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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态势进行了分析 ,做出劳动力短缺趋势的

长期判断。劳动力短缺的可能经济后果,涉及劳动力成本从而比较优势的变化、人力

资本积累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吸引力、人口红利的持续性 ,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文章最后对必要的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以为未来的劳动力短缺时代做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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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人们普遍为中国的失业问题和就业压力担忧的时候,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

情况,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似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反向变化。其一, 2004 年沿海地区出现民

工短缺现象,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区 ,即中部地区的一些省

份,劳动力市场也陆续发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其二,从各地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上 ,我们也

可以观察到就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程度有逐渐提高的动向。其三 ,城市各种劳动力市

场指标也都显示,失业的压力与前些年相比有所减轻, 2004 年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下降

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效果是亦喜亦忧。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扩大就业的努力产生成

效,另一方面 ,这也引起人们另一种担忧:中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劳动力短缺的困扰。

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从上述信号做出判断,认为从现在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 ,并

且将持续下去,成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和常态现象,论据是不充分的。在一个处于稳态的人口结

构下,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进行短期分析,即劳动力需求是由经济扩

张引起的诱致性需求,处于稳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参与率而调整劳动力供给,

适应新的需求。因此,假如处于这样一个稳态人口结构中,与其说上述劳动力市场新趋势显现

了劳动力短缺的端倪,不如说更主要是反映了某种周期性现象(蔡 , 2005a)。而在一个非稳态

的人口结构下,譬如中国这种因人口转变的提前完成而具有不平衡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劳

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中的两端 ) ) ) 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一方面,劳
动力的需求是遵循常规的经济周期规律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因为劳动年龄人

口的庞大规模,而具有无限弹性 ,需要进行结构性的长期分析。因此,对于人口结构处于非稳态

之中的中国来说,对劳动力短缺可能性和出现时间的判断,需要从人口变化趋势和经济增长要

求两个长期性视角进行分析。

本文从描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入手 ,做出劳动力短缺可能较早地超越发展阶段

而出现的判断。继而 ,通过讨论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和劳动力配置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揭示劳动力短缺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最后,从转换经济增长源泉和保

持可持续性的角度 ,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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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变化中的劳动力短缺信号

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

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

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

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从而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

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

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 ( Williamson, 1997)。在死亡率下

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

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 ,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

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 U 字型曲线变化之后 ,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

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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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

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了由低到高 ,再由高到低的变化的同时 ,劳动年

龄人口增长率在滞后大约 20年后 ,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人口变化以及到 2020年的人口预测,我们可以观察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

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及其两者关系(见图 1)。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 2015 年开始 ,中国 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 10 亿之

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

今后 20~ 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

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见表 1)。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

图 1 人口转变及其引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 中国

统计出版社, 相应年份; U nited Nations ( 2005 ) , Wor ld

Pop ulation Prosp ects : the 2004 Rev is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 tment o f Economic and Social Af-

fair s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 2030 年期

间,中国 50~ 64 岁之间的年老劳动人口将

增加 67. 1% ,而 15~ 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

则减少 18. 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化趋势看 ,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

的人口结构变化 ,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

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

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

口的老龄化 ,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

终究会成为现实。

三、劳动力短缺可能意味着什么

劳动力短缺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通劳

动者不敷所用,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则意味

着一种可能的要素/瓶颈0。曼昆( Mankiw )

等人 ( 1992)使用人口增长率作为普通劳动

力供给因素的代理变量 , 放入跨国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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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主要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预测 %

时间(年) 世界 亚洲 欧洲 拉美 北美
发达国

家和地区

欠发达国

家和地区

最不发达

国家和地区
日本 中国

2000~ 2015 1. 4 1. 5 - 0. 1 1. 7 0. 9 0. 1 2. 0 2. 7 - 0. 8 0. 9

2005~ 2015 1. 3 1. 4 - 0. 2 1. 6 0. 8 0. 0 1. 9 2. 6 - 0. 9 0. 7

2005~ 2020 1. 2 1. 2 - 0. 3 1. 4 0. 6 - 0. 1 1. 8 2. 6 - 0. 8 0. 4

2000~ 2030 1. 1 1. 1 - 0. 4 1. 3 0. 6 - 0. 1 1. 7 2. 6 - 0. 1 0. 4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 2005) , Wor ld P opulation Pros p ects : the 2004 Revision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 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 s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程中,得出的结论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别的 59%。蔡 、王德

文( 1999)对 1978~ 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 9. 5%的

GDP 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29. 2% ,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 23. 71% ,合计可以

解释全部增长的近 53%。世界银行( 1998)对中国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37%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 17%,合计为 54%。尽管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

本和劳动之间具有替代性,在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会相应发生,技

术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但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避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作用

的良好机制,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会相应减缓经济增长速度①。

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这个现象是

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一旦生产

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则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长期

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例如 ,比较 1995~ 1999 年间制

造业中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可以获得数据的 79个

国家中,中国居倒数第四,仅为这些国家平均数的 7. 3% ( World Bank, 2003)。迄今为止 ,中国

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观察 2002 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 如果以美国为

100的话,墨西哥为 11. 2,巴西为 12. 0, 韩国为 42. 9,中国台湾省为 25. 4,香港特别行政区为

27. 3,新加坡为 34. 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 2. 9% ,非正规部门的工资

则更低,仅为美国的 1. 9%左右②。但是 ,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

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还是与发展

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见图 2)。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

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劳动力短缺也意味着人力资本短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比较优势和

竞争优势 ,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优势。更准确地说 ,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供给充足

的人力资本。这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劳动者具有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条件 ,符合生产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要求;第二是劳动力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 ,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

成本低廉。在曼昆等人 ( 1992)的研究中,以中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代理变量 ,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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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把经济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要素扩张转变到了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但是,中国

的这个转变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蔡 , 2005b)。

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通过报表制度获得的 ;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是通过城市劳动

力市场抽样调查数据估算的, 指那些不能为官方的统计渠道所识别的就业行为, 主要是流动劳动力就业和

下岗失业人员的非正规再就业(蔡 , 2005a)。



图 2 制造业工资指数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 http: / / w ww . esds. ac. uk/ international/ suppor t/ user_guides/ ilo/ kilm15EN . pdf。

模型中后 ,可以解释的收入差别提高到 78%。同样,蔡 、王德文 ( 1999)加入用劳动者受教育

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变量后 ,可以解释的增长率提高到 77%。

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国际资本对中国

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贡献。而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就是劳动者的基本人力资

本积累。以曼昆研究中所关注的中学入学率为例, 20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就达到 50% ,相当于

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互补充的生产要素 ,必需的人力资本积

累水平对于物质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必要条件( Barro等, 1995)。由于引进外资国家的外向型经

济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不足且昂贵的劳动力的直接替代 ,因此,越是外向程度高的劳动力使用,

素质的要求就越高。如果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可以提供的人力资本总量也会相应减少,对引

进外资和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由于劳动力短缺是由相对不利的人口结构造成的,这种人口结构意味着人口的生产性降

低。对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是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的重要因素,即由

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抚养负担轻,可以通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

一个额外的源泉,从而使得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而如果具备这样人口结构的国家同时具有

比较高的外向程度的话,也就具备了利用人口红利的能力。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把不同禀赋国

家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外向型程度越高,其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

性就越强 ( Ventura, 1997)。国际经验表明,在 1970~ 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

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 1/ 3 到 1/ 2。而西方经济史表

明,新大陆的人均 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 90%~ 100%可以归结为前者在人口

结构方面的优势( Bloom等 , 2002; Williamson, 1997)。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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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计量分析表明 ,在中国 ,总抚养比下降1个单位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 115个百分点。

1982~ 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 20. 1% ,带来经济增长速度 2. 3% ,同期的人均 GDP 增长

速度在 8. 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 GDP 增长贡献在 26. 8% ,即 1/ 4 强(王德文、蔡 、

张学辉, 2004)。而一旦人口年龄构成发生逆转性的变化,这个人口红利便会逐渐丧失。

此外,劳动力短缺还会使中国经济丧失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长

期不能流动,即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实现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到边际生产力高的非农产

业的转移 ,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损失。在改革期间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部门和地区

之间的转移,调整了缺乏效率的劳动力配置结构,产生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据估算,这个

效应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6% (世界银行 , 1998)到 21% (蔡 、王德文, 1999)之间。

因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逐渐吸纳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存量减少,固然产生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缩小的

效果,使经济发展阶段趋向于/刘易斯转折点0,然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规模的缩小,也
意味着改革前期的一个重要增长源泉的式微乃至丧失。

四、为劳动力短缺做政策准备

本文的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上显现出来的周期性缺工现象,并不表明劳动力已经陷入长

期短缺。因此,当前的缺工问题 ,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流动环境和提高工资水平等短期措施予

以解决。但是,人口结构变化所孕育的未来劳动力短缺趋势 ,则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因

为经济增长过程相对于宏观经济过程而言,具有比较长期的特征,而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相对

于经济增长过程而言,则更加长期而缓慢。正如本文的论述所表明,未来而现实的劳动力短缺

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的负面效果是主要的和显著的。因此,认清变化

趋势,从政策层面及早做出调整 ,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是替代劳动力数量短缺最有效的途径。既

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建立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产品竞争的基础上,

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保持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千千万万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技

能的劳动者来实现。在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老龄化进程加深加速、劳动力增长停滞甚至绝对减少

的情况下 ,其经济增长率、投资需求和资本回报率都处于低迷的状态,这些对中国来说,意味着

利用国外资本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能够形成一支庞大的熟练劳动者队伍 ,这种可

能性就可以变为现实性。

其次,通过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障碍,增加

城乡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总规模 ,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尚存的人口红利,为未来人口老

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做足财力上和人力资本的准备。通常 ,劳动年龄人口中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组

成部分,是有就业愿望的劳动力 ,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 ,两者合计(即经济活动人口)占全部劳动

年龄人口的比重就是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降低失业率 ,意味着较大的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和规模得以比较充分的利用,人口的生产性可以发挥到最大的限度。1995~ 2003 年间 ,在

城镇 16~ 64 岁人口增加了61. 0%、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增加了 37. 6%的情况下,城镇调查失业

率提高了51. 2% ,城镇劳动参与率降低了14. 6% (见表 2)。这意味着潜在的人口红利尚未得到

完全利用 ,因此,所有在今天有利于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存量的政策措施 ,都是为明天的劳动力

短缺做准备。

最后,通过适时适当的人口政策调整 ,避免劳动年龄人口的永久性减少及其造成的人口负

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是在长期中变化的因素。虽然当前还没有出现因

劳动年龄人口的动态变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但是 ,这个变化及其结果终究要发生。此外,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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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状况

年份
经济活动人口

(万人)

16~ 64 岁人口

(万人)

劳动参与率

( % )

调查失业率

( % )

1995 1983 2385 83. 1 4. 0

1996 2074 2564 80. 9 3. 9

1997 2176 2720 80. 0 4. 5

1998 2307 2902 79. 5 6. 3

1999 2381 2915 81. 7 5. 9

2000 2506 3305 75. 8 7. 6

2001 2535 3397 74. 6 5. 6

2002 2640 3569 74. 0 6. 1

2003 2728 3842 71. 0 6. 0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计算。

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从而劳动

力短缺的情况下, 这种状况持续多

久,也取决于人口结构的更长期的

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

的劳动力短缺, 是世界性的 ,而且

将是旷日持久的。与能够给经济

增长带来人口红利的目前的人口

结构相对应,未来老龄化和劳动年

龄人口不足的人口结构给经济增

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于一个人

口负债。因此, 未来哪个国家拥有

更为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哪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就享有优势。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

期可持续性着眼,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人口生育政策应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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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wis Turning-Points and Chinese Transition in Dual Economy Wang Chen # 2 #

Differ ent from the prediction of Lew is turning-point theor y, the wage o f the ordinary Chinese rural labor fo rce in-

creased by near ly 60 percent in r ecent y ear s. This new development, defined as the new turning-po int or " Quas-i Lew is

Turning- Point", is brought about by many factor s ex isting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 ow ever, some potential fo rc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re pr obably go ing to alter the dir ection of the new turning-po int and terminate this development. In face

of the sho rtage of mig rant w ork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o r eadjust its policies in real earnest to create a labor mar-

ket environment of mutual tr ust and benefit and improve labor- capital relations. W ith the joint effo 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a new gener ation of wo rker s,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meet the shortag e of labour and return to the normal

track of the dual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Preparing for Labor Shortage in China's Development in 21 st Century Cai Fang # 11 #

By analyzing the change in age structure, this paper first asser ts the long- range trend of labo r sho rtage. It then exam-

ines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the fo rthcoming labo r shor tag e on the sustainability o 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light o f the chan-

ges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 ith po licy sug-

gestions of necessary adjustments in r esponse to those challenges.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What Lessons Can the Largest Flow Take From the Longest Flow?

K enneth Rober ts # 17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 e the potential dynamics o f Chinese labor mig ration, based upon an analo gy w ith Mex ican

labo r mig 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now been over for ty years since the beg inning o f undocumented Mexico-U . S.

labo r mig ration, dur ing w hich the pro file of the migr ation stream has changed in significant ways. T his paper uses the chan-

ges in that profile to identify facto rs at the origin,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mig ration pr ocess that has affected its ev olution

over time, and looks to par allel factors in China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dynam ics of migr ation there. If migr ation in China

were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these factor s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at linking the U . S and Mexico, we would expect to see

the follow ing changes in the pr ofile o f Chinese m igration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more mig ration to the coastal cities,

both because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 f mig ration fr om current sending areas and the spread of m igration to new areas, g reater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w ithin destination areas leading to higher skill and education of migr ants, more women and fam-i

lies in the mig rant str eam, and more settlement in the citi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Population-Economy Pressur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Chen Nan  Wang Qinmin  L in Zongj ian # 30 #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pr 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economy pressur e in China,

based on which the Chinese prov inces are div ided into three categ ories. The analy sis show s that the contempo rary popula-

tion mig ration in China is clo sely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econom y pressur e indexes used in this paper. W ith the improve-

ment o f mig ration envir onment, employment w ill not be the onl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 ration. Based on spatial interac-

tion theo ry and the result o f the analysis, w e prov ide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ig r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suggesting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laws of population mig ration and way s o f pr edicting reg ion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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