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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田素华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一）经济增长有利于就业水平提高。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社会总产量Q＝劳动投
t:,.L t:,.Q t:,.p 

入量L·劳动生产率P。 我们对此式略作数学变换，就有 —-=--—一。 该式表明，在某 一个时
L Q p 

期、某 一个部门内，经济增长率越高，劳动力就业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该部门的
劳动力就业水平。

如果我们考虑经济系统是一 个连续不断、相互联系的过程，就会发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样
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高。原因是，每个有效供给都能创造出

自

身的需求，社会有效需求
的提高又进一 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从而使劳动力就业水平提高。有关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劳
动力就业水平提高的机制，我们用图1作简要说明。

如果我们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
图1

接效果表述为经济增长的话，就可

以

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待续增长有

利于社会就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并能
最终消除失业现象（周天勇，1995)。

供给决定收入， 收入决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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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1.09%。据劳动部统计，1997年，城镇失业率3. 1%（约580 万人），下岗职工1150万人；国

有企业冗员2 5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2.5亿人气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是

同时

存

在的。 下表给出了我国1979年

以

来的部分经济指标（为年平均数）。

项目 GDP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劳动就业增长率

第一产业 5. 48% 4. 1% 1.2% 

第二产业 9. 93% 4. 33% 4. 75% 

第三产业 10. 06% 2. 6% 6. 59%

资料来源：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1995年版．第88-89页。

根据经济增长

与

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我国每年劳动力就业增长率最低水平为14, 44％气

如果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我

国每年可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增长率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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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每年劳动力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2. 54%，也就是说，我国经

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带动效应没有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本文拟从劳动力流动引起经济增长

的结构性失调，从而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就业增长贡献相对下降方面来剖析这个现象。

二、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 一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特点

特点之一：行业之间，劳动力从实物生产部门＠流动到高收入的服务性部门。 由于行业之

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经济发展，某些行业收入水平会相对较高。 比如银行等服务业。 受预

期高工资的吸引，一些原先在实物生产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就会争取机会往这些部门调动。这些

人一般是实物生产企业中的高学历者，他们或者是实物生产企业的技术骨干，或者是实物生产

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

特点之二：实物生产企业内部，从事直接生产的职工向辅助性工作岗位调动。 原因是工作

在企业生产第一线的职工付出了大量劳动，却得不到相应实惠，同时，在社会上又得不到尊重

和理解，常常被归为低学历、缺少教育和技能的一类人。这样，企业生产第 一 线的直接生产人员

就谋求进入企业科室等辅助性工作岗位就业。 从生产第一线调到企业中非生产性部门工作的

职工大多数是具有熟练操作加工经验和相应技能的技术型职工。

特点之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实物生产企业从事直接生产工作。 城镇实物生产企业

中，有一定技能、从事直接生产的职工的大量流失，使得这类岗位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城镇新

增劳动力又不愿意从事这类工作。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企业经营者就会考虑从衣村中招

收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

特点之四：城市实物生产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向乡镇企业流动。 乡镇企业由于基地在农村，

常常缺乏具有相应技能的工程师和经营管理者。于是，由衣民筹资兴办的乡镇企业把眼光投到

那些具有一定技能、在实物生产企业中工作的城里人，为他们提供很高的工作待遇，允许他们

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聘请他们来乡镇企业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从城市流向乡镇企业的技术

人员大都是兼职，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实物生产企业中的离退休工程师。

归纳起来，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如下特点：

图2

（内部直接生产工人流到其它岗位）
工程技术人员或其它骨干

城市中原有实物生产企业 1 > 

心：
一
节飞气工� 1 1 Ii髯尸

农业 乡镇企业

（二）上述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后果：经济增长比例失调

高工资的辅
助服务业（如
银行、外贸）

1． 对实物生产企业的影响。 原有企业中不能流动出去的职工，看到原来和自己 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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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的同事跳槽后在外面拿比自己高得多的工资，心理很不平衡，工作积极性下降，对本职工作缺

乏热情。 他们在其位不谋其事，即人们所说的
“

在岗不在职 ＂。 这些职工，为了有朝 一 日能够跳

槽展示自己的实力，千方百计培养自己在高工资行业就业的技能，一 时夜校、函授十分热手。有

些职工把上班时间当作学习读书时间，有些则在班上睡大觉，下班后奔夜大、电大充实头脑。与

此同时，这些职工把大星工作时间花费在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上。企业中因此呈现出的是一 派混

乱、萧条景象。本来，在市场机制完全的条件下，企业经营者完全有权利将这些不务正业的职工

辞退掉。 但在目前的机制下，他们却做不到。 原因有二： 一 是这些职工熟悉企业业务，是该工作

岗位上的权威，如果将这些人辞退，凭眼下的工资水平，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员工。二是尽

管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企业可以辞退不合格职工，但手续繁杂，辞退 一 个职工往往使企业付出

较高的成本。 这样，大多数实物生产企业中，一 些职工仍旧在原有岗位上，但出工不出力。

企业内部的职工从直接生产岗位流动到辅助性岗位后，使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投

入减少。 企业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运转，便从农村中招收剩余的劳动力。 从衣村来的劳动力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而且不具备熟练工人的劳动技能，素质也不高，他们在企业强制管理下劳动。特

别要指出的是，每逢农忙时节，他们会从城市回到农村，离开原有生产岗位，而企业本身又不能

有效地动员原有从事直接生产的职工回到他们原来岗位上去，从而导致企业的直接生产活动

不得不停下来，生产经营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2．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O对实物生产企业自身的影

响。 假设企业只有两种要素，

资本(K)和劳动(L'）。 Q,Q' 1

和Ql、Q2 分别表示企业的等

产量曲线。 在劳动力流动前，

等产量线为Ql，产出水平为

qi。 现在发生了劳动力流动。

比如企业中一 部分技术人员

流动到银行、外贸等服务性行

业（第三产业）中。 这时，等产

量线向左移动至Q' ！，劳动流

出量为(L 1 -L'1 )；企业原有直

接从事生产的职工调动到辅

助性工作岗位上，使等产量线

进 一 步向左移动，产量进 一 步下降。企业中一 些技术人员虽未调离，但在乡镇企业中兼职，他们

在本企业中实际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投入程度下降，从而使等产量线进 一 步向左移动，企业产

量下降到q2水平。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充实了一些直接生产岗位，使等产量线向右移

动，但移动幅度小于因为企业内部劳动力迁移引起的生产下降。最后等产量线位于Q水平，企

业产量下降了(qi-q2)。 另外，由于衣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具有季节性，所以企业产量在Q与

q2之间来回变动，呈不确定性。

上面从某一个企业角度分析了这种劳动力流动引起的本企业经济增长下降的现象，是一

种静态、局部分析方法。从动态、整个经济系统来看，这种劳动力流动会引起全社会经济增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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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我们用 AD-AS 模型说明这个问题。 图4

＠对全社会实物生产部门经济增长的

影响（参见图4)。 SAS＝短期总供给曲线，

LAS＝长期总供给曲线；AD＝总需求曲

线，Y＝全社会实物总产出水平，P=价格

水平。现假设劳动力发生上述特点的迁移。

企业实物供给下降，总供给曲线向左移至

SAS'，新的产出水平为 Y'，价格为P'。 由

于实物生产企业产出下降，本企业员工收

入下降，对其它企业需求下降，使得AD线

向左移动（比如AD''），但第三产业（收入

高的银行、外贸等）收入上升，使AD线向

AD 
s这

p \. 心�---.:······ 艾 | S心
AD P。

I
...\...

p" 1........ 

Y1 
,

Y Y Y 

右移动，（比如ADIll，图中没有画出），此时物价上升，社会实物总产出略有增加。 但是由于实物

部门是国民经济基础，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如果在实物生产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

占社会总就业比重较高的话，一 旦大多数实物生产部门工资下降，就会使整个社会下一 个时 期

总需求下降，最后使AD线左移到AD'水平。 这时全社会实物总产出为 Yl ，价格P
“

（低于原来

价格，Y1低于 Y似乎与现实不符合，原因是我国统计的GNP中，第三产业占了较大比重）。 所

以，前述劳动力的流动模式，使全社会实物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约(Y-,Y,)/Y。

从上面分析可知，前述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导致实物形式的生产部门经济增长率下降，使

企业资源闲置，经济出现萧条。 比如我国许多企业的现存资本设备利用不足，工厂生产能力只

利用了30-60%（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第73页）。宏观经济表现为价格下降，产出下降。

（笔者认为，统计一国经济总量及增长率，应该以实物生产部门的产出为标准。）

（三）实物部门经济增长下降引起全社会就业水平下降

经济学家们早就提出，实物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会对劳动力

产生替代作用，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但实物生产部门劳动生产 率提高，有助于生产分工

细化，产生服务部门的就业机会。服务部门为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对劳动力替代小， 所 以是劳

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但是服务性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必须依赖于实物部门的生产。 通讯、

仓贮、银行、保险、不动产及住宅服务业都是实物生产增长相伴随的服务部门。 在短期内，这些

服务部门的生产几乎都均衡地同实物生产的总增长相联系。

熊彼特和其他一 些人提出这样的一 种观点，认为银行业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我们不

否认银行对实物产出的增长有很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实物生产部门对银

行业的影响比起银行对实物生产增长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更大一些。伴随性服务部门的活动

在这里被称为
“

卫星行业
”

，实物生产活动可以被看成是
“

行星行业
”

。 如果没有实物生产的增

长，那么对伴随性服务业的需求就不会有任何增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比如旅游） 同实物

生产也有相 同性质的关系。直接服务业的增长同实物产出的增长以下述方法联系起来，即 一个

人生产出的产品超出他目前的需要，则他就能用这部分剩余物支付他 所需的直接服务。

概括上述，我们可以建立下述经济模型。 伴随服务业（如银行、外贸）的经济增长Ysl和直

接服务业的经济增长Ysd都依赖于实物产出部门的增长Yph。 公式为：Ysl=F(Yph), Ysd= 

F'(Yph)。 这个模型并不是要把服务业部门置于实物生产部门之下，而是要强调后一部门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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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更为重要。

下面我们用实物生产部门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实物生产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

间的就业增长关系。

在全社会劳动力过剩的的假设下，总就业增长E，等于实物生产部门（包括衣业和工业）的

就业增长Eph，伴随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Esl，以及直接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Esd 的三者之

和，公式为：E =Eph+Esl+Esd。而由上述分析知，服务部门的增长依赖于实物生产的增长。由

于实物生产的增长Yph 依赖于实物生产部门就业的增长Eph，因此，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就

业关系，即上述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分别依赖于实物产出部门的就业增长Eph。

所以，Esl= F(Eph)=ml• Eph,Esd= F'(Eph) =md • Eph,ml,md＝ 调节系数。

在第一 部分中我们就说明过，就业增长率e是经济增长率g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的差。

即e=g-p。下面我们进一 步把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表示出来。总就业增长

率e=e1+e2+e3 ,e3 表示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率。 e1、e2 分别表示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我们把e1、e2 合并为实物生产部门就业增长率。 即e1+e2 =Eph。 所以e=e1+e2+e3 = Cl +ml 

L I 
+md)(g1 -Pi ) •.....!，其中g! ＝ 实物部门产出增长率，p!

＝ 实物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二为L。 L。

实物生产部门就业水平与全社会就业水平的比值。

因此，实物生产部门经济增长下降时，会引起服务业就业也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就业水

平下降。 劳动力的上述流动使实物生产部门主要是城市中传统的制造业部门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进而引起全社会就业水平下降＠
o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

据国家劳动部统计数据，1997年我国城镇单位下岗人员基本集中于企业单位，占全部下

岗职工的97.5%。 国家统计局1997年作过的抽样调查表明，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下岗职工分

别占下岗人员总数的64.3％和32.2%。 下岗人员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下岗人员的47.8%，

其中纺织业占15.5%，机械行业占8.3%。其次是批零贸易及餐饮业占12.4%。 第三是社会服

务业，占下岗人员总数的8.5%。从文化程度看，下岗人员是初中文化及以下的占62%，这是因

为高学历者向服务性行业流动，留下空心化的制造业企业。 原制造业中低学历职工，因为缺少

流向服务性行业的首要条件而不得不留在原有单位，接受下岗的现实。我国公布的有关数据说

明我们前述的分析是正确的。

三、促进实物部门经济增长，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

为了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具体提出下述几项政策建议。

（一）调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收入差距，对第三产业的高工资征收较高个人所得税。第

三产业的发展不应该成为政府扶持的重点，政府应该做的是将投资重点放在第二产业，对第二

产业实行低税收等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管理力度，规范第三产业的行为。 国外有

许多国家将第三产业纳入生产性企业内部，组成大集团、大财团，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为一

体。 在企业内部，由企业本身掌握两种分工的收入水平。 这种做法也是提高第二产业经济增长

率的一 个途径。

（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讲，是要增强企业的内部活

力。而增强企业活力的关键又在于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且全方位进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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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为此，第一，使企业有真正充分的自主权。 在遵守国家法律的条件下，企业应有充分的权力

确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分配方案和用工制度。 第二，重新塑造企业的市场风险承担机制。 尽管

近年来，我国对一 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加强了破产的力度，但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人由政府选

派，导致国有企业的市场风险承担者仍旧缺位，我们认为，国有股在国有企业中占大份额是必

要的，但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运营，应该通过法律、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企业经营，股份制企

业具体经营人由社会股东自由选举确定。

（三）改变原有衣业劳动力转移模式。我国原有
“

离土不离乡
“

模式强化了衣民的兼业性。处

于兼业状态的农民，一方面在农业以外就业，以改善自身的收入 状况，另一方面又用不着放弃

对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可以享受因拥有土地能够带来的衣村福利及生活保险。 其结果，强化

了小农季节性生产的特性。为此，我们应提倡乡镇企业的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这样，对农业

劳动力转移、传统衣业改造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社会总形态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

前，我国乡镇企业的非城市化，损失了第三产业发展的许多机会，进而损失了许多农业剩余劳

动力在非衣产业的就业机会。今后，政府应强化乡镇企业的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政策，以实

现农村劳动力彻底非衣化，使第一产业发展对就业的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四）增大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投资，应从政府、乡镇企业、农户三个层次上全面努力。第一，

增加政府对农业投资，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对其他国家工业化实践考察的角度，工

业化第二阶段，科研投资、水利投资、交通、通讯投资等主要都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 考虑到现

实问题，我国可以发行农业中长期基本建设债券，适当引导外资投向农业，从而弥补国家对农

业投资的不足。 第二，鼓励乡镇企业自我积累。 与国家大工业相比，乡镇企业以吸收尽可能多

的农业劳动力，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功能，其对农业投资一般是主动、积极的。 所

以，国家应该特别注意稳定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通过各种经济的、行政的、科技的措施积极引

导并鼓励乡镇企业扩张，同时剔除并防止其发展中已经和可能产生的问题。 第三，鼓励衣民利

用自身积累，创造自己的就业机会。

注：

＠参见 1998年 6月30日《中国经营报》第11 版。

®cs. 48%+9. 93%+10. 06%)-4. 1%-4-33%-2-6%=14. 44%。

＠实物生产企业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直接服务性企业是指旅游业等部门，辅助服务性企业是指银

行 、 外贸等部门。 参见（韩）朴圣相(1965)。

＠我国目前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一 方面是第三产业增长，一 方面是新开工企业的增长。 这些企业对劳动

力就业安排有一定贡献，这是不能够忽视的。 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原有部分实物生产企业（主要是老的制造企

业），因为本文所分析的是劳动力流动模式引起的经济增长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就业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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