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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

力资本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都阳教授应

邀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做了题为《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其影响》的演讲。都

阳教授就该主题主要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期简报根据讲座录音整理。 

一、人口因素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转折性的变化。转折变化

的效应有两点：（1）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工资发生变化，企业有什么样

的反应？（2）普通工人工资上涨，即使其没受过良好教育，这对在校学生

意味着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加，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家庭或个人的教育

决策？ 

“刘易斯转折”指从二元经济的特征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状态的

变化。二元经济下，传统的部门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使得以农业经济为

代表的低生产率生产部门其劳动边际生产率特别低，甚至为零。近年来劳

动力市场出现了新现象。比如，普通劳动力短缺始于 2003年的沿海地区，

后波及全国其他地区近两年经济增长放缓，但是没有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

农民工工资呈加速上涨的趋势：以不变价格计算，2001年至 2006年农民工

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6.7%，而 2006 年至 2011 年，年复合增长率则

达到了 12.4%；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工资趋同日益明显，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

的工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的和高的人的工资水平出现趋同。 

在城乡迁移的变化过程中，农民工就业与工资变化情况是不同的。工

资的增长已经快于就业的增长。现在如果想更多的雇佣农民工的话，必须

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是二元经济结束以后典型的特征。 

从 2011年到 15年，新增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大概到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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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6年，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几乎是零。我国经济总量和就业需求变大，但

新增劳动力供给反而减少，这种因素主导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即使总需

求出现衰减，就业形势依然保持稳定。这与人口转变过程有关，我国人口

改变的过程和其他的经济体有很大的差别。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人

口的红利期。但是我国人口红利期非常短，未富先老的情况很明显，老龄

化的速度非常快、程度非常高。 

最近有学者建议放开人口政策，但这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

即使有影响的话也要 20年以后。对生育率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江苏一

些地区的农村，政策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但实际生育率水平是 1.09。 

二、劳动力市场变化引发的效应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两个方面：（1）供需关系的转折；（2）普通劳动

者工资的上涨和不同群体工资之间的趋同。这些特征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首先最直接的是工资上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依赖于劳

动投入的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一旦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法赶上生产率上升

时就会出现竞争力下降。我们曾用加总的产出和加总的工资，对中国企业

的生产函数进行估算，并计算出单位劳动力成本。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生产

率的增长速度已经赶不上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这对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影响

是非常直接的，其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经济增长的来源可能变化。在二元经济的时代，劳动力再配臵会带来

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劳动力的再配臵

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大概在 1/5 到 1/4 之间。我们也做了一些估计，

大概在本世纪头五年农村劳动力再配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

23%。但从 06 年到 10 年，下降到 11.7%。在此情境下，未来中国的潜在增

长率要持续下降。根据最新的劳动统计数据，估计 78 年到 94 年，中国经

济的年增长率大概在 10.3%左右；95年到 09年下降到 9.8%。11年到 15年，

7.2%，后五年下降到 6.1%。传统的再配臵的源泉枯竭，所以更依赖于生产

率的提高。 

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对于收入分配有影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更

快。我们根据调查数据测算，由于工资的变化，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去度量

的话，收入差距在缩小。 

价格水平受影响。食品短缺点后，农产品价格有可能不断上升，并有

可能最终转化为价格水平的普遍上扬；低收入群体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因此，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将增加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并引发价格水平的

变动；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滞后于生产

率的增长，因此，导致最终价格水平的上涨。 

对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影响。最近几年劳动争议发生的次数远远高于前

几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工人工资不断上涨，改变了普通劳动者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其满意程度并不仅限于得到的多少，而取决于预

期和实际的差距。由于以前的工资在不断的增长，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增长

的预期，这种预期就导致了争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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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的反应 

为什么要观察企业行为？有三个原因：（1）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引

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只能在企业层面观察；（2）虽然从总体上看，劳动

力市场变化呈现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因素，但从劳动力需求而言，对不同技

能工人的影响程度可能不一致；（3）政府致力于于经济转型，要素价格变

化的方向也提供了动力，但能否实现转型还需要企业做出正确的反应。 

以中国制作业企业调查为例。2009年秋，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大概 1644

家制造企业展开调查，调查涉及 8个省的 25个城市，包括 4个沿海省份（山

东、浙江、江苏、广东）以及吉林、湖北、陕西、四川。抽样框包括了所

有与金融机构有信贷关系的企业。大多数指标包括 4个时间点，2007年底、

2008 年中、2008 年底和 2009 年中。我们设计了问卷的就业模块，试图估

计出企业的生产函数。 

我们的模型基于以下假设：（1）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都可以表达

为一个增加值的函数；（2）企业根据生产要素价格、产出品价格，选择技

能工人、低技能工人和资本品的组合，以通过最低的成本，生产出预期的

产量 Q*；（3）在企业水平上，其生产技术难以观测，但可以通过一组企业

特征变量来近似地代替。基于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利用典型的劳动力需求

函数来估计企业对不同类型工人的需求，而且对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

分别单独进行估计。此外，我们也可以估计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相对需

求。 

需要指出的是可能会出现的计量经济问题。合理的计量经济模型取决

于误差项的来源。第一，产出会随需求波动而难以预知，如金融危机的影

响，并导致对 lnQ*的度量误差。因此，OLS 估计是有偏的，本研究使用前

期固定资产作为工具变量。第二，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本研究尽可能控

制企业的特征。第三，产出和劳动投入同时决策，即工资的内生性，因此，

本研究使用滞后一期的工资。 

研究结果包括以下几点：（1）普通工人的就业产出弹性是 0.78，技能

工人是 0.75，差异很小；目前，企业产出增加的就业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2）普通工人的就业价格弹性是-0.40，技能工人是-0.53；同样的劳动力

成本变化，对技能工人的就业影响更明显。（3）相比其他经济体，工资弹

性值较大，意味着干预工资的制度安排应谨慎使用。（4）替代弹性为 0.26，

技能工人相对工资增长 1%，其相对需求减少 0.26%。 

四、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当普通工人工资上涨，导致了教育机会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对教

育决策的判断。我们没法度量自己的教育机会成本，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

不需要接受多少教育的人的工资也在上涨，会预期自己马上工作也会获得

更高的收益。贫困家庭更看重现在的收入，有更高的贴现率。我们的经验

研究中没办法观测贴现率。一般用其他因素来替代。预期收益越高，人们

更愿意接受教育。完成了下一阶段教育人的收入会构成对下一阶段教育收

益的预期。所以教育决策取决于现在这个阶段教育的收入水平、贴现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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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一阶段教育收入预期。当前阶段教育收入越高，接受教育的意愿更

低。贴现率越高的人，倾向于不接受继续教育。下一阶段预期收入越高，

动力越足。 

研究发现，13-16 岁群体的辍学率取决于自己和家庭的特征。我们同

时希望观察劳动力市场对他的影响。我们用的是小普查的数据，样本量非

常大，我们可以把每个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出来。研究发现在欠发

达地区，接受初中教育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于个人的影响是正的；如

果高中预期收入越高，影响是负的。但是在发达地区就不存在，发达地区

因为更富有，机会成本的影响较小。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存在的，

但是概率会下降。  

以上报告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教育决策影响的数据，这个结果是

不是稳健，我们也做了一些验证。发现总体来说 16岁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合法年龄，越接近这个年龄，这个系数明显增加。符合我们理论上的预期。

同时我们看看其他变量是否会有影响，我们看这个地区 13-16 岁孩子的迁

移率，越高的话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这一地区这一年龄段孩子工作的越多，

对该地区其他在学校的孩子的影响越大。 

五、相关的政策讨论 

上述都证明普通工人工资的变化有机会成本效应，会影响到孩子的教

育决策，这个政策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普通工人工资

增长 10%，大概会使欠发达地区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大概增加 0.29%。对应的

人口计算出来，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大概会使 11万的儿童辍学，加入

到劳动力市场。对于教育投资的含义也非常直接。教育投资不仅要关注教

育基础设施，也需要补偿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另外，瞄准贫困地区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家庭贴现率高，

机会成本对教育决策影响大；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在未来的劳动供给中占

据了更重要的作用，其教育的发展决定了未来劳动供给的质量。 

 

 

 

(陈慧猛、张优良根据录音整理，蒋承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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