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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人 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分析指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正处于边

际递减的现实
。

另一方面
,

由于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

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处于相

对稳定的状态
。

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分析表明
,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

刘易斯转

折区域
” 。

这也就意味着
,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

就业的增加将有可能伴随着实际工资

的增长
。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票赋结构可能会发生转变
。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供求 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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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没有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
。

正是由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中国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

制造业的发展尤其

突出
,

所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
,

中国已经被称为
“

世界工厂
” 。

然而
,

经济结构中劳

动密集型产业居于主要地位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心
: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要素的投人和积累

来推动
,

缺乏生产率 ( T FP) 的改善和提高
,

从而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质疑
。

我

们知道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是以技术类型的选择为前提
,

而后者又受到要素相对价格的

直接影响
。

只有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

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才有可能在经济效率上具有优

势
,

产业的升级和换代也才可能发生
。

一般认为
,

中国是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
,

也就是

说靠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需求
,

并推动工资上涨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º 。

不过
,

劳

动力市场新近出现的一些变化表明
,

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来实现产业升级不仅可行
,

而且为

期并不遥远
。

本文将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的变化
,

并考察其对劳动力成本变动

可能产生的影响
。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就人 口年龄结构
、

劳动力供给及其变化趋势展开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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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于是人们提出政府应该出台产业政策
,

诱导产业升级
,

或者应该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推

动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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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就业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简单分析 G D P 增长所可能产

生的就业需求变化 ; 本文的第三部分将通过供求关系的分析展示
,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而言
,

刘易斯转折点业已来临 ; 文章的第四部分讨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对劳动力成本

可能产生的影响 ; 最后是对文章的总结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二
、

劳动力供给 : 边际递减和绝对减少

从加总的水平上考察
,

在给定人 口数量的情况下
,

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

人 口中劳动年龄人 口所占的比重
,

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

接的联系
。

观察 21 世纪上半叶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 以得出这样的

基本结论
:

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已经发生
,

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

现
。

迄今为止
,

15 一64 岁劳动年龄人 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 口 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

势
,

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
。

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

也

成为近 20 年来
“

人口红利
”

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然而
,

根据最新的预

测
,

中国人 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
,

即大约 2 0 3。年前后达到 14
.

4 亿左右
,

劳动年

龄人口从 20 1 3 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

2 0 1 6 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
,

而目

前劳动年龄人 口的增长率已经是逐年降低
,

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
。

如图 1 所示
,

从近期

看
,

总人 口和劳动年龄人 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
,

而劳动年龄人 口的增长率 (实际上反映的是

劳动力的边际增长 ) 则已经开始下降
。

因此
,

劳动力供给的边际递减在本世纪初业已开始
,

而根据图 1 所示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
,

则大概在 10 年以后开始出现
。

这也意味着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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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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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

人口红利
”
的时间实际上已经非常有限

。

关于未来几年间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的变化情况在表 1 中反映
。

稍后的分析我们将会发

现
,

本文之所以对这一段时间予以特别的关注
,

是由于它正好处于刘易斯转折的区域
。

我们

还将这一段时间的新增人 口变动和以前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
。

16 年前出生的

人口在 16 年后就成为潜在的劳动力
,

见表 1
,

以前的粗出生率的变化和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

的变化情况变动趋势基本吻合
。

数据表明
,

在
“

十一五
”

期间 2。。6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

达到峰值
,

其后处于递减的趋势
,

到
“

十一五
”

末期
,

新增劳动年龄人 口将减少到 8 00 万

人
。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递减的态势非常明显
。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中国劳动力市

场供求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
,

它将和需求的不断增加一起构成劳动力市场上一个新的转折
。

表 1 20 00se 2O10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年份 0 ~ 1 4 岁 1 5 ~ 6 4 岁 6 5岁及以上
16 年前的

粗出生率 (%
。)

万人

新增劳动

年龄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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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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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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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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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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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人口预测数据来自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 ;
粗出生率数据来自于 《中国统

计年鉴》
。

三
、

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
,

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相机决策机制的作

用空间更大
。

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
,

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

业需求产生影响
。

根据其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

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

中国家
,

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

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

来观察
,

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
:

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
,

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
,

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

的转移
。

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 (张林秀
,

20 00 )
。

因而
,

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
,

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

长的变化情况
,

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
。

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
·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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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劳动力需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

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
,

非农就业

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 ; 第二
,

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
,

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

势
。

中国官方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

其中
,

乡村就业

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
,

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
、

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
。

表 2 列出了各项就业的变化情况
。

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
,

新增就业从

1 991 年的 424 万
,

增加到 2 0 0 4 年的 837 万
,

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
。

乡村新增就业从总量上

看
,

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
,

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
。

如果观察

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
,

则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

例如
,

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 20 世纪

末以来
,

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

表 2 新增就业的变化情况 万人

年份 城镇新增就业 乡村新增就业 乡镇企业新增就业

1 0 1 6

一 3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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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历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非农 G DP 的增长是创造就业需求的主要领域
。

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
,

我们可 以计算出

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 G D P 的增长情况
。

表 3 列出了非农 G D P 增长
、

非农就业增长

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
。

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
,

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名义 G D P 总量以及根据可 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
。

我们以当年价格的 G D P 总量为

权
,

计算出非农 G D P 的增长率
。

数据显示
,

除了个别年份以外
,

非农 G D P 的增长率都在

8% 以上
, “

十五
”

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 9
.

5 %左右的水平
。

非农就业增长率从 20 0 0 年以

来不断增长
。

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 G D P 增长的数据
,

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
。

直观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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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农 G o p 增长
、

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就业弹性 %

年份
非农 G l)P

增长率

非农就业

增长率

非农就业

弹性

城镇就业

增长率

1 9 9 0 2
.

8

1 9 9 1 1 1
.

6

1 9 9 2 17
.

3

0
.

2 7 6

0
.

3 0 9

11
0n�5 5

1.1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4
.

9

1 1
.

8 0
.

4 7 9

1 9 9 6 10
.

5

3
.

2 1

5
.

3 5

8
.

0 9

2
.

2 3

5
.

64

5
.

2 6 0
.

5 0 0

OJ
�1.一了J件119口

1 9 9 7 10
.

0

19 98 8
.

7

1 7 8

2
.

0 9

一艺叮 月产
‘八」dlC�19 9 9 8

.

0 3
.

0 1

2 0 0 0 8
.

9 0
.

3 3

月/
,‘走口口QUQ乙,自2 0 0 1 8

.

4

2 0 0 2 9
.

4 2
.

7 2

2 0 0 3 10
.

6 3
.

0 3 0
.

2 8 6

2
.

4 9

2
.

2 7

2
.

25

2
.

14

2
.

0 7

4
.

63

4
.

3 1

4
.

0 2

3
.

6 8

3
.

3 0

3
.

4 1

3
.

5 1

3
.

4 7

资料来源
:

《20 0 4 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罗�率哥势

19 9 1 19 9 2 1 99 3 1994 199 5 19 9 6 19 9 7 19 9 8 1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年份

- 今
~ ~
非农 G D P 增长率 - O es 非农就业弹性

图 2 19 91 一 2004 年非农 G D P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的变化

资料来源
: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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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2 所展示的弹性
,

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
:

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
,

但并未表现出递

减的趋势
。

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 G DP 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
。

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
,

从

总体的就业增长和 G D P 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
,

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递减
。

但是
,

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

而且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
J

晴况下
,

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
,

显然有失偏颇
。

由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就业弹性在 。
.

21 左

右波动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持续的劳动力需求
。

以下
,

我们将根

据所计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讨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在未来可能

出现的转折
。

四
、

刘易斯转折区域

在二元经济中
,

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由于二元经济的

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构成了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
,

因此
,

非农部门

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很难吸收这些劳动力
,

工资水平也会保持不变
。

但当经济发展使得劳动力

市场接近刘易斯区域的时候
,

我们将首先观察到在以前工资水平下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

随后

就会出现工资上涨的情形
。

这也就意味着二元经济体系开始真正被打破
。

中国迅速发展的经

济产生了 日益增加的经济规模
,

同时
,

生育率变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减少业已出

现
。

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经济发展很可能已经进人刘易斯转折区域
。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
,

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
。

1 9 9 1一2 0 0 3

年
,

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 0
.

297
,

标准差为 0
.

13 5
。

为了预测未来几年的就业需求
,

我们对

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做以下假定
:

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
、

9 %和 10 % ; 非农就业弹性

分别为 19 9 1一2。。3 年的平均水平 (0
.

297 )
,

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

(0
.

2 3 )
。

新增非农 G D P 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是一

组比较保守的估计
。

从 1 9 9 0 年以来的非农 G D P 增长情况看
,

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
,

非农

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 8 %
。

因此
,

以 8 %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

目标
。

1 990 一2。。3 年非农 G DP 的平均增长率为 10
.

6 %
,

所以将 10 %作为 2 0 0 6一2 0 1。年间

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

图 3 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

平下的不同组合
,

非农 G D P 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 79 5 万到 1 53 。万之间变化
。

我们可以将 2 0 0 5一2 0 1。年这一段区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区域
,

它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

系实现根本转变的时间区段
。

五
、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

我们已经指出
,

一个发展中国家由典型的二元经济进人刘易斯转折区域之后
,

将会出现

工资上涨的情况
。

虽然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缺乏全面反映劳动力成本的资料
,

但还是可以

通过一些观察来判断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
。

就 目前的情形而言
,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

根据世界银行的

统计
,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 D P 排序
,

表 4 列出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的

人 口年龄结构
、

制造业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

从该表观察
,

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

1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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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

16 0 0 r eses

n�n曰nUn�Iln�n0no八曰�00八曰‘J4气j,‘10八,
,

..

.1,1....1‘..1,...

2 0 0 5 2 0 0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0 年份

图 3 刘易斯转折区域
:

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

资料来源
: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相比
,

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高
。

当然
,

中国的竞争优势
,

最主要还是体现于劳动力

成本方面
,

以制造业成本比较
,

中国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

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

构成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竞争优势
。

相比较而言
,

印度的劳动年

龄人口也超过了 6亿
,

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中国
,

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则高于中国
。

表 4 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
、

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人口年龄结构º ( % )
国家

人均 G D P¼

〔美元 / (人
·

年)」 0一 14 岁 15一 6 4 岁 65 岁以上

制造业成本» 教育年限º

〔美元/ (人
·

年) ] (年 )

印度 2 38 6 33
.

5 6 1
.

5 5
.

0 1 19 2 5
.

1

吉尔吉斯 2 6 44 33
.

9 6 0
.

0 6
.

0 6 8 7 一

格鲁吉亚 2 78 4 20
.

5 6 6
.

6 12
.

9 一 一

亚美尼亚 2 80 7 23
.

7 6 7
.

6 8
.

6 一 一

印度尼西亚 2 8 6 5 30
.

8 64
.

4 4
.

8 3 0 54 5
.

0

阿塞拜疆 2 947 29
.

0 64
.

2 6
.

8 一 一

厄瓜多尔 2 9 9 1 33
.

8 6 1
.

5 4
.

7 3 7 38 6
.

4

叙利亚 3 352 40
.

8 56
.

0 3
.

1 4 338 5
.

8

斯里兰卡 3 47 4 26
.

3 6 7
.

4 6
.

3 6 0 4 6
.

9

牙买加 3 553 31
.

5 6 1
.

3 7
.

2 3 6 55 5
.

3

摩洛哥 3 59 5 34
.

7 6 1
.

2 4
.

1 3 39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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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变与劳动力成本

人均 G D P¹ 人 口年龄结构º ( % )
国家

〔美元 / (人
·

年)」 。~ 14 岁 15一 64 岁 6 5 岁以上

续表

制造业成本» 教育年限º

〔美元/ (人
·

年 )」 (年 )

埃及

危地马拉

阿尔巴尼亚

约旦

乌克兰

中国

菲律宾

巴拉圭

萨尔瓦多

土库曼斯坦

黎巴嫩

秘鲁

马其顿

阿尔及利亚

巴拿马

多米尼加共和国

委内瑞拉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伊朗

43
.

6 52
.

30
,

0 6 4
.

5
.

5

3
.

5

955136.3.

40
.

0

17
.

8

2 08 2

24
.

8

37 5

68
.

3

68
.

3

39
.

5

35
.

6

58
.

9

57
.

0

7 29

2 450

7
.

9

8
.

2

3
.

5

5
.

0

3 24 1 6
.

2

5
.

2

4 5 21

58
.

1

6 2
.

8

几匕no口11J4Q以OOJ比�亡J�Oj甘尸at了�匕连
孟
左
儿
左
工口0n6�b叹�月了叮声O口n�119月n乙nJA

工勺d巧J口泛Jg
月
任
j
任月江
.

4A工J任

3 1
.

1

3 3
.

4

2 2
.

6

34
.

8

6 1
.

8

6 7
.

4

4
.

8

10
.

0

2 6 3 8

6 3
.

2

6 2
.

2

6 3 5 1

4.96.6一5.35.38066675071795621412303414.4. 7164.33
.

3 4
.

15
.

7

3 2
.

8

37
.

4

6 8
.

1

6 2
.

5

八jnUQU�了几乙八jQ�O乙内0.任11叮‘乙口洼O时nj�O门I八ULtUt了7
.叮‘只�J任月吮巴J工JJ工J尸O匕Jl‘J

6 0 7 1 5 9
.

2 3
.

4

注
:

¹ 为 20 01 年数据
,

根据购买力平价折算
。

º 为 20 0 0 年数据
。

» 为 19 9 9 年数据
。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 W o r ld De v e lo

帅
e n t Ind ica t o r s , 20 0 2 。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

无论从工资形成机制
,

还是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反应的灵敏性看
,

农民工的工资都能更接近于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信号
。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2 0 04 ) 的调查报告
,

珠江三角洲地区 12 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
,

涨幅不到

10 %
。

但在
“

民工荒
”
持续若干年后

,

广东民工工资出现了全面上涨
。

20 0 4 年广东人工费

价格上涨 3
.

5 %
,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工费价格涨幅最大
,

为 4
.

7 % ; 其次是普通工人工费价

格上涨 4
.

4% (广东省统计局
,

20 0 5 )
。

那么
,

中国的企业对于工资变化是否产生了有效的反应呢 ? 企业的就业对工资变化的反

应程度可以用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来衡量
。

根据已有的文献
,

各项经验研究对需求 (工

资) 弹性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 ( H a m e r m e s h
,

1 9 9 3 )
。

B o fj a s ( 20 0 5 ) 指出
,

大家比较一致

的看法是短期的需求弹性在一 0
.

4 至 一 0
.

5 之间
,

长期的需求弹性则在一 1左右
。

不过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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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弹性的综述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

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对中国

更有借鉴意义
。

例如
,

F司n z ylbe r a n d M a lo n ey (2 0 0 1 ) 用企业数据分析拉美一些国家的劳

动力市场情况
,

发现需求弹性大约在一 0
.

22 至 一 0
.

65 之间
。

R ev en ga (1 9 97) 同样使用企

业数据
,

发现 19 8 4一1 990 年墨西哥的需求弹性约为一 0
.

1 9
。

D u
等 (2 0 0 6) 使用中国的企业

调查数据
,

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在短期为一。
.

03 左右
,

长期约为一 0
.

21
。

尽管企业在短期内对工资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
,

但在长期具有一定的反应
。

随着劳动力市场

制度的日益完善
,

企业对工资变动的反应也必然更加灵敏
。

我们也可以由此预期产业结构的

变动和升级会随着资源配置的变化而发生
。

六
、

结 论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
,

即劳动力供求关系由无限供给

向刘易斯区域的转折
。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

我们有理由预期不久的未来

中国将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形
。

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将

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发生变化
,

资本替代劳动也会随之发生
。

在这种情况下
,

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可能随着要素价格的变动而完成
。

这一观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

即中国

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市场信号的引导自发地完成
。

如果这一过程可以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完成
,

那么
,

避免实施政府干预的重化工业化政策
,

将会节约行政成本
,

并规避新的资

源配置扭曲
。

参考文献

[ 1 ] Bo rj
a S ,

G
.

(2 0 0 5 )
,

La b o r E e o n o m ie s ,

3司 ed itio n ,

M eG r aw H ill
.

[ 2〕D u Ya n g ,

C a i F a n g a n d W
a n g M eiya二 E 功Plo 夕m e n t in 以ina

’:

Fa
s t G r o w in g 尺e -

g io n :
环场a t

反
n w 七L e a

二 介
。m It to M改k

e E 刀ZPlo 夕m e n t E Z Pa n sio n K e e Pin g UP w izh

Ec
o n

om ie G ro wt h ? u n Pu blishe d Pa Pe r ,
th e

W
o rld B a n k

,

2 0 0 6
.

[ 3〕F句n z ylbe r ,

P
.

a n d M a lo n e y ,

W
.

,

2 0 0 1
,

H ow Co ”王Pa ra 占l。 a re 五a bo r D em
a n d

E la s tic itie s a ero ss
Co

u n t r ie s ? the
W

o rld B a n k
,

Po lie y R e s e ar e h W o rk in g Pa p e r ,

2 6 5 8
.

[ 4〕H am e

rm
es h

,

D. I-a bo r D em
a n d

,

Pr in e e to n :
P r in e et o n U n iv e r sity P r e s S ,

1 9 9 3
.

[ 5〕R e v e n g a ,

A n a
.

E 动Pzo 少m e n t a n d Wa
g e E关fe e t s o

f T ra J。 毛i吞era ziza tio n :

Th
e

Ca
s e o

f 加介x ic a n 入么Zn u
fa

e tu r in g
,

Jo u r n a l o f L a bo r E e o n o m ies ,

1 9 9 7
,

V o l
.

1 5
,

N o
.

3
,

Pa r t Z
:

L a bo r M a rk et Fle对bility in D e v e lo Pin g Co
u n tr ie s ,

PP
.

5 2 0
一

54 3
.

[ 6」广东省统计局
.

广东春季企业缺工情况应 引起重视—
2。。5 年春季珠三角地区企

业招工情况调查分析
,

2 0 0 5

[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

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

2 0 0 4

〔8」张林秀
.

经济波动 中农户劳动力供给决策研究
.

农业经济问题
.

2 000
,

5
:

7一 15

1 3 0



Ch a n g es o f L a b o r D em a n d a n d

S u PPly a n d L a b o r C o st

Y a n g D u

A bs t花c t T his p a p e r p o in t s o u t th a t in r e e e n t y e a r s the n ew e n tr a n ts o f la bo r a g e p o p u -

la tio n ha s be e n d e er e a sin g in Chin a
.

In ad ditio n ,
tha n ks t o fa s t e e o n o m ie g r o w th in th e p a st

few ye a r s , the la bo r de m a n d h a s k e p t r e la tiv e ly s t a b le
.

A n a lys is o f d e m a n d a n d s u p p ly o n

la b o r m a r ke t h a s in die at e d tha t Chin a ha s a lr e ad y r e a e h ed L e w is T u r n in g Po in t
,

w hie h

m ea n s th a t em p lo帅
e n t in e r e a s e s w ill be e o m p a n ied w ith r e a lw a g e in e r e a s e t o g e th e r

.

T his

t r e n d e o u ld eh an g e the ba s ie e n d o

wm
e n t s t r u e t u r e o f e e o n o m ie d e v e lo p m e n t in Chin a a n d fe a -

tu r e o f Chin e se e e o n o m ie g r o w th in the fu t u r e
.

Le w is T u r n in g Po in t ,

L a bo r S u pPly a n d La bo r D em a n d
,

La b o r Co s t s

JE L ClaSS ifi c at ion J2 1
,

J2 3
,

J3O

·

13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