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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我国劳务出口的国际契机

胡学龙

劳务出口也称
“

海外就业
”
或

“

服务出口 ” 。

它

作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份
,

是二次大战后

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

到今天
,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超过

了商品贸易
,

在量上也 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

一
,

以至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扩大劳务

出口 作为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的重要手段 进入 年代后
,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的加快
,

国际劳务市场空前

繁荣
,

每年在国际间流动的劳务人员达 一

万人次
,

劳务贸易总额达 万多亿美元 与
、

年代相 比
,

当今的国际劳务市场不仅在规模上扩大

了
,

而且在形式上
、

流向上出现许多新的变化
,

这给

我国扩大劳务出口 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二
、

亚太国家高达万亿美元的基途工程
亦将吸纳大 劳工

一
、

劳动力的供求分布不平衡必将促进
国际劳务市场愈加兴旺

国际劳务市场的兴旺或萧条
,

取决于不断扩大

的世界劳动力供需差距以及越来越灵活的国际移民

和劳工政策
。

根据测算
,

到本世纪末
,

世界劳动力人
口 将增加 亿人

,

比 目前增加 写
。

但是
,

增加劳

动人 口分布极不平衡
,

亿劳动人 口 中的 亿分

布在发展中国家
,

平均增长率为
。

而在发达

国家
,

由于人 口 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龄化
,

劳动人 口

的增长将十分缓慢
,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
,

经

合组织成员国劳动人 口 增长率约为
,

其中不

少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 预计到 。。。年在发达国家

就业人员中
,

年龄在 岁以下的将不足
,

而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 比例将在 左右
。

这种状

况将迫使那些劳动人 口增长慢而服务部门工作机会

增长较快的国家修改移民和劳工政策
,

大量地从劳

动人 口过剩的发展中国家输入劳工以弥补本国劳动

人 口 之不足
。

对外承包工程是劳务出口 的主要形式之一 例
如在

、

年代
,

中东地区曾以其巨额的
“

石油美

元 ”
所支持的庞大建设计划容纳了数百万劳动大军

。

然而到了 年代中期
,

随着发达国家基建项 目的完
成

,

加之中东地区大量建设项 目的基本完成
,

国际承

包工程曾一度趋淡
,

此后
,

东欧各国以及海湾战争后

的中东重建计划
,

虽然也给国际承包工程市场带来
新的机会

,

但终究是僧多粥少
。

进入 年代后
,

随

着亚太地区经济的振兴
,

亚太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

基建狂潮
。

据设在新加坡的国际开发建筑工业委员

会的统计
,

到 年
,

亚太地区的建筑订货额将达
。亿美元

。

而亚洲开发银行在 年 月公布

的年度报告中也指出
,

到 。。 年
,

亚太地区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将高达 万亿美元
。

根据该行的

估计
,

其中电力领域需要 。亿美元
,

交通领域需
。。亿美元

,

通信领域需 亿美元
,

供水和环境
卫生部门约需 。。亿美元

。

如此庞大的承包工程市

场将加剧该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

有利于我国各

省区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

通过承包工程带动劳

务出口
。

三
、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劳工短缺刺激了

他们对纯劳务的需求

纯劳务枪出也是劳务出口 的一种主要形式
,

而

且今后将会成为主流
。

由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人

力资源不足
,

致使许多行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例如香港
,

目前劳工缺额近 万人
,

其中建筑业
、

制

造业
、

零售批发业缺员超过 万人
。

在日本
,

据其

劳动省的统计
,

到 。。。年全国将需要劳动力

万人
,

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要补充相当于



目前劳动人 口 总数的 肠
,

近 万劳动力
,

然而事

实上近几年来 日本劳动力的供应增长率几乎等于

零
,

致使 目前 日本劳动人 口 缺额多达 一 万

人
。

如今
,

许多企业主正被劳力不足的问题弄得焦头

烂额
,

有的企业甚至因劳力不足而倒闭
。

例如仅是

年
,

因人手不够而倒闭的日本企业就达 多

家
。

过去曾大量箱出劳工的韩国
,

近年来也陷入了人

手不足的困境
。

据统计
,

目前该国制造业工人缺额率

为
,

而轻纺
、

皮革等劳力密集型行业的劳工

缺额率均 已超过 肠
,

就连其海外承包工程也不得

不通过招蓦外籍劳工的办法来弥补工人不足的缺
口

。

而台湾的
“

劳工荒
”
已波及纺织

、

电子
、

家用电
器等各行各业

,

缺工率普遍达到 一 据分析

仅是制造业领域就短缺劳工 万
,

估计到 。年
,

员工短缺将逾 。万名
。

此外
,

诸如泰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等也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劳工短缺的间

题 这些情况表明
,

在未来几年内
,

我国大规模地向

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输出纯劳务是完全可能的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才上
。

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
,

尽

管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劳务
,

但是
,

以技术型和智力

型劳务为重点的多层次
、

多行业的中高级劳务也具

有一定的优势
,

只要选准 目标市场和突破 口 ,

中高级

劳务的输出也是可以取得较快发展的

五
、

劳务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已逐步开放

劳务市场

四
、

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有助于输出中

高级劳务人员

在整个 年代和 年代初
,

由于西方国家经

济停滞
,

企业开工不足
,

失业率上升
,

为缓和国内的

就业压力
,

曾是劳务翰入大国的美
、

英
、

法
、

德等国

不得不关闭劳务箱入大门
,

采取发放劳动许可证等
办法

,

限制外国普通劳工进入本国就业 但是
,

近年
来随着整个西方经济的稳步复苏

,

这些国家也面临

着知识型
、

技术型
、

管理型等所谓的
“

高级劳动力
”

短缺的间题
,

一些领域的人才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

局面
。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测
,

到 年
,

美国将短缺 万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
,

到

年
,

缺倾将增长到 万名
。

到本世纪末
,

全美各个

研究领域至少将短缺 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

到
。。 年

,

缺额将达 万名
。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

调查报告表明
,

到本世纪末
,

日本将短缺 万名科

研人员
。

另据 日本劳动省最近进行的一项范围广泛

的调查
,

目前 日本的工业企业至少短缺 万名熟

练技工
。

在英国
,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
,

英国对各类人

才的需求量将增加 。纬以上
,

但从 目前的情况看
,

人才的供应量至多只能达到需求量的
。

法国的
“
人才仓库 ”同样满足不了未来的需求

,

到本世纪末
,

法国的科研部门对具有工程师水平的科技人员的需

求将从 目前的 万名增至 万名
,

可法国本身只

能培养 万
,

缺额高达 余万
。

在其它工业发达国

家
,

如德国
、

意大利
、

加拿大
、

瑞典等
,

近年来也都

遇到了同样的间题
。

严峻的现实使这些国家在加快

培养人才的同时
,

不得不把眼光盯在国外的特别是

为了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

不少国家和地区

正在放松对劳务输入的控制
,

逐步开放自己的劳务

市场 这对劳务输出国而言
,

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

例

如 日本
,

虽然 目前仍然禁止合法使用普通外籍劳工
,

但由于劳工不足
,

日本企业界不得不强烈呼吁政府

放宽接受外国研修生的政策
,

对外开放劳务市场以

翰入劳工 在这种压力下
,

日本政府于 。年 月

颁布了新的移民条例
,

允许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

外国人在 日本就业
。

该条例规定
,

外籍人员可以在 日

本居留和工作的身份由以前的 种扩大到 种
,

居留期长的可达 年
,

短的也有 个月
,

甚至允许以
“

续签
”

方式延长居留期 此外日本还放宽外国研修
生赴 日政策

,

并由外务省
、

通产省
、

法务省和劳动省

联合组建财团法人国际研修机构
,

以管理和协调研

修生赴 日工作
。

香港目前也有限地打开大陆劳务人

员赴港的大门
,

使内地翰港劳务人员逐年增多
,

目前
在港劳务维持数已突破 名 有报道说

,

台湾当

局巳考虑修改劳工政策
,

以满足岛内企业翰入劳工

的需求
,

而首批开放的 大行业 个工种
,

已引进
外籍劳工近 。。 名

。

韩国政府为箱入 劳工
,

于

年 月发布了 《关于对研修产业技术的外国

人发放签证业务的规定 》
,

该规定计划从中国
、

东南

亚及独联体输入劳工 万名
。

新加坡政府为弥补劳

工不足
,

已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
,

放宽对外籍工人入

境的控制
,

鼓励企业界引进外籍劳工
,

目前在新加坡

工作的外籍劳工已达 万名
,

而拟议中的引进计划

还将输入 万名外籍劳工 美
、

苏
、

法
、

德等工业发

达国家虽然目前仍然禁止输入普通劳工
,

但政府迫
于企业界的压力

,

在外国人居留期限方面作了某些

松动
,

例如准许中
、

高级考察人员采取以续签方式延

长居留时间并参加工作
,

致使外国人输入大增 例如

美国
、

加拿大
,

近年来仅从印度尼西亚就输入劳工

万名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

在令后几年内国际市场

对劳工的需求胃口是很大的
。

我们有条件
,

也有可能

利用这一 良好机遇
,

加快我国劳务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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