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 劳动供 求形 势与趋势舍析

张车伟 吴要武

[ 摘 要l 人 口 加速老龄化是中国人 口 快速 转变的代价之 一
,

城镇劳动供求形势

也将 因此 出现 重要 变化
。

文章运用最新 的人 口 预测结果 以及分 省的相 关数据
,

分析 并

预测 了城镇劳动供求的趋势
。

总的来看
,

劳动供给 压力 正 在逐 渐减小
,

而 劳动 需求随

着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正 迅速增加
,

就 业 的总量供求矛 盾正在得到缓解
,

但 就业 的结

构性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
,

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已经成为解决就业

问题的关键 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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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经进人低生育率时期
,

人 口增 长速度大大减缓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低

于 1 %
。

人 口快速转变的结果使中国不得不 面对不断加速 的人 口老龄化
。

2 0 0 0 年中国 65 岁及

以上人 口 在 总人 口 中所 占的 比例为 7
.

0 %
,

2 0 0 2 年底则为 8
.

2 %
。

可 以说
,

中国 已经跨人了老龄

化 国家 的行列
。

预 计到 201 7 年
,

老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例将 超 过 10 % (张为 民 等
,

2 0 0 4
:

91 ~ 1 2 8 )
。

对经济增长来说
,

人 口 老龄化的最大挑战突出地体现为其对劳动供给形势的影响
。

有预测表明
,

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
.

8 左右
,

则中国劳动力人 口 的增长趋势还将维持 10 年左

右 (张为民等
,

2 0 0 4 )
。

从 1 5一 6 4 岁劳动力人 口来看
,

2 0 0 1一 2 0 0 5 年
,

每年增长数量都超过 1 0 0 0

万
,

这一年龄段人 口数量增加的趋势将持续到 2 0 1 4 年
。

从 15 一 60 岁人 口来看
,

这一年龄段的

劳动力 人 口净增长趋势只 能维持到 2 0 1 1 年
。

从绝对数量来看
,

15 一 64 岁人 口 会在 2 0 1 4 年达

到 9
.

9 7 亿的峰值
,

而 15 一59 岁人 口则会在 2 0 1 1 年达到峰值
,

其人 口规模为 9
.

27 亿人 (张为民

等
,

20 0 4)
。

因此
,

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
,

中 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 间还会维持 10 年左

右
,

之后
,

劳动力人 口 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
,

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

随着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速度的

减缓和停止
,

中国城镇地 区会 出现劳动力短缺吗 ? 我们根据张为民等人 (2 0 0 4) 的人 口 预测结

果
,

预测 了 2 0 01 一 2 0 5 0 年劳动年龄人 口 的变化趋势 (见表 1 )
。

一
、

劳动供给形势与趋势分析

目前
,

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主要来 自 3 个方面
。

一是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
,

二是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

三是城镇下 岗人员 的再就业
。

随着城镇下岗
、

裁员等结构性调 整逐渐进

人尾声和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趋势的减缓
,

今后城镇劳动供给将主要决定于农村劳动力 向城

镇地区的转移
。

城镇地 区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

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

因此
,

预测城镇劳动供给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如何判断城镇化的速度问题
。

给定城镇化发展速

度
,

根据已有 的人 口 预测数据就可 以推测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 的变化趋势
。



城镇劳动供求形势与趋势分析

连
�几匕,
.内
b尸31
工乙叮O‘
J认�八,Q�,�门尹八乙,�八曰几匕0白n�OJUOR一自,山60乙QJ户口

....

.

...

⋯⋯
.‘�八曰只UOO口月了月了叮才00八XUOOQ“Q�八U乙

J任JqCjq曰QdOJgJJgCJ月口勺dCJ
刃4

25385454839768082747720540915000477831158264233765564302204248483610.10.10.10.10.10.10.11.11.11.11.121212.13.14.14.15.16.17.17.18.19.19.19.19.20.22.23.29.35.37.39.
内了八jqJ六己乃‘月片
沼任八j叮才八了
孟认n乙浦bR�勺11乃,����一了八b�刁5内bCO八曰30292827272626262626262627

几O月bl了
J马勺山口d八乙几b丹01匀11月�8�bCU八��匕八��匀内bC乙00,dQ‘,妇n乙尸3tIC�左

L

3.3.4.4.4.4.3.3.3.5.6.2.9.2.3.左
‘月性月怡庄
月

月,乙盛吮
J任J任‘任搜
人暇口�O内匕
点
O

903986238053220012305804
�as乙
J任dqCjQ口nj�q
月马月堵月生勺白0‘n乙,曰,曰今臼今翻,目0‘0‘n乙n乙

为了判断城镇化的发 展 速

度
,

我们收集 了 1 9 9 0 年 以来分

省城乡人 口 数和城镇 化水平数

据
,

其 中
,

1 9 9 0 年和 2 0 0 0 年为

普查数据
,

1 9 9 5 年为 1 %抽样 的

小普查数据
,

其他年份 主要 来 自

国家统计局 1%
。

人 口抽样数据
。

需要指出的是
,

历年抽样 比并 不

必然是 1 %
。 ,

所 以我们根据每年

不 同的抽样 比对数据 进行了 一

些调整
,

经过调整后 的城 乡人 口

数据更符合实 际
。

利用 1 9 9 0 一

2 0 0 2 年分省 城 乡 人 口 数据
,

使

用简单的 O L S 回归模型 就可 以

对 过去的城镇化 速度进行估计
,

估计模型为
:

Y
、
一肠+ 月T + 乃D 十 。 ( 1)

式 中
,

Y
、

代表城镇化速度
,

T 为时 间趋 势
,

D 为地 区虚拟变

量
, 。
为随机误差

。

由于 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

于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
,

可 以预料

的是
,

城镇化进程将随时间推移

而不断加快
。

因此
,

我们估计了

不 同时 间段 城镇化 的 速度 ( 见

表 2 )
。

在模型 的估计 中
,

作为控制

变量 的地 区 ( 省份 ) 虚拟变量 无

论是否进入模型
,

都不会影 响到

估计结果
,

但会影响到系数的显

表 1 2 0 0 1 ~ 2 0 5 0 年劳 动年龄人 口和人 口抚养 比变化趋势预 测

年份
年增劳动力人 口 (万人 )

1 5一 5 9 岁

1 2 3 0
、

4 7

15 5 1
.

4 1

13 8 9
.

6 4

13 6 1
.

9 5

14 4 0
.

2 3

7 5 4
.

5 7

5 5 6
.

1 7

4 9 1
.

5 0

3 1 4
.

4 9

2 1 3
.

1 0

2 3 8
.

6 0

一 3 5
.

6 9

一 4 7
.

6 5

一 2 9 4
.

6 5

一 3 6 7
.

0 8

一 8 4
.

1 7

一 3 3 2
.

7 3

一 3 3
.

1 8

3 3 2
.

6 9

1 7 9
.

9 6

4 8 3
.

6 7

一 3 7 1
.

5 8

一 9 7 5
.

0 8

一 5 9 1
.

9 2

一 6 0 7
.

9 3

一 5 7 7
.

6 4

一 2 8 3
.

2 6

一 8 4 4
.

8 8

一 6 3 0
.

0 5

一 9 5 2
.

4 0

一 5 5 7
.

6 4

一 4 4 9
.

2 5

一 5 8 6
.

0 1

一 1 0 4 8
.

8 6

15 ~ 6 4 岁

1 2 3 4
、

4 3

15 6 8
.

0 7

1 3 6 0
.

0 2

15 2 1
.

9 6

14 8 7
.

5 1

9 0 3
.

4 2

7 9 3
.

9 0

7 6 4
.

1 7

6 7 5
.

1 4

6 1 6
.

1 7

5 3 7
.

5 3

4 4 5
.

0 4

3 5 2
.

5 3

1 0 5
.

14

一 3 1
.

6 6

1 6 1
.

10

一 1 8 6
.

1 7

一 1 3
.

8 1

一 17 1
.

6 7

一 1 7 7
.

2 5

一 5 8
.

2 1

一 1 7 8
.

0 6

1 4
.

0 0

4 0 1
.

2 2

2 9 3
.

4 6

5 9 9
.

4 6

一 2 2 2
.

6 6

一 8 3 9
.

3 2

一 5 4 7
.

0 7

一 6 5 0
.

0 1

一 1 1 6 3
.

0 7

一 6 6 0
.

3 0

一 4 3 3
.

4 5

一 5 1 6
.

4 2

抚养 比( % )

少儿抚养 比 老年抚养 比 总抚养比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3

2 0 1 4

2 0 15

2 0 16

2 0 1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2 0 2 2

2 0 2 3

2 0 2 4

2 0 2 5

2 0 2 6

2 0 2 7

2 0 2 8

2 0 2 9

2 0 3 0

2 0 3 5

2 0 4 0

2 0 4 5

2 0 5 0

3 3
.

8 3

3 2
.

1 2

1 0
.

1 2 4 3
.

9 6

4 2
.

3 8

2 7
.

0 2

2 7 1 3

2 7
.

0 1

2 6
.

9 0

2 6
.

7 4

2 6
.

5 1

2 6
.

2 6

4 1
.

1 3

4 1
.

7 9

4 2
.

3 7

注
:

作者根据张为 民等人 ( 2 0 0 4) 的人 口预测结果计算
。

著性
。

以对 1 9 9 0 ~ 2 0 0 2 年这个阶段 的城镇化

速度的估计为例
,

地 区虚拟变量 的加人与否并

不影响所估计 的系数
,

回归系数都为 1
.

0 1 6
,

但回归系数的 T 值变化很 大
,

不使用省份 虚

拟变量 时
,

T 值为 3
.

45
,

使用 省份 虚拟变量

时
,

T 值为 14
.

05
,

这说明
,

模型 的效率因为控

制地 区因素的影响后 而被大大改进 了
。

根据

上述估计结果
,

我们预测 了 2 0 0 5一 2 0 2 0 年 的

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 的增加状

况 (见表 3
、

表 4 )
。

总 体人 口变动趋势意味着劳动年龄人 口

表 2 全 国及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

方案一

1
.

0 1 6

( 0
.

0 7 2 3 )
’

二

1
.

2 5 9 8

方案二

1
.

3 6 1

全国

东部地 区

中部地 区

西部地 区

( 0
.

14 7 5 )
. “ .

0
。

9 4 1 9

( 0
.

0 8 8 9 ) 二
’

0
.

8 2 6 8

( 0
.

1 10 1 )
’

二

( 0
.

1 1 1 6 )
‘

二

1
.

7 8 2 5

( 0
.

2 1 9 6 )
. ’ .

1
.

2 1 7 6

( 0
.

1 3 7 9 )
’ . 份

1
.

0 4 5

( 0
.

1 7 7 0 )
. ‘ .

注
: ( 1) 方案一用 1 9 9。~ 2 0 0 。年 的全部数据进行估计

; 方

案二仅使用 1 9 9 5 ~ 2 0 0 0 年 的数据进行计算
。

( 2) 括号里 的数

据为标准差
。

( 3 ) 二 , ,

表示 1%水平上显 著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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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 2 0 1 5 年前后停止增长
,

此后将面 临劳动年龄人 口的净减少
。

由于城镇化的影响
,

城镇劳动

年龄人 口 的变动趋势不 同于全国劳动年龄人 口 的变动趋势
,

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 的增加趋势依赖

于城镇化的进程
。

只要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 不结束
,

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增加的趋势就 不会停止
。

可以预见的是
,

随着农村人 口 总量 的逐步减少
,

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 的增长速度也会逐 渐减缓
。

根据前面的预测
,

无论哪种方案都显示 目前正 处 于城 镇劳 动年 龄人 口 增加最迅速的时期
。

方案一的结果表 明
,

2 0 0 5 年城镇将会新 增劳动年龄 人 口 1 5 5 7
.

5 万左右
,

而方 案二 的结果 则增

加 1 9 04
.

1万人
。

按照方案一
,

2 0 0 6 ~ 2 0 1 6年
,

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维持在 1 0 0 0 万 ~ 1 3 4 0万

表 3 城镇化与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和经济活动人 口预测 (方案一 ) 万人

年份
全 国

232022肠罗2830引33肠3638朋413.4.
L歇大民0.&9.公上生东
1趴6.

月一日任
山

改工
.

改占
‘

月玉
月

4
月/l
几

叹曰叹口一�LO三J叹J工n

2 0 0 5

20 0 6

2 0 0 7

20 0 8

2 0 0 9

2 0 ] O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0 1盛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9

2 0 2 0

总人 口

1 3 ] 1 8 9

1 3 2 0 7 0

1 3 2 9 5 4

1 3 3 8 4 9

13 4 7 6 3

13 5 7 0 0

13 6 6 4 3

1 3 7 5 8 0

1 3 8 4 7 9

1 3 9 3 2 5

1 4 0 0 9 6

l魂0 7 8 9

14 14 工3

1 4 1 9 6 5

1 4 2 4 4 4

1 4 2 8 6 7

1 5 ~ 6 4 岁人 口

城镇化

比例

4 1 1 7

4 2
.

1 9

城镇

总人 口

9 4 5 1 3

9 5 4 1 6

9 6 2 1 0

9 6 9 7 4

9 76 5 0

9 8 2 6 6

9 8 8 0 3

9 9 2 4 8

9 9 6 0 1

9 9 7 0 6

9 9 6 7 4

9 9 8 3 5

9 9 6 4 9

9 9 6 3 5

9 9 4 6 4

9 9 2 8 7

5 4 0 1 0
.

4 2

5 5 7 1 5
.

2 4

5 7 4 3 8
.

6 5

5 9 18 5
.

1 4

6 0 9 5 8
.

5 4

6 2 7 6 1
.

0 9

6 4 5 8 5
.

4 7

6 6 4 2 6
.

2 3

6 8 2 6 7
.

3

7 0 0 9 9
.

8

7 1 9 1 1
.

3 6

7 3 6 9 7
.

5

7 5 4 60
.

8 3

7 7 1 9 7
.

6

7 8 9 0 5
.

2 4

8 0 5 9 1
.

3 2

城镇劳动

年龄人 口

3 8 9 1 1
.

0 0

4 0 2 5 2
.

3 7

4 1 5 6 4
.

7 8

4 28 8 0
.

1 8

4 4 17 0
.

8 3

4 5 4 4 7
.

9 3

4 6 7 0 0
.

3 8

4 7 9 1 9
.

0 9

4 9 1 0 1
.

2 5

5 0 1 6 6
.

10

5 1 1 6 2
.

8 6

5 2 2 5 9 8 8

5 3 1 7 4
.

8 6

5 4 1 7 9
.

7 9

5 5 0 9 6
.

9 9

5 6 0 0 7
.

5 6

城镇新增劳

动年龄人 口

1 5 5 7
.

5

1 3 4 1
.

4

1 3 1 2
.

4

1 3 1 5
.

4

1 2 9 0
.

7

1 2 7 7
.

1

12 5 2
.

4

1 2 1 8
.

7

1 1 8 2
.

2

1 0 6 4
.

8

9 9 6 8

1 0 9 7
.

0

9 1 5
.

0

10 0 4
.

9

9 1 7
.

2

9 1 0
.

6

注
:

城镇人 口 比例按照每年 1
.

0 16 % 的速 度上升
,

劳动年龄人 口定义为 15 一 64 岁

人 11 ; 城镇人 口中劳动年龄人 口所 占比例与全 国人 口 中的 比重相同
。

表 4 城镇化与城镇劳动年龄人口 和经济活动人 口预测 (方案二 ) 万人

年份
』

总人 口 15 ~ 64 岁人 口
城镇

总人 口

城镇新增劳

动年龄人 口

之间 ( 见 表 3 ) ;
按 照 方案二

,

一 直到 2 0 2 0 年
,

城镇新增劳

动年 龄 人 口 都在 1 2 。。万 ~

1 7 0 0万之间 (见表 4 )
。

虽 然

下 降势头 已 经 出现
,

但绝 对

数量仍然 非常 庞 大
,

城镇劳

动力市场面 临 的供给压力仍

然不容忽视
。

由此 可 见
,

虽 然 在今后

几年城镇劳动年龄人 口 增 加

的数 量会有所 减少
,

但 总 的

来看
,

在 2 0 2 0 年之前
,

城镇

劳动年龄人 口 一 直会保持较

大的增 长压力
。

从供给层 面

来看
,

只 要 保持足 够快的 城

镇化 发 展 速度
,

总体 劳 动年

龄人 口增长趋势的减缓并不

会在短期内使城镇地 区面 临

劳动力数量的短缺
。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0 1 1

20 1 2

2 0 1 3

2 0 24

2 0 15

2 0 16

2 0 17

2 0 18

2 0 1 9

2 0 2 0

1 3 1 1 8 9

1 3 2 0 70

1 3 2 95 4

1 3 3 8 4 9

1 3 4 7 6 3

1 3 5 7 0 0

1 3 6 6 4 3

1 3 7 5 8 0

13 8 4 7 9

1 3 9 3 2 5

1 4 0 0 9 6

1 4 0 7 8 9

1 4 1 连1 3

1 4 1 9 6 5

1性2 4 4 4

1 4 2 8 6 7

9 4 5 1 3

9 5 4 1 6

9 6 2 1 0

9 6 9 7 4

9 7 6 5 0

9 8 2 6 6

9 8 8 0 3

9 9 2 4 8

9 9 60 1

9 9 70 6

9 96 7 4

9 9 8 3 5

9 9 6 4 9

9 9 6 3 5

9 9 4 6 4

9 9 2 8 7

城镇化

比例

4 2
.

9 0

4 4
.

2 6

4 5
.

6 2

4 6
.

9 8

4 8
.

3 4

4 9 7 0

5 1 0 6

5 2
.

4 2

5 3
.

7 8

5 5
.

1 4

5 6 2 7 3
.

4 3

5 8 4 4 9
.

1

6 0 6 4 9
.

4 8

6 2 8 7 9
.

3 6

6 5 1 4 2
.

92

6 7 4 4 2
.

7 2

6 9 7 7 1
.

0 5

7 2 1 2 2
.

0 3

7 4 4 7 8
.

0 7

7 6 8 2 9
.

1 8

7 9 1 6 1
.

3 4

8 1 4 6 9
.

0 6

8 3 7 5 4
.

7

8 6 0 13
.

6 1

8 8 2 4 2
.

4 3

9 0 4 4 9
.

1 5

城镇劳动

年龄人 口

4 0 54 1
.

3 5

4 2 2 2 7
.

4 9

4 3 8 8 8
.

2 6

4 5 5 5 6
.

6 7

4 7 2 0 2
.

8 5

4 8 8 3 8
.

10

5 0 4 4 9
.

9 6

5 2 0 2 7
.

9 8

5 3 5 6 8
.

3 5

5 4 , 8 1
.

9 0

5 6 3 2 1
.

0 1

5 7 7 7 0
.

8 0

5 90 1 9
.

2 9

6 0 3 6 7
.

1 6

6 16 1 6
.

8 4

6 2 8 5 8
.

3 3

1 9 0魂
.

1

16 8 6
.

1

16 6 0
.

8

1 6 68
.

4

1 6 4 6
.

2

1 6 3 5
.

2

1 6 1 1
.

9

1 5 7 8
.

0

1 5 4 0
.

4

1 4 1 3
.

5

1 3 3 9
.

1

14 4 9
.

8

12 4 8
.

5

13 4 7
.

9

1 2 4 9
.

7

1 2 4 1
.

5

二
、

劳动需求形势与

趋势分析

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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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城镇人 口 比例按每年 1
.

36 1 % 的速度上升
,

劳动年龄人 口定 义为 巧一 64 岁人

口 ; 城镇人 口 中劳动年 龄人 口所占比例与全国人 口中的 比重相同
。

中 国 经 济长 期
、

持续 的

增长为劳动力提供 了大量就

业机会
,

尤 其是改革开 放初

期
。

如 1 9 7 9一 1 9 8 1 年 间
,

每

1 个百 分点 的经济增 长拉 动

就业增 长 0
.

44 个 百 分点
,

相

当于 1 8 0 万个左右 的就业机

会 (张车伟
、

蔡防
,

2 0 0 2 )
。

但

随着改革 的逐渐深 人
,

企 业

不得不通 过大量裁减冗员 的

办法来实现 增长
,

结果 是 经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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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
,

结构性 的调整也在不断地摧毁 已有 的就业机会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 长之 间的关联似乎 被不断削弱
。

不过
,

随着 以国有企 业减员

增效为主要 内容的结构 调整进人尾 声
,

经济增 长对 就业 的拉动作用开始增强
。

尤其 自 2 0 0 3 年

开始
,

二 三产业经济增长 的就业 弹性增加到 0
.

2 9
,

是近 7 年来 的最高值
,

这一 弹性 意味着 1 个百

分点的经济增 长会带来大约 10 8 万 个就业机会
。

如果 二 三产业 能 够保持 10 %左右 的增 长 速

度
,

则全年增加 的就业机会超 过 1 0 0 0 万
。

那 么
,

今后经济增 长所创造的就业需求会呈现 出什么

样 的趋势 呢 ? 为了估计就业需求的增 长趋势
,

我们收集 了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历年分省
、

分行业

非农就业 和 G D P 数据
,

并建立 了基 础数据库
。

我们还收集 了 1 9 9 6一 2 0 0 2 年分省份 十六大 行业

就业人 员数
,

以及第一
、

二
、

三产业 的 G D P 数值
,

第一产 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
第二产业 包括十六

大行业 中的采掘业
、

制造业
、

电力煤气及水 的生产供应业 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农林牧渔 服务

业
,

以及 十六 大行 业 中的第八至十六行业
。

由于统计 口径变化
,

我们收集到的数据实际上分为两部分
:

(1 ) 1 9 78 一 2 0 0 2 年分省份 G D P
、

各

省份就业总量
、

城镇就业数量和乡村就业数量
,

这个数据可 以使我们对城镇劳动力需求的年份变

化
、

地区变化进行分析
,

也可 以根 据历年分 省份 G D P 与就业数量
,

对就业弹性进行描述 性分析
。

(2 )1 9 9 6 ~ 2。。2 年各省份分行业 G D P 与分行业就业数量
,

该数据可 以构造 一个较好 的组合数据
,

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技术
,

计算分行业 的就业弹性
。

为了把 三大产业和十六 大行业 的数据对应起

来
,

我们把第一产业的 G D P 与第三产业中
“

农林牧渔服务 业
”

的 G D P 加总
,

使这个数值与十六大

行业中的
“

农林牧渔业
”

从业人员对应起来
,

把十六 大行业 中的采掘业
、

制造业 和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供应业从业人员数量加总
,

使之与第二产业 中的
“

工业
”
G D P 对应起来

。

经过这样调 整
,

两个

口径本来有所差异的数据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

从而可 以估计不 同行业 的就业弹性
。

必须指 出的是
,

这些数据存在部分之 和不等于总体的现象
,

这 不仅表现为十六大行 业之 和

不等于全 国总体
,

也表现为 31 个省份加 总之 和不等于全 国总体
。

这种 现象会对估计带来一定

的影响
,

但如果假定二者的差额在各个部分之间的分布是随机的
,

那么
,

这样的差别并不会影响

到估计参数的一致性
。

对 于就业来说
,

各省之 和不 等于全 国总计的原 因
,

在 于分省的就业数据

没有包括非正规就业 的情况
。

鉴 于此
,

我们估计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代表城镇正

规就业 与经 济 增

长之 间的关系
。

从 就 业 数 量

来看
,

各 个 省 份加

总得 到 的 就 业 数

量 比 国 家统 计局

公布 的 历 年 全 国

总 就 业 人 员 大 约

少 1 亿人 ¹ 。

但分

省加 总数 据 的 变

表 5 全 国和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状况 万人

年份
全国新增劳 动

年龄人 口

148 8

9 0 3

7 9 4

7 6 4

6 7 5

6 16

5 38

445

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

方案一 方案二

15 5 7
.

5 19 0 4
.

1

1341
.

4 16 8 6
.

1

1312
.

4 16 6 0
.

8

1315
.

4 16 6 8
.

4

129 0
.

7 16 46
.

2

127 7
.

1 16 35
.

2

125 2
.

4 16 11
.

9

1218
.

7 15 7 8
.

0

年份
全国新增劳动

年龄人 日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城镇新增 劳动年龄 人口

方案一 方案二

118 2
.

2 15 4 0
.

4

10 6 4
.

8 1413
.

5

9 9 6
.

8 133 9
.

1

10 9 7
.

0 144 9
.

8

9 15
.

0 12 48
.

5

10 0 4
.

9 13 47
.

9

9 17
.

2 1249
.

7

9 1 0
.

6 1241
.

5

川l0s--32161�--l4一一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0

2 0 1 1

2 0 1 2

¹ 各省从业人 员之和小于政府公布的加总数据 主要 发生在城镇地 区
。

以 2 0 0 2 年为例
,

各省份城镇从业人 员

之 和为 15 2 53 万人
,

而政府公布数据为 24 7 8。 万 人
,

两者相差 9 52 7 万 人
;
当年农村劳动力分省之 和 为

48 4 24万人
,

而政府公布 的加总数据为 48 9 6。万人
,

两者相 差只有 53 6 万人
。

近年来
,

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

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
,

可 以推断
,

城镇从业人员 中 9 52 7 万差额 中
,

主要是没有进人政府统计的非正 规

部门人员
。

由于这个数值大约占所有城镇劳动者的 38 %
,

在分行业估计劳动力需求时
,

会因这个大的遗漏

导致需求增长的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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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趋势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数变动趋势是一 致的
。

从分省的加总来看
,

1 9 9 0 年以来
,

每

年新增就业人 口波动很大
,

增长最少 的出现 在 1 9 9 7一 2 0 01 年 间
,

1 9 9 9 年比上年减少 了 1 0 3 8 万

人
,

随后年份 出现反弹和波动
,

2 0 0 0 年增长了 4 8 5
.

1 万
,

2 0 0 1 年增长 74 万
,

近乎停滞
,

2 0 0 2 年

增长 了 72 7 万
,

2。。3 年进一步增 长 了 9 6 2
.

4 万
。

这 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就业量的变动

趋势是一致 的
。

分省加总的农业就业变动也同样反 映 了农业就业的
“

蓄水池
”

效应
。

农林牧 渔

业人员数量增加通常意味着城镇困难的就业形势
,

农林牧渔业人 员数量减少
,

通常意味着城镇

出现 了较多 的非农就业机会
,

城镇就业形势较好
。

要预测就业需求趋势
,

方法之一是通过估计经济增 长 的就业弹性来实现
。

也就是说
,

就业

弹性既 可以通过简单计算得到
,

也可 以通过 回归 的办法得到
。

在 目前公布的数据中
,

没有同时

提供分行业 G D P 增 长速度和就业增长速度
,

这就使得 用简单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分行业就业弹

性变得非常困难
,

但并不影响使用 回归的办法来估计就业弹性
。

使用 回归 的办法估计就业弹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假定就业 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以下关系
:

InL
,
= 肠+ 月Iny

,

+ 。 (2 )

在公式 (2) 中
,

左边为历年各省份就业人数取对数
,

右边 玖 为历年各省份 G D P
, 。
为误差项

。

如果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确如上述公式所描述 的那样
,

则简单的 O LS 模型就可 以得

到 比较准确的就业弹性
。

但除了经济增长之外
,

还有各种各样影响就业 的因素
,

如价格
、

通货膨

胀
、

汇率等
。

如果无法控制这些 因素 的影响
,

则 不能保证 O L S 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
。

即使如

此
,

我们还是使用 简单的 O L S 模型估计了 1 9 9 6 年以来分行业 的就业弹性 (见表 6 )
。

表 6 历年分行业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估计 (OLS 估计】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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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地质勘察与水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
、

仓储及 邮电通信业

批发 和零售贸易
、

餐饮业

金融
、

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
、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
、

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 服务业

国家
、

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其他行业

:
‘

;:

0
.

7 9

0
.

9 9

0 8 8

1
.

1 2

0
.

8 1

0
.

7 2

0
.

8 7

0
.

5 6

0
.

7 2

0
.

6 9

0
.

8 0

0
.

9 1

0
.

7 9

0
.

7 6

0
.

6 8

0
.

7 8

1
.

0 0

0 8 8

1
.

1 7

0
.

8 9

0
.

6 7

0
.

8 3

0
.

5 5

0
.

6 8

0
.

7 3

0
.

7 9

0
.

8 4

0 7 5

0
。

7 6

0
.

5 2

0 7 1

0
.

7 1

一一从所估计的结果可 以看出
,

O LS 估计的就业弹性都非常高
,

在有 些行业 ( 如建筑业 )经 济增

长的就业弹性系数超过了 1 ,

这就意味着建筑业 1 个百分点的 G D P 增长会带来超过 1 个百分点

的就业增长
。

如果情况真的如此
,

中国早就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了
。

但现实 的情况是
,

中国

自 1 9 9 6 年以来一直面临着就业需求不 足
,

O L S 模型 因此大大高估了经济增长 的就业效应
。

造

成这一 高估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无法控制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

而且考虑到这些 被省略的 因素还

可 能和 G D P 增长 之间是相关的
,

所 以
,

O L S 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
。

鉴于我们使用的数据为包括多个时点的组合数据
,

这就为解决简单 OL S 模型所无法解决

的问题提供了可能
。

为 了克服简单 OL S 的不足
,

我们假定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
:

L
*
一风+ 月X * 1

+ 风X , :

+ ⋯ + 风X
, .

+ a ‘

十 u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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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 L ,

X
、 ,

X
、

⋯ 为可 以观察到 的影 响就业 的各种 因素
, a 、为无 法观测 到 的影 响就业 的

因素
, u 、

为误差项
。

要得 到经济增 长 和就业增 长之 间 的真 实关系
,

关键是 如何处 理无法 观察到

的因素
a :

的影响
,

但处理的办法和对
a ,

的假定是有关系的
。

如果假定
a :

的影 响不 随时间 而变

化
,

则一种简单 的办法就是使用一阶差分的办法
,

结果如下
。

△ Y 一肠十月△ X + △
u (4)

公式 (4) 可 以看做我们构建 的一 阶差分方程
:

等式左边 的△Y
:

为 每一年 相对 于上年 的就业

增 长数量
;
等式右边 的△ X 为相应年 度的 G D P 比上 年增加 的数量

,

一个重要 的假定 是△ X
;

与

△
u 不相关

。

这个方程估计出来的 俘
1

为就业对 G D P 的边 际效应
:

dY /d X
。

这一 模型 估计的结

果实际上就是 一种 固定效果影 响 (Jeffe r y M
.

W
o o ld r id g e

,

2 0 0 3 )
。

当然
,

固定效果 的影响还可 以

通过其他方法得到
,

例如
,

通过消除变量均值的办法
,

后者也是固定效果模型中最常用 的办法
。

如果
a ,

随时 间而变化
,

则 固定效果模型就不合适 了
,

而需要 采用 随机 效果模型
。

为 了比较

不 同条件下关于经济增长 和就业增长之间 的关系
,

我们分别使用一 阶差分
、

固定 效应 和随机效

果模 型估计了经 济增 长的就业弹性 (见表 7 )
。

虽然上述三种模型各有缺点
,

但总的来看
,

随机效果模型所假定 的经 济增长 和就业之 间的

关系也许最符合实际
,

我们最终 在预测时主要采用随机效果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
。

在知道了就业弹性 的大小之后
,

还需要 了解经济增长 的速度才能预测 就业需求的增 长
。

表

8 分别报 告 了 1 9 9 1一 2 0 0 3 年和 1 9 9 6 一 2 0 0 3 年 分行 业 的 经济增 长速 度
。

从表 8 可 以看 出
,

1 9 9 6 一 2 0 0 3 年 间的 G D P 平均增 长速度略低于 1 9 9 1一 2 0 0 3 年的平均增长 速度
,

所以
,

我们推测

今后 的经济增 长速度与 1 9 9 6一 2 0 0 3 年 的平均增 长速 度相 比会适当放缓
,

在 表 8 的最后一 行 的

预测值就是我们所假定的今后经济增长 的速度
。

由于缺少第九至 十六大行业增长 速度方 面 的

数据
,

我们统一采用第三产业 的 8 %增 长速度
。

根据所估计的就业弹性 以及所假定的经济增 长速度
,

我们计算 了 2 0 2 0 年之前分行业就业

需求增长状况 (见表 9 )
。

首先
,

虽 然农业有 正 的就业 弹性
,

但是
,

2 0 0 2 年就业形势开 始好转后
,

农 林牧渔业 吸纳就业 数量 即出现下 降
,

我们预计这个 行业排 斥劳动力 的趋势 在未来 2 0年内不

会改 变
;
农林牧渔业 吸纳劳

动力 主要 发生在农村
,

对 于

城镇就业 预测来说
,

关系不

大
,

因此
,

表 9 中 的 总就 业

增 长 为 非 农就业 数 量
。

其

次
,

从非农 行业 内部看
, “

工

业
”

将成为吸纳就 业最大的

行业
,

在 未来 15 年 内
,

就业

增长将以每年 4 0 0 万 一 8 0 。

万 的速度增 长
,

成为劳动力

吸纳最大的行业
; “

批 发零

售 贸 易餐饮 服 务业
”

和
“

建

筑业
”

一直是 吸纳 就业 的两

个 大 行 业
,

即 使在 1 9 9 6 ~

2 0 0 2 年 这 个特 殊 的 时期
,

这两 个行业就业都呈 现 增

长 趋 势
。

近 年来
, “

社 会 服

表 7 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增长 的就业弹性估计结果

模型 l

一 阶差分模 型

模型 3

随机效果模型
J

急计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地 质勘察 业
、

水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
、

仓储及邮 电通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

餐饮业

金融
、

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
、

体育 和社会福 利业

教育
、

文化艺 术及 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
、

政党机 关和社会团体

其他行业

0
.

2 7 8
“ ’

0
.

7 0 6
, . ‘

0 4 5 4
’

0
.

4 5 9
‘ .

0
.

4 7 8
“

”

0
.

0 4 9

0 30 9
“ .

0
.

0 4

0
.

0 2 6

0 3 3 8
.

0
.

0 5 9
’

“

0
.

0 0 7

一 0
.

2 5 1
‘ ’ .

0
.

0 3 1

0
.

0 0 4

模型 2

固定效果模型

0
.

2 8 4 1 ”
.

一 0
.

0 0 6 7

0 3 2 7 7 ”
“

0
.

3 7 3
‘ ’

0
.

1 1 7 8
‘ . ‘

0
.

0 6 1 7
‘

一 0
.

16 8 6

0
.

0 3 7 5 8
’

0
.

0 7 7 3 2
’

0
.

2 2 5 3
. ’‘

0
.

0 2 1 5 4

0
.

0 0 2 4 2

0
.

1 3 8
“

”

0
.

2 5 1 3

一 0
.

0 6 8 1 “
“

0
.

0 5 7 7 二
’

0
.

1 6 8 8 ”
每

0 4 3 8 3 1
“ .

0
.

2 7 1 8 二
’

一 0
.

1 7 3 0 8
“

二

0
.

0 6 5 7 3
.
”

0
.

2 8 0 9 9
‘ . “

0
.

0 9 0 8
“

”

0
.

2 8 6 ”

0 4 0 3 5 “
‘

0
.

0 8 4 5 4 二

0
.

0 0 6 8 3

一 0
.

0 5 3 7
.

0
.

0 4 3 2 8
’ .

0
.

2 1 6 7
. ’有

注
:
(l)

* , * , , ,

和
*

分别代表 1%
、

5 肠和 10 %水平上显著
。

(2 )模型 1 中计算出来

的是弧弹性
,

模型 2 控制 了时间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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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二产业

分行业 G D P 增长速度

第一产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批零贸易餐饮业

l07104
1 9 9 1 ~ 2 0 0 3

1 9 9 6 ~ 2 0 0 3

预测值

G D P

9
.

7

8
.

1

8

3
.

7 8
.

9

3
.

3

‘

:
.

:

工业

1 3
.

2

10
.

0

l0

‘

:
.

: 7 3

10

他其行业

表 ,

交通运

输
、

仓

储及

邮电

通信业

城镇分行业就业需求趋势预测

地质

勘察业
、

水利

管理业

教育
、

文化艺

术及广

播 电影

电视业

国家机

关
、

政

党机关

和社会

团体

社会服务业

房地产业

金融保险业

筑建业L业总计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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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7 30
.

8 5 4 0 1
.

2 9

2 0 0 4 75 4
.

6 4 4 1 8 8 8

2 0 0 5 77 9
.

3 3 4 3 7
.

2 4

2 0 0 6 80 4
.

9 6 4 5 6
.

4 1

2 0 0 7 8 3 1
.

5 5 4 7 6
.

4 1

2 0 08 8 5 9
.

1 5 4 97
.

3 0

2 00 9 8 8 7
.

8 1 5 19
.

0 9

2 0 10 9 1 7
.

5 7 5魂1
.

8 4

2 0 1 1 9 4 8
.

4 6 5 6 5
.

5 9

2 0 1 2 9 80
.

5 5 5 9 0
.

3 8

2 0 1 3 10 13
.

8 7 6 1 6
.

2 6

2 0 1 4 10 48
.

4 8 6 4 3
.

2 7

2 0 1 5 10 8 4
.

4 3 6 7 1
.

4 7

2 0 1 6 1 12 1
.

7 8 7 00
.

90

2 0 1 7 1 16 0
.

5 8 7 3 1
.

6 2

2 0 18 12 0 0
.

9 0 7 63
.

6 9

2 0 19 12 4 2
.

80 79 7
.

1 6

20 2 0 12 8 6
.

34 8 3 2
.

1 0

6 3
.

4 9

6 4
.

5 2

6 5
.

5 7

6 6
.

6 4

6 7
.

7 3

6 8
.

8 3

6 9
.

96

7 1
.

10

7 2
.

2 6

7 3 4 3

7 4
.

6 3

7 5
.

8 5

7 7
.

0 9

7 8
.

3 4

7 9
.

6 2

8 0
,

9 2

8 2
.

2 4

8 3
.

5 8

一 1
.

3 5

一 1
.

3 3

一 1
.

3 1

一 1
.

2 9

一 1
.

2 8

一 1
.

2 6

一 1
.

2 4

一 1
.

2 2

一 1
.

2 1

一 1
.

19

一 1
.

17

一 1
.

16

一 1
.

14

一 1 1 3

一 1
.

1 1

一 1
.

10

一 1 0 8

一 1
.

0 7

9 7
.

7 4

9 9
.

6 6

1 0 1 6 3

10 3
.

6 2

1 0 5
.

6 6

1 0 7
.

7 4

1 0 9
.

8 6

1 1 2
.

0 2

1 14
.

2 2

1 16
.

4 7

11 8
.

7 6

12 1
.

1 0

12 3
.

4 8

12 5
.

9 1

1 2 8
.

3 9

1 3 0
.

9 1

1 3 3
.

4 9

1 3 6
.

1 1

2
.

4 8

2
.

4 9

2
.

5 1

2
.

5 3

:
’

::
.

::

3
.

7 2

3 7 3

3
.

75

3
.

7 6

1 4
.

4 4

1 4 5 3

1 4
.

63

1 4
.

7 2

1 4
.

82

1 4
.

92

1 5
.

0 2

2 5 5

2
.

5 7

2
.

5 9

2
.

6 0

2
.

6 2

2
.

64

2
.

66

2
.

68

2
.

70

2
.

7 2

2
.

7 4

2
.

7 6

2
.

7 8

2
.

7 1

2
.

7 7

2
.

8 3

2
.

9 0

2
.

9 6

3
.

0 3

3
.

1 0

3
.

1 7

3
.

2 4

3
.

3 2

3
.

3 9

3
.

4 7

3
.

5 5

3 5
.

3 1

3 6
.

4 5

3 7
.

6 3

3 8
.

8 5

4 0
.

1 0

4 1
.

3 9

4 2
.

7 3

4 4
.

1 1

4 5
.

53

4 7
.

0 0

4 8
.

5 2

5 0
.

0 9

5 1
.

7 0

5 3
.

3 7

5 5 1 0

5 6 8 7

5 8
.

7 1

6 0
.

6 1

3
.

4 3

‘

::

’

):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0
.

8 6

2
.

8 0 3

3
.

6 9

3 7 2

3
.

7 4

0
.

8 6

0
.

86

0 8 6

0 8 6

科学研

究和

综合

技术

服务业

一 0
.

7 0

一 0
.

7 0

一 0
.

6 9

一 0
.

6 9

一 0
.

6 9

一 0
.

6 8

一 0 6 8

一 0
.

6 8

一 0
.

6 8

一 0 6 7

一 0
.

6 7

一 0
.

6 7

一 0
.

6 6

一 0
.

6 6

一 0
.

6 6

一 0
.

6 6

一 0
.

6 5

一 0 6 5

3
.

8 7

3
,

8 8

3
.

8 9

3 9 1

3
.

92

3
.

9 3

3
.

9 5

10 8
.

2 7

11 0
.

1 5

11 2
.

0 6

1 14
.

0 0

11 5
.

98

1 1 7
.

99

1 20
.

0 3

1 22
.

1 1

1 24
.

2 3

12 6
.

3 8

12 8
.

5 7

13 0
.

8 0

13 3
.

0 7

13 5
.

3 8

13 7
.

7 2

14 ()
.

1 1

1 4 2
.

5 4

1 4 5 0 1

注
:

根据 2 00 2 年各行业从业人员数量 x G D P增长速度 只就业弹性得到各行业历年新增就业需求
。

务业
”

吸纳就业增长迅速
,

但这个行业与新兴 的
“

社 区就业
”

联 系密切
,

其 中有相 当一部分接近 于
“

非正规就业
” ,

按照我们的预测
,

社会服务业每年将新增就业 35 万一 60 万之间
。

再次
,

吸纳劳动

力 的第二大行业是
“

其他
” 。

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行业
。

随着市场发育和分工链条的延长
,

出

现 了越来越多无法为传统 的十五大行业所容纳 的新兴行业
。

这个行业成为吸纳就业增 长最为迅

速的行业之一
,

尤其是在 1 9 9 6一 2 0 0 2 年这段就业严 峻时期
, “

其他
”

行业吸纳就业迅速增长对缓解

城镇就业压力起 了重要 的作 用
。

根 据我 们 的预测
,

这个行业每年 吸纳就业 人数将在 10 。万 人

以上
。

三
、

主要发现及结论

作为世界上人 口 最多的国家
,

中国迄今为止一直面临着人 口 过多的问题
,

从未 出现 过劳动力

短缺
。

人 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并不会在短期内影响到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方面的优势
,

而且 随

着资源在全球范 围内的优化配置
,

劳动力 资源的优势必将进一 步转化为 经济优势
,

从而继续为中

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稳定的基础
。

但人 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 会使劳动年龄人 口 的增 长减缓

并停止
,

这将极大地减缓劳动供给的压力并会成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 的重要 因素
。

对于城镇就

业来说
,

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趋势的减缓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压力的消失
,

城镇就业压力将随着农

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而持续存在
。

但随着就业总量供求矛盾的缓解
,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变

得 日益突出
。

1 8



城镇劳动供求形势与趋势分 析

(一 ) 城镇劳动供给的压力主要来自农村劳 动力转移
,

城镇化速度 将成 为决定城镇 劳动供给

的主要因素

把劳动供给和需求趋势预测结果结合起来 可 以看 出
,

随着劳动年 龄人 口 增长速度 的减缓
,

城

镇 劳动供给压力将主要来 自农村劳动力转移
,

城镇 化速度将成为决定城镇劳动供求的主要 因素
。

从表 10 可 以看出
,

在保持方案一所假 定的城镇化发展速度 的情况下
,

城镇地 区最早会在 Zo n 年

左右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而如果城镇化保持方案二所假定的发展速度

,

则最早会在 2 0 1 4 年

左右 出现 劳动 力供给数

量 的不足
。

城 镇化 速度

越快
,

城镇劳动力供给增

加 的速度越快
,

劳动力数

量不足 发生 的时 间也就

越 晚
。

当然
,

劳动供给的

数量 和劳 动参与率密 切

相关
。

上 述 的结果 是 假

定城镇 劳 动参与率维持

在 72
.

9 % 的水平上 不变

而得 到 的
。

从劳动年 龄

人 口 和就 业需求之 间 的

关 系来看
,

按 照方案一
,

劳动力需求超 过新 增 劳

动年龄人 口会在 2 0 1 4 年

发生
;
按 照方案二

,

这个

时间会出现在 2 0 2。年
。

表 10 城镇劳动供 求总t 变化趋势预测

年份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0

20 1 1

2 0 12

2 0 1 3

2 0 1连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方案一 方案二

1 55 7
.

5 1 90 4
.

1

1 34 1
.

4 1 6 8 6
.

1

1 3 12
.

4 1 6 6 0
.

8

1 3 1 5
.

4 1 6 6 8
.

4

1 2 9 0
.

7 1 6 4 6
.

2

1 2 7 7
.

1 16 3 5
.

2

1 2 5 2
.

4 1 6 1 1
.

9

1 2 1 8
.

7 15 7 8
.

0

11 8 2
.

2 15 4 0
.

4

10 6 4 8 14 13
.

5

9 9 6
.

8 13 3 9
.

1

10 9 7 0 14 4 9
.

8

9 1 5
.

0 1 2 48
.

5

10 0 4
.

9 13 4 7
.

9

9 17
.

2 1 2 49
.

7

9 10
.

6 1 2 4 1
.

5

新增劳动力供给

方案一 方案二

1 13 6 13 8 8

97 8 1 22 9

95 7 12 1 1

9 5 9 1 2 1 6

9 4 1 1 20 0

9 3 1 1 1 9 2

9 1 3 1 1 7 5

8 8 9 1 1 5 1

8 6 2 1 1 2 3

7 7 6 10 3 1

7 2 7 9 7 6

8 0 0 10 5 7

66 7 9 1 0

7 3 3 9 8 3

66 9 9 11

66 4 90 5

就业

需求

7 7 9
.

3

8 0 5
.

0

8 3 1
.

5

8 5 9
.

2

8 8 7
.

8

9 1 7
.

6

9 4 8
.

5

9 8 0 5

10 13
.

9

10 4 8
.

5

10 8 4
.

4

1 12 1
.

8

1 1 60
.

6

12 0 0
.

9

1 24 2
.

8

1 2 8 6 3

万人

供给大于需求

方案一

3 5 6
.

7

1 7 3
.

0

1 2 5
.

5

9 9
.

8

5 3
.

2

13
.

4

一 3 5 5

一 9 1
.

5

一 15 1
.

9

一 27 2
.

5

一 35 7
.

4

一 32 1
.

8

一 4 93
.

6

一 4 67 9

一 5 7 3
.

8

一 6 2 2
,

3

方案二

60 8
.

7

4 2 4
.

0

3 7 9
.

5

3 5 6 8

3 1 2
.

2

2 7 4
.

4

2 2 6
.

5

17 0
.

5

10 9
.

1

一 17
.

5

一 10 8
.

4

一 6 4
.

8

一 2 50
.

6

一 2 1 7
.

9

一 3 3 1
.

8

一 3 8 1
.

3

注
:

新增劳动力供给是根据
“

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 X 72
.

9 %
”

计算
。

(二 ) 在就业总量矛盾有所减轻 的情况下
,

结构性 矛盾 将变得日益突 出

供给压力的减缓和就业需求的增加意 味着就业 的总量 矛盾 有所缓解
,

但这并不是说就业 问

题就得到了解决
,

就业问题完全可 以因为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表

明
,

就业 的结构性矛盾正变得 日益 突出
。

劳动参与率
、

失业率和工资是描述劳动力市场状况 的主要指标
。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
,

1 9 9 8

年 以来城镇劳动参与率迅速下 降
,

从 7 3
.

7 3 %下 降到 2 0 0 2 年的 6 5
.

3 %
。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

味着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增加
。

1 9 9 8一 2 0 0 2 年
,

平均每年有多达 1 5 0 0 多万 的人退 出劳动

力市场
。

从失业率来看
,

中国官方公布的惟 一失业率
—

城镇登记失业 率 自 1 9 9 8 年 以来一 直

在 上升
,

2 0 0 3 年达到 4
.

3 %
,

今年上半年仍然维持在这 一高位 水平上
。

调查失业率也 展现 了和

登记失业率相同的趋势
。

1 9 9 6 年 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 4 %
,

到 2 0 0 2 年
,

这 一失 业率上升 到 7 %
。

劳动参与率下 降和失业率升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供大于求的形势
。

工资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之 一
,

但工 资的变化却表明一种 相 反 的劳动力供求形势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
,

城镇全部职工 平均工资一 直呈现 迅速上 升的趋势
,

1 9 9 5 年的平均工

资为5 5 0 0 元
,

到 2 0 0 2 年增加到 1 4 0 4 0 元
。

从不 同类型的单位来看
,

无论企业
、

事业还 是机关单

位的平均工 资都快速增 长
。

其中
,

企业年平均工 资从 1 9 9 5 年的 5 3 4 5 元
,

增加 到 2 0 0 2 年的

1 3 5 7 8元
;
事业单位的年平 均工 资从 1 9 9 5 年的 5 4 9 9 元增加到 2 0 0 2 年的 1 4 5 6 4 元

;
机关单位的

平均工 资从 1 9 9 5 年的 5 5 4 2 元增加到 2 0 0 2 年 的 1 5 7 3 6 元
。

虽然仅仅从平均工 资的上升中无法

推断必然存在着总体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

但作为市场上劳动力价格信号
,

工 资迅速 增加很可能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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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 短缺
。

事实上
,

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主要是部分人工资过快增长所

致
,

而大多数简单体力劳动者 的工资在 最近 10 年基本 上没有增 长
。

根 据市场 的供求规律可 以

判断
,

工资增加迅速 的行业和部 门存在 着劳 动力 的短缺
,

所需求的劳动力 主要是素质较高并掌

握较高技能和技术 的人
。

在那些 工资增长缓慢或者说没有增 长的部门
,

仍然存在着严 重 的劳 动

力供给过剩
,

这些供给过剩的劳动力主要是那些缺乏 技能和缺乏技术的简单劳动者
。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 盾 突出 的另一个 表 现是 非正规 部 门劳动者 的迅速增 长
。

2 0 0 2 年
,

没

有进人政府 统计的十六大行业或者 31 个省份统计的城镇劳 动力 有 9 5 2 7 万人
,

这 个群体主要是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
。

非正规部 门的特点是 收人水 平低
、

劳动保护 条件差
,

这 是城 镇劳 动力市

场 的另一个
“

蓄水池
” ,

拥挤在这个部门 的劳动者大多有进 人正 规部门的愿 望
,

并成为正规部门

外 的排 队等待者
-

—
边工作边等待

。

因此
,

中国城镇劳 动力市场在考虑劳 动力供 给压 力 时
,

不

应忽略这个庞大 的群体
,

这是城镇劳 动力市场上 的弱 势群体
,

当经济发展状 况 良好和就 业需求

增加 时
,

非正规部 门的 劳动 者 会 寻求进 入 正 规部 门
,

这 时
,

结构性 失业 和摩擦性 失 业 都将会

士曾力口
。

(三 ) 解决就业 问题 的关键在 于改变 劳动 力的供 给 结构
,

提 高劳动 者尤 其是 低素 质 劳动者

的技 能

在 目前结构性 矛盾 日渐突 出的情况下
,

劳动力过剩 和短缺将同时共存
。

这种劳动力严重过

剩和短缺共存的结构性矛盾 意味着
,

失业 的发 生其实并不是 因为缺乏就 业机会
,

而是缺乏合格

的劳动力
。

目前在东部沿海地 区尤其是珠 江三角 洲地 区 已经 出现 了技术和熟练 工人 的供给不

足
。

据估计
,

广东省劳动力短缺数量超 过 10 0 万人
;
许多 地方如上海

、

北 京和 深圳市等
,

都出现

了技 能型工人 的巨大供需缺 口
,

在一些地方
,

熟练工 人和技术工人工资 已经涨到普通简单劳动

者工 资十倍甚 至几 十倍 的水平
。

与这种劳动 力短 缺形成鲜 明对 照 的是
,

城 镇失 业仍然 十 分严

重
,

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在近 7 年来的最高水平
,

大量城镇下 岗失业人员以及进城农民工无 法

找到工作
。

总 的来看
,

劳动力供给的过剩主要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
,

具体来说
,

也就是简单

劳动者如农村外来劳动力 和城镇 下岗职工
,

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发生在 这些 人群中
。

而劳动 力

供给的相对不足主要在劳 动力市场的高端
,

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供给严重不足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就业需求由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所决定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劳动力素质

的提高使劳 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 应
,

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 失业率的降低
。

因

此
,

在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
,

解决就业 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如何造就 更多 的合格劳动

者
,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从 而扩大劳动的有效供给
,

将成为扩大就业 的重要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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