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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

分析 了人 口 变动可能对劳动力数量
、

结构和劳动效率的影响
。

文中主要讨论了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变化
、

年龄结构变化
、

婚姻状

况变化和居住安排变化对劳动参与和劳动 时间分配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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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构成劳动力的基础
,

不同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的人组成了劳动人口
。

人口变

动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从理论上说
,

出生
、

死亡和迁移都是引起人口数

量和年龄性别结构变动的决定因素
。

在死亡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和比较稳定时
,

生育水平的

变动对人口变动有主要贡献
。

不过
,

由于人口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
,

生育水平变动对劳动力

供给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

一个新生儿至少要在 15 年之后才会进人劳动力市场
。

而迁移的作

用则不同
,

迁移的发生和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特征随时都会引起一个地区人口的重要变动
,

从而影响劳动力的供给
。

另一方面
,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
。

因此
,

人口

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往往是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会影响人口的迁

移
、

婚姻和生育行为
,

从而改变人口的结构和数量
。

中国是一个人 口大国
,

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人口增长使人们更为关注人口数量的现状
,

往往对人口变动及其可能导致的未来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
。

人口变动与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

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不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

而会是双向甚至多向的
、

各种变量互相交叉的

作用
。

因此
,

在分析人口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时
,

应根据研究分析需要建立比较全面
、

清晰的分析框架
,

避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

由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和人口变动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

难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完

整
、

系统地理清和讨论这个命题的所有方面
。

本文将仅考虑一个方面的单向作用
,

即人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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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劳动力供给可能产生的影响
。

人口变动涉及许多方面
,

人口的数量
、

年龄结构
、

性别结

构
、

婚姻状况
、

家庭结构等
,

我们在分析中将结合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
,

着重讨论对劳动力

供给可能有较大影响的人口变动内容
,

如持续低生育水平和快速老龄化等
。

本文的内容主要

建立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之上
,

但不局限于对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的综述
,

也有

作者的思考
,

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人研究
,

还有一些问题则需要等待和观察
。

一
、

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影响的作用机理

图 1为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影响作用机理的框架
。

根据本文的主题
,

框架中将劳动供给

作为人口及其变动的结果变量
,

没有考虑劳动市场需求的反向作用
。

劳动供给分为两个部

分
:

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 (主要指年龄和性别结构)
、

劳动效率
。

劳动力的数量和年龄性别结构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年龄性别结构
,

还需要考虑不同特征

人群的劳动参与率
。

出生
、

死亡和迁移的水平与模式决定了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

并从宏观

上限定了可供给劳动市场的人口规模上限 ; 而劳动参与率则取决于个人或家庭决策
,

与个人

的年龄
、

性别
、

婚姻状况
、

家庭情况密切相关
。

劳动效率取决于两个部分
。

一部分是劳动者个体的劳动效率
,

它与劳动者个体素质 (即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和参与劳动的工作时间长度 (即劳动者的努力水平) 相关
,

受教育

程度和健康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本水平
,

影响个体劳动者努力程度的人口相关因素包括婚姻状

况
、

子女数量和需赡养老人数量等
。

另一部分是机构内的组织效率
,

与其相关的人 口因素是

机构内成员的年龄
、

性别和教育结构
。

以下将分别讨论这些因素及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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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影响的作用机理示意图



人口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二
、

生育水平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宏观影响

在死亡率比较稳定的条件下
,

如果不考虑迁移
,

生育水平是改变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
。

生育是具有三维特征的事件
:

生育数量
、

生育时间和生育子女的性别构成
。

在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
,

生育数量的减少和生育时间的推迟使得中国当时的时期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
。

时期

生育水平的变动和育龄妇女数量的变化都会增加或减少当年的新出生人数
。

从宏观层面上来

看
,

生育数量的变动将直接影响 15 一20 年之后的新增劳动力总量变化
,

对全国总体的劳动

供给数量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持续低生育水平
,

导致出生人口数量持

续下降
,

由于育龄妇女人数会进一步减少
,

生育水平保持稳定
,

出生人数虽然可能有小幅度

波动
,

但依然呈下降的趋势 (见图 2)
。

(万人 )

2 4 0 0

19 8 5 19 9 0 199 5 20() 0 2 0 0 5 2 0 10 2 0 1 5 2 0 20 202 5 2 0 3 0 2 0 3 5 2 0 4 0 204 5 2 05 0 (年)

图 2 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

1 98 5一2 0 0 5 年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 2 0 0 5 年以后预测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为 1

.

75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提供
。

生育数量的变动不仅会影响数十年后的劳动力总量
,

还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

中

国 2。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率接近几乎没有控制的自然生育率
,

而 70 年代以后生育率急速

降低
,

90 年代以来已经稳定在更替水平 (通常认为是 2
.

1) 以下
,

这种变动形成了持续到目

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很高的一段时期
。

不过在生育率降低的同时
,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

死亡率下降和近几十年健康长寿老人的增加
,

促使进人 21 世纪以后中国的老年人 口 (一般

定义 65 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 ) 总量和占总人口 比例都不断上升
。

通常所说的人 口老龄化
,

即指这种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过程
。

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是计划生育推行较早
、

生

育率降低较快的地区
,

一些地区的人 口负增长已经延续数年甚至十年以上
,

人口老龄化进程

逐渐加快
,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老龄化速度不会减缓
。

如果没有外来年轻劳动力的补充
,

这些

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将严重老化
。

后文将专门讨论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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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育模式变动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

对一个家庭来说
,

生育子女数量
、

生育时间和子女性别都可能对家庭劳动供给产生影

响
。

从微观层面来看
,

生育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涉及夫妻双方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

间
,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育对妇女劳动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
。

生育模式变动不仅会影响夫妻

的劳动参与
,

从而在宏观上起到提高或降低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作用
,

同时也会影响夫妻对

有限时间的分配
,

改变他们用于市场劳动的时间
。

根据相关人口理论
,

生育数量与夫妻的社会阶层改变和职业流动相关
,

子女少有利于社

会阶层的升迁和职业流动
,

而希望能够向上流动的家庭会有计划地少要孩子 (李竞能
,

20 04 )
。

这一理论可以应用在妇女劳动参与方面
。

因为家庭内部的专业化分工
,

一般由妇女

承担生育和照料子女的主要工作
,

而照料子女需要全天候
、

全身心的投人
,

应当属于劳动密

集型工作
。

多生育子女要求妇女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孩子
。

而当夫妇终身生育的子

女数减少
、

生育时间推迟后
,

妇女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
,

劳动参与率

可能会提高
。

有研究发现
,

中国 25 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有显著

提高
,

应当与当时推行计划生育
,

降低了妇女终身生育水平有密切关系 (黄荣清
、

李世红
,

1 9 99 )
。

同样从家庭的专业化分工来考虑
,

虽然母亲主要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
,

但是生育水平的

提高可能会改变家庭内的最优时间分配
,

所以会影响到夫妻双方的劳动供给决策以及他们的

劳动收人 (B ec ke
r ,

19 85 )
。

事实上
,

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
,

意味着家庭内所需消费品的增

加
,

丈夫可能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市场活动
,

以获得更多的收人来满足养育子女的

需求
。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

由于生育水平的提高
,

夫妻双方花费同样的时间与更多的孩子在一

起时
,

获得的效用增加
。

因而
,

在这种情况下
,

夫妻双方都会减少他们市场活动的时间和精

力
,

L u n db e r g 和 R o se (2 0 0 2 ) 称之为
“

家庭密集
”

效应
。

不过
,

从现有文献来看
,

大多数有关生育水平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经验研究都集中于研

究女性劳动供给
。 ¹ 相比之下

,

有关生育水平对男性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

无论是家庭专业化分工还是家庭密集效应
,

都会导致女性劳动供给和收人随着生育水平

的提高而降低
。

但对男性来说
,

劳动供给和收人的变化将依赖于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
。

如

果男性承担照料孩子的责任较大
,

那么家庭密集效应将会超过专业化效应
,

会导致孩子出生

后
,

男性的工作时间降低 ; 反之则会提高男性的工作时间
。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
,

使用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时期数据来源的关于生育水平对家庭

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

一项对美国 19 8 0 年和 1990 年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

现
,

生育子女明显降低了女性劳动供给
,

对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影响更为显著
,

但是

对男性劳动供给并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A n g r is t & E v a n s , 19 95)
。

Lu n d be r g 与 R o s e ( 20 02)

¹ B r o w , ing (19 92) 对这方面的研究有详细的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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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9 68一19 9 2 年收人变动跟踪调查 (PSID ) 的分析发现
,

有子女明显增加了男性劳动供

给
,

而且子女的性别可能会影响劳动供给
,

即相对女儿来说
,

增加一个儿子更有可能会增加

父亲的劳动供给
。

另一项对 1976 年收人变动跟踪调查的研究发现
,

生育对男女两性的劳动

参与时间都有负面作用 (Millim et ,

20 0 0 )
。

Ju呢ho 和 A r n s tein (2 0 0 6 ) 的研究发现
,

在印

度尼西亚
,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

生育水平升高会导致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 ; 对于城市

地区的男性劳动供给没有显著影响
,

而在农村地区对男性劳动供给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生育模式变动除了对夫妻的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之外
,

中国独特的人口发展历程
,

还会带

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由于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
,

尤其是城市中长期执行以独生子女政

策为主的生育政策
,

中国的独生子女数量开始增加
,

形成了一个将会长期存在的规模相当大

的独生子女群体 (见表 1)
。

此外
,

大约在全国 5 3
.

6%的人 口中实行的是
“
1 孩半

”

政策

(郭志刚等
,
2 0 03)

,

即农村地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

所以农村独生

子女中的男性会多于女性
。

独生子女在进人劳动年龄之后的就业决策可能会不同于非独生子

女
,

他们的择业偏好和劳动参与行为将值得研究
。

这是中国特有的人口现象
,

目前尚未见有

关这方面的研究
。

表 1 2 5 ~ 4 9 岁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 单位
:

%

年年份份 城镇独生子女比例例 农村独生子女比例例

222 0 1 111 2 4
.

3 111 2
.

7 333

222 0 1555 3 2
,

4 333 4
.

9 000

222 0 2 000 4 2
.

5 000 7
.

9 222

222 0 2 555 5 3
.

4 888 1 2
.

2 555

222 0 3 000 5 8
。

4 555 1 6
.

3 666

222 0 3 555 5 4
.

1888 20
.

5 666

222 0 4000 4 7
.

7 222 24
.

0 999

2220 4 555 4 2
.

2 000 2 6
.

4555

222 0 5000 3 6
‘

7 888 26
.

6999

资料来源
:

郭志刚
,

刘金塘
,

宋健
.

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家庭结构
.

中国人 口科学
.

2 0 0 2 (1)
:
1一 n

四
、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

如果不考虑人 口迁移
,

影响年龄结构的主要是生育和

死亡水平的变化
。

在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下的人口一般是年轻型人口
,

而长期处于低生育

率
、

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则会呈现出老年型的特征
,

即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

高
。

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必然会随着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而发生变化
,

当一国人口逐渐老化时
,

劳动年龄人口也将随之老化
。

利用人 口金字塔可以直观地展示各年龄组在总人口 中的份额
,

并记录了人 口变动的效
·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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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5 3一 20 00 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
:

姚新武
,

尹华编
.

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

中国人口出版社
,

19 9 4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

国家统计

局人口与社会科技司
.

2 0 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 02

果
。

图 3 为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结构
。

1 9 5 3 年的人 口金字塔有一个较大的底部
,

反映了当时大量的新出生人口 ; 1 9 82 年的人 口金字塔初现生育水平的起落形成的年龄结构

的波动
,

而 2 0 0 0 年的人口金字塔则显示出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的效果
,

阴影标出

的部分为劳动年龄人口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随着总人口年龄结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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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而变化
,

从 19 53 年比较年轻的结构逐渐转变为中年人比例较高的结构
。

观察和比较跨年代的人 口金字塔可以形象地展示人口发展的动态过程
。

随着年代的推

移
,

少年儿童进人青年
、

壮年
,

再进人老年
。

跨越不同年代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启示我们应

当动态地看待人口状况
,

也揭示了人口变动的惯性
。

人口增长的惯性是由于有太多的育龄妇

女
,

即使在较低的生育水平下也会有较多的新出生人口 (如 199 0 年) ; 而人口负增长的惯性

则是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育龄妇女
,

即使提高生育率也无法在短期内扭转出生人 口下降的趋

势
,

其后果是更为严重的人口老化
,

如当前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情况
。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劳动年龄人 口的数量和年龄结构
,

也会直接影响劳动参

与
,

因为劳动参与带有明显的随年龄变化模式 (如图 4 所示)
。

如果劳动参与的年龄模式

不变
,

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
,

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较高部分人口所占比例增加
。

由于

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
,

即使总量不变
,

劳动年龄人口 的老化也将会减少实际

的劳动供给
。

(劳动参与率)

l r - ~

图 4 20 00 年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根据 2 0 00 年全国人口普查 。
.

95 %
。

抽样数据估算
。

虽然老年人口的变动不会直接影响劳动年龄人 口的数量
,

但会对劳动参与决策产生影

响
。

中国未来在老龄化的过程中不仅老年人 口比例上升
,

而且老年人 口中的高龄人 口 (8 。

岁及以上称为高龄老人 ) 比例也将上升
,

这部分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照料需求
。

这种变动的影

响主要是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

其一
,

目前中国的老年照料工作主要依靠家庭承担
,

而在

家庭中能够担当老年照料责任的主要是老人的配偶和子女
,

其中相当一部分子女仍处在劳动

年龄阶段
。

由于要照料老年人
,

子女及家人会考虑减少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时间
,

甚至退

出劳动力市场
。

这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一种可能
。

其二
,

从另一方面考虑
,

为了

获得更多的收人来赡养老人
,

老人的子女和家人必须投人更多时间和精力到市场活动中
,

增

加劳动供给
。

另外
,

如果老人的子女和家人都有收人不错的工作
,

或者因为能够提供照料的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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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有限
,

可能会雇用其他人照料老人
,

从而增加了对家庭照料这种非正规就业的需求
。

人

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的这种影响是发生在家庭层面的
,

不妨将之称为
“

家庭老龄化的后果
” 。

依靠青年人 口的迁人可以补偿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
,

但在目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
,

对

家庭老龄化则于事无补
,

因为迁人的年轻人是别人的儿女
,

难以替代亲生儿女的家庭照料
。

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需要结合总体人口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两个层面
,

否则难以判断将来可

能产生的问题
。

对家庭照料需求可能对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
,

目前还未见有量化

的估计和预测
。

另外
,

当我们把研究视角延伸到家庭以外
,

我们可以发现
,

人口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到

组织效率
,

进而对总体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

组织内的人 口结构特征包括年龄结构
、

性别结

构和教育结构几个方面
,

这些不同的人 口特征形成了组织的多样性
。

这个问题属于管理学和

组织人 口学的研究视野
。

例如
,

随着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
,

国际上已经开始关注企业

职工老龄化对生产率的影响
,

不过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

对于个体来说
,

一般研究认

为劳动生产率的高峰年龄在 30 一 50 岁
,

壮年劳动力在生产效率方面最具有优势
。

但是对

瑞典钢铁厂的研究认为
,

劳动力老龄化不会导致生产率下降
。

一项对瑞典 19 8 5一1 9 9 6 年

采矿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
,

在控制了工厂类型之后
,

工人年龄结构对企业影响不

显著
,

因此研究者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老龄化对生产率会有负面影响 (M
a
阮be rg

, e t a l
.

,

20 05 )
。

徐细雄等 (2 0 0 5) 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综述
,

包括组织成员人 口学

特征与团队绩效等方面的研究
。

关于组织多样性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在我国还是一个

新兴的研究领域
。

五
、

婚姻状况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婚姻状况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面
:
个人和家庭决策

。

婚姻状况既会影响个人

或夫妻两人的劳动参与决策
,

也会影响工作时间的安排
。

一般所说的婚姻状况分为未婚
、

已

婚 (或在婚)
、

离婚
、

丧偶等类别
。

由于丧偶主要发生在一个人的老年阶段
,

对劳动参与的

影响应当不会非常显著
。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来说
,

未婚
、

已婚和离婚三种婚姻状况的人群在

劳动参与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
。

从劳动参与来说
,

青年人如果不在校学习
,

一般都会投人到经济活动中
。

婚姻和生育可

能会影响一部分妇女的劳动参与
,

通常对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妇女影响最为显著
。

不过从图

4 观察
,

婚姻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中国并不明显
,

因为在 20 一 40 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

很小幅度的波动
。

这大约与多数中国妇女在婚后依然参与各种家务以外的劳动
、

生育子女

少
、

生育时间集中等因素相关
。

在一般情况下
,

婚姻状况的改变对男性劳动参与影响不大
,

但有可能影响他们从事劳动的时间分配
。

图 5 给出了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时间分配差异
。

未婚者家庭负担较轻
,

而在结婚之

后
,

无论家庭内分工如何不同
,

男女两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尤为突

出的是已婚和未婚女性在家务劳动上投人的时间差别
。

而在投人市场劳动的时间上
,

已婚男

性要多于未婚男性
,

已婚女性则少于未婚女性
,

显示了婚姻对男女两性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

不同作用
。

这种差异的出现应当与家庭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有关
。

如果多数人在结婚之后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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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

这种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性别的时间分配应当与抚育子女也有密切关系
。

图 5 分性别和婚姻状况的每周时间分配 (单位
:

小时)

资料来源
:

M 5. H ill
, “

Pa t te o o f T如
e U s e" ,

in F. T ho ma
s ju ster an d Fr an k P

.

St a

ffo rd
,

动to r s ,

Ti m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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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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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 W e】1 B ejng
,

A n n

Ar bo
r ,

MI
:

U n ive rsi ty ofMi
ehj ga

n S u rv ey R es

ear ch C en ter ,
1 98 3

由于婚姻 (及其隐含的生育) 对妇女的劳动参与影响更为显著
,

国内外多数关于婚姻和

劳动供给的研究都主要关注妇女
,

其中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关于离婚对妇女劳动参与影响的研

究
。

这类研究一般都假定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的收人要高
,

因为家庭内的专业化分工促使已

婚男性提供更多的市场劳动
,

而妻子则在家从事不付酬的家务劳动
。

在这种情况下
,

离婚对

夫妻双方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

在离婚之后
,

抚养费和政府提供的儿童津贴都不能替代原

先丈夫的收人
,

这会促使妻子的家庭非工资收人急剧下降
,

所以离婚妇女的劳动供给会迅速

上升
。

H au ri n (1 9 89) 以效用最大化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模型
,

用来解释劳动供给与离婚之间

的关系
。

女性在丈夫的职业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时
,

她会选择相应的工作时间来最大化效用
,

离婚则相当于丈夫根本不工作
。

该研究发现
,

相对于寡妇
、

丈夫意外失业和健康恶化来说
,

离婚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最为明显
。

性别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绝大部分来自于对婚姻问题的探讨
。

B ec ker (1 981 ) 对

婚姻市场的研究和家庭的形成模型为解释性别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

框架
,

G r o s sb ard (1 9 84 ) 关于婚姻的需求与供给模型
,

Chiap p o r i (1 9 88
,

1 9 9 2 ) 的集体选

择模型则是进一步的深化
。

虽然这两个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别
,

但是这些模型都认为随着性别

比的上升
,

婚姻市场会更有利于女性
,

其劳动参与率也会因此而下降
。

中国关于婚姻状况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
,

相关的经验研究更是缺乏
。

从婚姻

状况的变化来说
,

大多数人都会在 20 ~ 30 岁结婚
,

这是长期以来比较稳定而且无法预见会

有显著变化的一点
。

虽然 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在缓慢上升
,

但仍然处在一个

比较低的水平
,

不会引起全国人口婚姻状况的重大变动
。

六
、

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中国家庭特征的变化与居住安排的改变和子女数量的减少相关
,

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多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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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逐渐减少
,

只有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占比例越来越高
,

近几年来只有夫妇没有

子女的
“

空巢
”

家庭在逐渐增多
。

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子女照料和老人赡养将会产生影

响
。

不过
,

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实际居住安排的变化
。

居住安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主要取决于已经退出劳动市场的老年人是否能够分担下一

代的家务劳动和孙子女的照料
,

从而使青壮年一代尤其是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妇女能够有

更多的时间投人市场劳动
。

杜凤莲 (200 6) 对 1 989一200 4 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

表明
,

父母年龄越高
,

男性劳动时间越多
,

而父母年龄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

而父

母家住在本社区或者更近会显著地
、

较大程度地提高女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

与对劳动参与

率的影响相似
,

配偶父母是否住在本社区以内也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时间
,

不过公婆对妇女

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
。

一项 日本的研究发现
,

在控制了家庭结构的内生性后
,

与自己的父母

合住或与公婆合住对于日本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着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
。

这就意味着与

父母或公婆合住能够减轻女性家务劳动的负担
,

会促使劳动参与的增加 (Sa sa ki
,

2 00 2 )
。

七
、

讨 论

劳动力的供给是由劳动力数量
、

结构和劳动力素质决定的
。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

劳动参

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间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
,

生育
、

死亡和迁移则是影响这三

者的人口因素
。

一个稳定人口的生育
、

死亡和增长都是相对固定的
,

因此容易预测未来的劳

动力状况
。

不过
,

人口发展往往并不那么稳定
,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行为或习惯的改

变都会引起人口变动
,

从而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
。

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处在一

个快速发展和快速变化的时代
,

导致中国人口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

这些波动将可能使

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充满变数
。

了解未来的劳动力供给
,

需要对人口变动及其规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

通过短期和中期

预测了解变化趋势
。

在这些变化中
,

有些是由于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引起的
,

如出生人口数

量
,

在育龄妇女数量确定和生育模式稳定的情况下不会有出乎意料的改变
,

也难以靠人为干

预改变发展趋势 ; 有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

如家庭和个人的劳动参与决策
,

是与公共政策
、

社会福利
、

经济发展状况等密切相关的
。

分清可改变因素和难以改变的因素
,

有利于制定合

理的与人口和劳动供给相关的中短期规划
。

例如
,

在一个人口已经严重老化
、

连续数十年人

口负增长的地区建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

就需要考虑 5~ 10 年之后从哪里获得劳动力
、

需要

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
。

此外
,

还应当特别注意人 口变动与劳动需求的相互作用
,

人口变动会因劳动需求而调

整
,

从而改变劳动供给
。

比如
,

劳动力市场上对某类职业的需求上升
,

会吸引更多人进行此

项人力资本投资 (包括进修学习和迁移)
,

此类劳动供给将增加
,

而过多的劳动供给将会降

低此类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

反过来会促使人们离开这个职业
,

劳动供给就会减少
。

人口流动与劳动就业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研究领域
,

因为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

多
,

而且展开讨论需要相当的篇幅
,

所以本文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内

容不重要
。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

中国关于人口变动与劳动供给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

作者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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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有相当的局限性
。

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

还有待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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