岁 

D. 15 一 65 岁 

2. 我国法律规定女性的劳动年龄界限 (C为) 

A. 18—5 5 岁 

B. 18
—

60 岁 

C. 16
—

55 岁 

D. 16 一 60 岁 

3. 2005 年时我国基尼系数约为 (B) 
 

A.0.36  
 

B. 0. 46 
 

C.0.47  
 

D.0.48  
 
 

4. 从扩大单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可分 ，为即两外种延型和  

(A) 
 
 

A．内涵型

B．集约型 



C. 分散型 

D. 扩大型 

 

5. 经济集约型增长是指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值达到 (B) 

A. 60％以上 

 

B. 50％以上 

C. 40％以上 

D. 30％以上 
 

6. 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减少，此时的就业弹性系数应为(D) 

A. 较大正值  

 

B. 较小正值 

C. 零 
 

D. 负值 

7. 经济稳定增长是实现充分就业的(A) 

A．关键环节

B．一般环节

C．不相关环节

D．次要环节 

8. 劳动力的竞争价格决 (定D) 
 

A．就业政策

B．劳动力数量

C．就业制度

D．工资标准 



9. 就业市场化意味着政府的作用是 (A)  

A. 巨大的  

B. 较大的 

 

C. 较小的 
 

D. 很小的 

10. 就业观念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的 (B) 
 

A．教育问题

B．就业问题 

C. 心理问题  
 

D. 家庭问题  

 

1. 现代社会更多的已婚妇女选择 (D) 
 

A．家务劳动

B． 带 孩 子 

C．陪丈夫

D．就业 

12. 户籍制度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最大的 (C) 
 

A．经济障碍

B．工资障碍

C．制度障碍 

D．社会保险障碍 

13. 我国农民职业已分化成 (D) 
 

A. 五大方面  



B. 六大方面

C．七大方面

D．八大方面 

14. 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是A) 
 

A．劳动力供求规律

B．劳动工资规律 

C．劳动力市场规律

D．劳动组织规律 

15. 以劳动力流动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形成(B) 
 

A. 劳 动 力 经 济 结 

构 B．劳动力市场

配置 C．劳动力经

济制度 D．劳动力

流动方式 

16. 在我国技术工人队伍， 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不足(C) 
 

A.6% 
 

B. 5% 

C.4% 

D.3% 

17. 印制职业资格证书的是(D) 
 

A. 组织部门

B．教育部门

C．公安部门 



D．劳动部门 

18. 台湾地区劳动业就呈现出新的特征之一是 (A) 
 

A. 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  

B. 劳动者就业歧视

C．劳动者自谋职业

D．劳动者老龄化 

19. 澳门地区经济以什么行业为主 A？) （ 
 

A．博彩业

B．服务业

C．制造业

D．服装业 

20. 上海私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只有(D) 
 

A. 15 家 

B. 12 家 

 

C. 9 家 

D. 4 家 

 

二、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4 小题， 每小题3 分，共 12 分） 

21.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即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和就业结构关系密切。 

2. 创业培训  

创业培训是对具有创业愿望和相应条件的人员所进行的开办小  



企业或自谋职业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训。 
 

23. 职业地位 

 

职业地位是指不同的职业依据其本身的社会结构功能所占据的

不同的客观社会位置。 

24.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职业、就业岗位、就业地区的变动。  

三、判断改错题（本大题共5 小题， 每小题4 分，共 20 分） 

判断正误，在题后的括号内，正确的划上“ “ ，错误的划上“ “  

并改正错误。 
 

25. 经济增长成果奠定了充分就业的物质基础。(../) 

26 ． 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

增长而减少。 ( X ) 

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长 

而同步增长。 

27.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因素是价格。(../) 

28. 经济增长越快，波动越小，越 有利千就业的稳定增长。(../) 

29. 国家鼓励企业吸纳劳动者就业。../)(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 小题， 每小题7 分，共 28 分） 

30．简述劳动就业的特征。 

答： 
 

(1) 就业的经济性。  

(2) 就业的社会性。  



(3) 就业的选择性。 
 

(4) 就业的流动性。 

 
(5) 就业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31. 我国改革传统就业制度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答： 

 

(1) 实 行“ 三 结 合 ”的 就 业方针。 

 
(2) 部分试行劳动合同制。  

 

(3) 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  

 

32. 工资歧视有哪些主要表现形式？  

 

答： 
 

(1) 性 别 工资差别； 

 
(2) 农民工与城镇工的工资差别 ； 

 

(3) 正 式  工 与临 时 工 的 差 别 。 
 

33 ．简 述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存 在 的 风 险 。 

 

答： 
 

( 1) 成 长 风 险 ； 

 

( 2) 成才风险； 
 

(3) 养 老 风 险  。 
 

五 、 论 述 题（本 大 题 共 2 小题， 每小题 10 分， 共 20 分） 

 
34．试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就业歧视。  

 

答： 
 

( 1) 就 业 的 户 籍 歧 视 。 



( 2) 就业的区域歧视。 
 

(3) 就业的工资歧视。  

(4) 就业的社保歧视。                      

36．现阶段农村职业培训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答： 

(1) 农村经济制度决定着培训的兴衰。  

(2) 高校、科研机构未与农村经济发展 密切结合。 

 

(3) 职业培训与经济发展和衣民、农村的需要及就业脱离。  

(4) 职业培训没有稳固的资金来源。  

 

试题 2 

一、单项选择题             

1．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是(B) 

A．市场就业制度 

B．计划就业制度 

c．合同就业制度 

D．约定就业制度 

2. 从法律角度看， 就业的标志是建立了(B) 
 

A．劳务关系

B．劳动关系 

c．劳资关系 

D．合作关系 

3. 上海与其他省市相比，招收博士后人数的 比重(A) 



A. 大 

 
B. 较小 

c．小 

D. 很小 

4. 据估算，我国到 2020 年时城市化将提高至(C) 

A. 30 ％以上 

B. 40％以上 

 

C. 55％以上 

D. 60％ 以 上                   

5．台湾的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A) 

A．较大 

B. 无 

 

C. 小 

 

D. 很小 

6．澳门地区在服务业就业的人数(D) 

A．最少 

B. 较少 
 

C. 少 

D. 最 多                   

7．印制职业资格证书的部门(是A) 

A．劳动部门 

B. 工商部门  



 

D. 教育部门  

 

8．现在我国的高等级技能型人 (B才) 

A．供大于求

B．供不应求

C．供需平衡 

D．供需接近平衡9．劳动力市场运

行的基本规律 (A是) A．劳动力供求规

律            B．劳动力流动规律 

C. 劳动力市场组织规律  

 

D. 工资规律 

10. 经济集约型增长是指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 值达到(C) 

A. 20％以上 
 

 30％以上 

C. 50％以上 
 

D. 70％以上 

1. 香港地区的劳动参与率(D) 
 

A. 低 

B. 较低 

C. 很低 

D. 较高 



2. (C) 

A．陪丈夫

B．带孩子

C．就业 

D．家务劳动 

13. 社会就业问题的客观存在形成(A) 
 

A．就业观念

B．劳动观念

C．家庭观念

D．教育观念 

14. 农民工在年轻时外出务工，年龄大了 (D)  
 

A．在城市做工

B．在城市养老

C．外出工作 

D．回家乡务农、做工或经商        

15．市场经济就业体制下宏观调控是(B) 

A．企业的行为 

B. 政府的职能  

C. 企业的职能 

 

D. 单位的事情 

 

16. 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价格决定了 (A) 
 

A. 工资标准  



. 

C．劳动力数量

D．就业政策 

7. 就业弹性系数为负值， 时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就业(A) 

A. 减少 

B. 持平 

 

C. 较快增加  

D. 高速增加18．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

市场配置(D的) A．生产条件 

B. 销售条件  
 

C. 环境条件 

D. 前提条件 

19. 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环节是(D) 
 

A．经济零增长

B．经济负增长

C．经济波动增长

D．经济稳定增长 

20. 从扩大单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外延型和 (A) 
 

A．内涵型

B．分散型

C．集约型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9603501212

0010234

https://d.book118.com/296035012120010234
https://d.book118.com/296035012120010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