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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

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 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0、/农村

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0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

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

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 本文还通过对人

口转变过程的阐释, 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

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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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 未来 5 ) 10年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0 (项目批准号 06&ZD003)的阶段研究成果。

一、引  言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 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

变化机制, 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 这个时期特殊的

就业问题, 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中国在改

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 是一个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又赋予这

个过程一系列中国特色。首先,在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创造就业机会,消除劳动力无

限供给特征这一点上,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其次,中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同时

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机制转

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最后,这个同一过程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而实现的。

世界银行专家认为, 中国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滞后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速度( Ravallion and

Chen, 1999)。实际上,目前的统计恰恰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体制转轨的特点。如果不以这种转轨的

眼光来认识和分析统计数据, 不从中国改革发展逻辑出发来驾驭统计数据,常常看到的关于劳动就

业统计的现象是:数据不甚充分,且分别发表在不同的统计出版物上面,常常还缺乏一致性,对数字

的直接阅读通常难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准确概念,有时还会导致许多人形

成关于城乡就业形势的不正确或者过时的认识,妨碍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阶段性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 常见的错误认识和思维定势包括: ( 1)认为中国自20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经历了就业的零增长( Rawski, 2001) ; ( 2)经济改革造成劳动力市场冲击,表现为下

岗、失业和就业没有增长( Solinger, 2001) ; ( 3)描述了大量的就业困难和劳动力流动障碍, 却较少揭

示改革取得的进展( Solinger, 1999) ; ( 4)一成不变地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

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本文通过对现有统计数据的梳理和解读,结合其他调查信息,尝试勾勒出

关于劳动力市场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基本画面,做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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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含义。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 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 以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

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的。尽管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但/摸着石头过河0的改革特点始终存在, 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来说,

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然而,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

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推进方式所具有的自发性,因此,改革进程并

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 Lin et al. , 2003)。

中国的改革通常被表征为一个渐进的和增量式的过程。人们常常观察到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

于另一些领域的改革。例如, 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被认为是

一个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Lardy, 1994,第 8 ) 14页)。但是, 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

存在着改革推进过程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滞后,从而导致体制内部的不协调,为什么改革的整体

效果仍然如此显而易见,并且表现为近 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居民生活的大幅度改

善呢? ¹ 实际上, 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 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

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

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

承受力。就业制度的改革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就是这样一个整体上保持着稳健、渐进的推进节

奏,在一些特定时期也发生了相对激进改革的事件。从一个改革整体和相对长的时间,结合就业增

长和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看,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在改革中并不处于滞后地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第一是城市排他性的全面就业制度。为了

在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

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

会中, 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 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 一个职工

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 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第二是分割城乡劳动力配置,从而导

致劳动力市场缺失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 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

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

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是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

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 在户籍制度之外,进一步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

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抑制

了激励机制,形成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 Yang et al. , 2003)。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 20世纪 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起步。一旦

这种改革对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激励效果后(Lin, 1992) ,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

力剩余,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次有以下几个步

骤:第一步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转移,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得

到了调整。第二步是在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步便是农村劳动

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20世纪 80年代

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个解除约束的进程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制度

调整来展开:第一,进入 21世纪,以小城镇为突破口,城市政府自主决策进行了各种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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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已有的许多研究(如帕金斯, 2005; Wu, 2003) ,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

率的提高。另外,计量分析还表明,在改革期间GDP的增长中,劳动力数量扩大的贡献份额为 24% ,人力资本贡献率 24% ,劳动力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贡献率为 21% (蔡 、王德文, 1999)。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的尝试。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0。在全国两万多小城镇,入户的基本

条件降低到只需/在城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合法住所0。中等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改革的特点是

/取消限额,条件准入0。其做法是放宽申请条件,大幅度降低在城市落户的门槛。北京、上海等特

大城市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 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0。第二,城市就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的改革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

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

寻找工作的成本。

城市经济的改革特点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 还表现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及

其产生的竞争上面。这些新兴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分别通过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国有经济和集体

经济的/跳槽0职工得到满足。非国有经济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乃至在整体效率上
的竞争,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即制度需求。一方面, 国有企业用工自主权被包括在一系

列扩大自主权的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启动了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的改革,

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佣制度,即/铁饭碗0受到威胁。然而,这个时期非公有经济发

展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还不足以吸纳和重新配置公有制企业释放出的冗员,所以,当时国有企

业的经理人员并不积极使用自己拥有的用工自主权,把富余职工推向市场。真正打破/铁饭碗0、劳

动力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 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遭遇到冲击之后。当时, 受到宏

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经营处于大范围亏损的状态,被迫进行了旨在

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形成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和失业。自那以来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实现再就

业,以及整体就业规模的扩大, 除了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产生一定的扶助效果外,更重要的是得

益于非公有经济的扩大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在预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可能性时,很多观察者都把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产生的就业压

力,作为头一位的挑战。然而,中国的实践却表明,第一,恰恰是由于改革时期与计划生育政策及社

会经济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相重合,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通过改革在城乡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Cai and Wang, 2005) ; 第二,对外开放为中国利用国

际市场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三, 在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改革减少了劳

动力市场的分割,使不利于就业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以渐进的方式得以清除,最终推进了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本文的其他部分组织如下:在引言部分为了解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提供一个宏观背景,并

且概要地描述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之后, 改革的逻辑顺序,第

二节介绍农村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和流动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第

三节讨论城镇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分析劳动力市场如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得以发育,城

镇就业扩大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状况; 第四节预测劳动力供求关系可

能发生的变化, 揭示关于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改革之前的 1978年,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高达 7613% , 伴随着改革推动的非农产

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 200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6410%。然而,这 1213个百分点的变化,表面看来似

乎与 1P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不相匹配。实际上, 这个统计主要还是

以劳动者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的,没有反映真实的劳动力城乡分布。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利用各种数

据来源,作为对统计年鉴数据的补充,以便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做出可信的描述。

农村就业的扩大和充分化,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农村和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实现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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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善了经济激励,使得潜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农业剩余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积极条件。如果仅仅从劳动者的户籍所在地观察,即不考虑外出流动的

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主要贡献者(图

1)。但是,如果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观察仅仅局限在乡镇企业, 人们会发现, 这个部门在吸收了

大量劳动力之后, 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不过, 如果我们注意到,与此同

时,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吸纳部分, 就不难理解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

度减缓的情况下,何以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一直没有停顿。1995 ) 2005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

了11% ,而私营企业增长了 4倍,最终实现的农村非农就业,在 10年间增加了 2373万人。

图 1 农村就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历年。  

现在,我们超出农村范围来观察农村劳

动力的配置情况。作为城乡改革的重要结

果,也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过

程,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现象,是就业非农化的主渠道。特别是进

入本世纪以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劳动者权益等诸

方面,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创造着更好的条件,

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然而, 从常规的统

计口径上,大规模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被

统计在农村劳动力范畴内, 即图 1的/其他0

项中。下面,我们结合其他调查数据进一步理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以填补常规统计资料的欠

缺。

 表 1 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情况

全部外出劳动力 其中: 出省劳动力

总数(万人) 比上年增长( % ) 总数(万人) 比上年增长( % )

1997 3890 ) 1488 )

1998 4936 26189 1872 25181

1999 5204 5143 2115 12198

2000 6134 17189 2824 33152

2001 7849 27196 3681 30135

2002 8399 7101 3897 5187

2003 9831 17105 4031 3144

2004 10260 415 4299 6165

  注:在 2000年之前,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 3个月以上

者,从 2000年起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 1个月以上者。

 资料来源:详见蔡 (2006)中的说明。

没有户籍身份变化的农

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 在

常规统计年鉴上没有得到反

映,从一些小规模的微观调

查, 也难以推断加总数字。

不过, 利用一些行政部门组

织进行的较大规模调查, 我

们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农村劳

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及其变化

的较为保守的估计。表 1显

示,流动农村劳动力数量从

1997年的 3890 万迅速增加

到 2004 年的 1103 亿; 在这

期间, 大约 40%的农村外出

劳动力跨越了省的边界。他

们目前占据了 5216%的餐饮业和服务业岗位, 5716%的第二产业就业岗位, 6812%的制造业岗位,

以及 7918%的建筑业岗位(中国信息网, 2004)。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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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也有一些不同的调查,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更大。例如,农调总队( 2005) 的调查表明, 2004年外出农村劳动力为

1118亿人。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随着家庭承包制节约农业劳动时间的效果显示出来, 广为流行的说

法是农村有大约 1P3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 1亿到 115亿。到了 20世纪 90年代,这个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和绝对数得到一些推算的证实, 并继续为人们广泛引证 ( Carter et al. ,

1996)。近年来,人们仍然认为, 农村存在着大约 1P3 甚至更多的劳动力, 绝对数量为 115 亿到 2

亿。¹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个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字的使用几乎与改革的时间同样长。而这同

一时期,从体制的角度看,农村已经废除了人民公社, 土地的家庭承包制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

制度; 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看, 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改革期间甚至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后

期以来,农业的生产率提高甚至比其他产业还要快( Hu and McAleer, 2002) ;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农

村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此相伴随,农村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性的调整,从单一的农业生产

转变为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目前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大约是农业增加值的 2倍。所有

上述变化, 都创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以及向城镇转移的必要条件, 形成新的城乡劳

动力分布格局。农村劳动力首先转移到乡镇企业, 随后大规模向城市产业转移, 1997 ) 2004年期

间,外出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19%。
为了破解一个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谜团 ) ) ) 何以在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之后,农村剩余劳动

力比例却没有降低, 绝对数量也没有减少?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和剩余状况。与

以往做出各种假设来估计农业中究竟需要多少完整的劳动时间不同,本文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通

过细分和观察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及年龄结构现状,对农村究竟还剩余多少劳动力,以及这些剩余

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状况如何做出判断。

我们先来看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和剩余情况。据正式的统计, 2005年农村就业人员为 4185亿人
(国家统计局, 2006)。该统计是按照劳动力的家庭所在地口径,而不管是否实际在什么地方和什么

产业就业,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都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由于一般来说, 农村每个人的名下都有一块承包土地,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农村可以被看作

没有失业率。所以, 这个农村就业人员,也可以被看作是乡村劳动力以及乡村经济活动人口(参见

蔡 , 2004)。根据农业部( 2006)提供的数据, 2005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总数为 1108亿。又据劳动部
官员(胡晓义, 2007)提供的数据, 目前中国乡村劳动力中有大约 2亿人分别实现了就地或外出转

移,即 114亿乡镇企业人员,加上 1108亿跨地区流动劳动力, 再减去两者交叉的部分。因此, 2005

年实现转移和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分别为 2亿和 2185亿。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在留

在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中, 农业生产尚需要近 118亿劳动力(参见章铮, 2006) , º 劳动力剩余数

量为 1105亿。也就是说, 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 22% ,略超过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1P5。
我们再来看处于不同配置状况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首先,借用 2005年农业人口中劳动

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我们把 4185亿乡村从业人员按照年龄划分为 5个组别。其次, 根据抽样调

查的数据(盛来运、彭丽荃, 2006) ,我们还可以知道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分布, 并把 1108亿农
村外出劳动力划分为相同数量的组别。我们可以看到,与乡村全部从业人员相比,外出劳动力更多

地集中在年轻的年龄组内。第三,我们再看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根据以往的研究

(如 Zhao, 1999)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向外转移的意愿是, 首先选择农村非农产业就业, 其次选择

外出打工,最后的选择是务农。因此,选择就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条件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排

8

蔡  :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¹

º 为了进一步确认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我们依据5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 20066 ,计算出 2005年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全

部投工量为 570亿个劳动日,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 300个劳动日估算,可以折合为 119亿个劳动力,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

320个劳动日估算,可以折合为 1178亿个劳动力。

例如,刘建进( 2002)估算的结果是, 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高达 4616%,绝对数量超过 117亿。



 图 2  转移、未转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 ( 1)乡村从业人员数来自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

20066 ; ( 2)乡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所做的预

测获得; ( 3)外出打工人员结构来自盛来运、彭丽荃( 2006)。  

列。年龄作为影响劳动者挣取收入的能力的

一个重要人口特征, 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排

列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在农村非农

产业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与外出打工者

相同。第四,我们假设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

构与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结构相同。

最后, 我们分年龄组把农村就业人员分别减

去外出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务农劳动

力,就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图

2)。我们可以发现, 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

中50%年龄在 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 40岁

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绝对数量只有 5212

万,剩余比例仅为 1017%。

三、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是怎样创造的?

改革以来,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市就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趋势在 20世纪 80年

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固定工就业制度改革,以及 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以来并

没有改变。但是,就业结构以及推动就业增长的构成因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 3)。从城镇就

业数字来看,在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之前即 70年代末到 90年代前半期, 城镇就业每年增长

规模在 300万 ) 500万人左右徘徊,而 1996年一跃超过 800万。随后, 即使在经历了城市大规模下

岗失业,就业增长有所下降的时期, 也始终大大高于此前的增长水平。在 1996 ) 2005年期间, 城镇

就业以平均每年 829万人的速度扩大,而且在 2000年以后呈加快的势头。与此同时, 国有部门和

城镇集体部门的就业的确是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 696万人;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

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等新兴所有制形式的部门, 以每年平均 298万人的速度为城镇提供就业机会;

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则以每年 391万人的速度增加。

图3  城镇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历年。  

如果单单比较上述就业变化, 我们会发

现,新兴所有制部门和个体私营企业等就业

增长部门,在 1996 ) 2005年期间平均每年创

造的就业机会合计为 688万, 仍然不足以在

抵销国有和集体部门的就业减少后,推动城

镇就业的继续增长。那么, 每年城镇新增加

的就业究竟在哪里呢?

如图 3所示, 在加总了城镇全部注册单

位就业人数之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就业没有

包括在其中。即根据住户调查得到的真实就

业人数,与根据统计报表制度汇总的单位就

业人数之间, ¹ 形成了一个差额,我们称之为就业余项。这部分就业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比

重,在 1997年以前只有 10%左右,此后大幅度增加,提高到 2005年的 36%, 接近 1亿人。由于就业

制度改革以来城镇就业继续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就在这部分, 其就业的实现方式值得关注。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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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关于这两个统计方案的解释和说明,请参见蔡 ( 2004)。



个原因导致这些人没有在就业报表系统中得到反映。首先是部分单位的缺失。相当多的就业人员

或者作为自我雇佣劳动者,或者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而这些自我雇佣和个体、私营企业没有在工

商管理部门注册,因此这些就业在报表制度的统计中被遗失了。其次是部分劳动者的缺失。包括

许多国有大企业在内的工作单位, 不再把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吸纳的就业人员统计为本企业职

工,而是列入外包劳务项目,这也导致漏报和低估。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

个很大比例。

通过上述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在统计中遗漏的城镇就业包括在内的话,经

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仍然是乐观的。而这种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部

门的扩大推动的。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之前, 由于

当时国有企业/大锅饭0还没有打破,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吸纳就业

的作用主要还是边际上的。而一旦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

较为严峻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一方面通过包括下岗再就业政策、失业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建, 而保证了基本平稳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持续的

经济增长,保证了就业的扩大,最终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改革目标。

的确,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末,由于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影响和国有企业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

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严峻程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的前期所未曾见过的。又由于当

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失业后的城镇职工及其家庭遭遇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冲击。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揭示的那样,在这个期间,城镇就业的增长仍然是迅速的,而社会保障体系也加

快了建立和健全的进程。这个时期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究竟如何变化,问题曾经多么严重,现在情

况如何,有必要通过深入的观察给予回答。

 表 2 城镇劳动力市场现状( %)

调查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 劳动参与率

1995 410 219 7519

1996 319 310 7219

1997 415 311 7211

1998 613 311 7112

1999 519 311 7219

2000 716 311 6611

2001 516 316 6713

2002 611 410 6615

2003 610 413 6314

2004 518 412 6410

2005 512 412 641 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人口统计年鉴6历年;国家统

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历年;国家统

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历年;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

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

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在中国, 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

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 国有

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 1998 ) 2000年期间, 这个

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31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
好转时, 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 从 2001 年

316% , 2002 年 4%, 到 2003年的 413% , 2004年和

2005年的 412%。由于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
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

登记, 这样, 第一,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

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 因而低估了真实的失业水

平;第二,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 下岗人数

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 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

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恶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推荐的方法和定义进

行调查并估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被认为比较好地

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这个失业率指标, 才可以进行具有可比

性的经验研究。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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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计算并列出了劳动参与率这个指标。¹ 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因就业形势不好, 部分长期失

业、寻找工作有困难的经济活动人口不得已退出劳动力行列的情形(即所谓的/沮丧的工人效应0) , 因

此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劳动力市场状况。

从过去十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可以总结若干以往被人们误解的事实。首

先,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城镇调查失业率并非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是在 2000年达到最高

峰716%之后,在波动的情况下有所下降。其次,目前的失业因素构成中,摩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

素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估算(蔡 等, 2004) , 1995 年以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约为 414% ,因

而在总体失业率中,周期性因素仅仅占 1 ) 3个百分点。第三,由于在下岗和失业形势严峻的就业

制度改革初期, 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所以政府采取了建立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方式,为下岗人员

提供保障和再就业服务。2001年以来, 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下岗与失业两种保障方式实行

并轨,因此,随着具有下岗身份职工人数的不断减少,登记失业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

就业形势恶化的反映。最后,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产生于/沮丧的工人效应0 (蔡 、王美艳,

2004) ,即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年龄偏大,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长期找不到工作对劳动力市场丧失了信

心,从而不得已退出劳动力行列。º 因此,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很强的相关

性。

四、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

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 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

持。按照发展的规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

飞跃, 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 Lewis, 1954)

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 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

折点0。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形成

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 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 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 Bloom, et

al. , 1997; Williamson, 1997) ,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 以及增长方式的转

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

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

增长率0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0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0阶段转

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

征( 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

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 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 20年的时

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

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

化曲线。

由于改革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 16 ) 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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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例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的 1999年,全部 708万下岗职工中,年龄在 34岁及以下的占 3419% ,35 ) 45岁之间的占

4311% , 46岁及以上的占 2210%。随着年龄的积累,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倾向都是很强的。

关于数据来源、调查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定义、数据的处理和计算办法,请参见蔡 (2004)。



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

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 4)。因此, 更加具有生

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

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 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

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 16岁以

下和 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 在改革期间, 人口抚养

比每下降 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 GDP增长率 01115个百分点, 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 对改革期

间人均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27% ( Cai and Wang, 2005)。

图 4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5中国人口统计年鉴6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储蓄率

(社会总投资与 GDP 的比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相应年份。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 30年左右的时间里, 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

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

型阶段。¹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为中国持续提供了 30余年人口红利之后,预计劳动年龄人口

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特别地,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这种人口结构的

长期变化, 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 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 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

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º 另一方面, 2015 年前后,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人口结构因素变化所揭示的事实, 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与城镇劳动力市

场就业形势逐渐好转,以及作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效, 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的事实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 就意味

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从而/刘易斯转折点0到来。/刘易斯转折点0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

但是, 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 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 转折点的到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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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 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出现低于

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形,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的非农产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假设下, 2010年之前, 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

年龄人口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蔡 等, 2006)。

尽管关于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FR)究竟多高存在着争论,但是, 大多数估计仍然是在 116 ) 118之间,都大大低于 211

的更替水平。



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 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0的时

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0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

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0。
 表 3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实际年增长率

采掘业 制造业 建筑业 交储邮 批零餐饮 社会服务

1995 5134 3133 1120 41 54 2182 1190

1996 3149 0132 - 0172 41 11 0185 4114

1997 2124 1199 3129 51 99 0182 8108

1998 6163 19178 12171 141 74 21179 10199

1999 5121 11178 8146 131 53 10185 12162

2000 10101 11137 8156 111 19 11115 10173

2001 14115 10193 7183 141 21 13115 14101

2002 16109 13169 9148 141 39 15188 14188

2003 23108 12157 10166 - 1134 n1 a1 n1 a1

2004 19139 8172 7171 11140 n1 a1 n1 a1

2005 20132 10152 10152 14134 n1 a1 n1 a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人口统计年鉴6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历年;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历年。

在这个转折点上或者区间

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的一个

现象, 就是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

短缺, 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

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0

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

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作为劳动

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城市正规劳动力

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

上涨,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

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

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表 3)。作为

相对滞后的反应, 农民工的工资

水平 也相 应提 高。例如, 在

1997 ) 2005年期间,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了 16117% ,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

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 2001 ) 2005年期间, 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

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 64% (蔡 主编, 2007)。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

迅速上涨趋势, 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 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 并且在

2005 ) 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

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 中国经济

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

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仍然可以

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毕竟迫切地

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的要求。

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 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

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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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economic growth is varying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At present, the styl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s still based on extensive growth and restrict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t is a neccesary selection for China to go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xtensive style to the intensive one, but the transitions are not easy for a series contractions ex ist.

From the view of reality, the ways of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styles are both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f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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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such as / zero growth of employment0 and / unchangeable rural surplus labor pool0. The paper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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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creases and its structure diversifies, urban unemployment alleviates and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ers reduces,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growth, reform and opening-up. By examin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roc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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