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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744美元，2010年中国GDP
增长率约为9.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据此计算人均GDP将达到4114美元，这意味着2010
年中国已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行列（郑秉文，

2011）。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开始弱化，而新的动力尚未形成，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

开始放缓，劳动力价格日渐上升，出口贸易有所下降，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开

始显现，收入差距日渐扩大。面对这一系列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学者担心中国会因此落入“中

等收入陷阱”。

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

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或人口红利（蔡昉，

2009）。实证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对我国改革后的高速增长功不可没。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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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
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

（Cai et al，2005）。
然而，我国人口转变和劳动就业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我

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而这

一数据在2013年继续下降，其比重下降了1.6%。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剩余”劳

动力的蓄水池面临着逐渐耗尽的威胁，从2003年开始很多地区出现了“民工荒”，长期停滞的实际工

资也开始快速增长，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蔡昉，2011）。
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具有充足的劳动供给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

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广义来说人口红利包括三个方面：人口红利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人

口红利Ⅱ，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红利Ⅲ，劳动力效率的提高（Zhong fu-ning et al., 2013）。
现阶段，我国已不能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来支撑经济增长。未来10年内，继续提

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效率对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实现经济增长平稳过渡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

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口和劳动力要素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可

以探索劳动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政策制度，引导劳动力结构改变，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并且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距，淡化社会矛盾，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

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进行以下工作：总结归纳劳动力结构演变的历程；探索

劳动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劳动力结构变迁

1. 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
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
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

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

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

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

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

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

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

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 15-59岁
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

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 345万人。单纯

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

的空间逐渐缩小。

2. 知识结构

表2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

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 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

表1 历年人口年龄结构 （%）

0-14
15-64
65岁+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1982
33.6
61.5
4.9
62.6
54.6
8.0

1990
27.7
66.7
5.6
49.8
41.5
8.3

1995
26.6
67.2
6.2
48.8
39.3
9.5

2000
22.9
70.1
7.0
42.6
32.6
9.9

2005
20.3
72.0
7.7
38.8
28.1
10.7

2008
19.0
72.7
8.3
37.4
26.0
11.3

2010
16.6
74.5
8.9
34.2
22.3
11.9

2011
16.5
74.4
9.1
34.4
22.1
12.3

2012
16.5
74.1
9.4
34.9
22.2
12.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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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

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

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

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 0.4亿下降至

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 2.07亿下

降至 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 3.60
亿上升至 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

0.96亿上升至 1.28亿，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的数量从 0.52亿上升至 0.99
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

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 12.9个百分

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

达到 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

占比48.7%。
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

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

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

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

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 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

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

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

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

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

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

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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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

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

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三、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 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

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

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

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

晖等，2011）。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

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

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

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

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

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

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

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

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

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

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
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

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

发展报告，2012）。
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

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

缓慢。表 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

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

看到 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

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 1，处于供不应求

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

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

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

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 2010、2011年，在

多数年份未超过 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

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

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

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

表4 2004年和2009年各技术等级劳动者年末人数 （万人/%)

技能
劳动者
合计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技能
劳动者
年末人数

8720
60
300
1500
3140
3720

各技术等级
劳动者占技能
劳动者比重

100
0.69
3.44
17.20
36.01
42.66

技能
劳动者
人数
10650
85.4
423.5
2122
4300
3719

各技术等级劳动者
占技能劳动者
总人数比重

100
0.80
3.98
19.93
40.38
34.92

2004年 2009年

资料来源：课题组：《2010-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预测》，《中国劳
动》2011年12期。
转引自《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

表5 2001-2011年部分城市各技术等级和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劳动者
合计
0.71
0.79
0.88
0.93
0.96
0.96
0.98
0.95
0.91
1.01
1.06

初
级工
0.66
1.13
1.40
1.46
1.52
1.38
1.42
1.20
1.38
1.47
1.45

中
级工
0.71
1.11
1.33
1.48
1.58
1.55
1.50
1.39
1.39
1.48
1.54

高
级工
0.79
1.16
1.42
1.70
2.10
1.76
1.68
1.67
1.57
1.63
1.71

技师
0.64
1.34
1.64
1.87
1.97
2.02
2.31
2.01
1.84
1.87
1.88

高级
技师
0.80
1.44
2.02
2.11
2.11
2.05
2.62
1.93
1.87
1.89
1.76

技术员
0.64
1.15
1.33
1.32
1.32
1.41
1.47
1.5
1.42
1.53
1.53

工程师
0.87
1.45
1.41
1.44
1.52
1.66
1.66
1.56
1.44
1.59
1.60

高级
工程师
0.81
1.06
1.75
1.78
2.07
2.23
2.20
2.29
1.92
1.87
2.34

注：求人倍率为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2001-2011）有
关数据计算整理，参见中国人力资源信息网监测中心，http://www.china⁃
job.gov.cn。
转引自《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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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

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

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

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 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

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

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

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
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
地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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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

力的效率损失。

3. 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

制了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

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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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劳动力成本呈现上涨趋势，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对外贸易产品和产

量的下降，以及全球市场的吸纳能力下降，已有的优势再难以发挥以往对经济的强劲推动作用。

面对新形势，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应的需要改变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

用。首先，应该通过新型城市化，消除劳动力在城乡与区域间的流动障碍，促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转

变，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还可以拉动居民消费，

同时有利于通过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提高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城乡结构

的优化还会推动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劳动力在产业间与产业内的配置效率，提高我国工业

发展的质量，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从长远发展来看，还需加大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通过学术进

步、知识增长、技术消化和创业实现劳动力知识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保证经济的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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