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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对劳动就业的挑战

原　新　黄　乾

　　伴随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 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企业下岗职工不断增加, 加上

城镇业已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员, 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城乡

每年新增的劳动力, 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具有挑战性的跨世纪社

会经济问题。决定就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多方

位的, 其基础是作为劳动力资源供给源泉的人口状况。我国未

来人口变动趋势不仅关系到下世纪就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就业

政策的制定, 而且还关系到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本文着重从

人口角度深入探讨 21 世纪人口发展趋势对我国就业的挑战。

一、人口总量变动与劳动力总供给、总需求趋势

11 总人口变动与劳动力供给趋势

劳动力供给是分析就业趋势的基础, 而劳动力供给量又主

要取决于人口发展趋势 (包括规模、结构和质量) 及劳动参与

率。根据 1990- 2100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 (原新, 1999) , 我

国人口规模将经历先增长、后减少、再稳定的过程。首先我国

人口将以低增长速率持续增长 50 年, 在 2045 年经过零人口增

长点, 并达到人口规模最大值 15134 亿; 然后, 人口进入负增

长阶段, 人口总量趋于减少, 由于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变动, 并

未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人口压力, 也未能改变人口数量宏大的

特征; 2085 年前后人口再次接近零增长, 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总

人口规模仍然保持在 15 亿以上。人口发展背景决定了劳动力

供给的性质:

(1) 劳动力资源巨大。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劳动力资源

等同于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一般有三个划分标

准: 标准一指 15- 64 岁年龄段男女人口数之和; 标准二指 15-

59 岁年龄段男女人口总和; 标准三以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

低年龄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最高年龄为界限, 即 16- 59 岁男

性人口和 16- 54 岁女性人口的总和。根据人口发展趋势, 劳动

力资源将持续上升 (表 1) , 以标准一为例, 从 1990 年的 7155

亿增加到 2025 年的峰值 10113 亿, 增量达 2158 亿, 平均每年

新增劳动力 740 万, 年均增长率为 0185% , 比同期总人口年均

增长率高 0106 个百分点; 之后, 劳动力资源略有减少, 但受人

口规模巨大的作用, 劳动力资源仍然十分丰富, 2030 年为

9139 亿; 2070 年最少, 为 8198 亿; 实现相对静止人口时保持

在910～ 912 亿。

按标准二和标准三划分的劳动力资源, 其增长趋势与标准

一大致相同, 只是数量上有差异。按 15- 59 岁统计, 劳动力资

源的峰值是 9138 亿 (2020 年) , 实现相对静止人口时, 劳动力

资源总量维持在 8～ 9 亿。既使按标准三推算, 劳动力资源峰值

也可达 8175 亿, 只是实现峰值的年份提前到 2015 年, 劳动力

资源趋于稳定时, 仍保持 715～ 815 亿。基本结论是: 我国人口

与劳动力资源高度相关, 人口规模对劳动力资源起决定性作

用, 总人口的快速增长最终转化为劳动力资源的迅速增长, 总

人口规模巨大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拥有量极其丰富。

(2) 劳动力供给量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决定于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一般而言, 劳动力参与率在工业化

和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比较高, 为 85% 以上, 在工业化和城市

化后期较低, 为 75% 以下。1990- 1994 年我国平均劳动力参与

率为 84126%。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长远规划, 21 世纪前期我国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劳动力参与率保持较

高水平; 中期, 随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参与率

会有所下降。据此, 将劳动力参与率设计为从 1990 年的 01843

下降到 2100 年的 0175。结合劳动力资源拥有量, 预测未来劳动

力供给最大值分别为 8143 亿、7180 亿和 7128 亿, 最小值分别

为 6136 亿、6107 亿和 5172 亿。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将会

很庞大。以标准三为例 (表 2) , 199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为 5172

亿, 并持续增长到 2015 年的峰值 7128 亿, 净增 1156 亿, 年均

增加 624 万人; 2015 年后劳动力供给量逐渐下降, 但绝对量仍

然庞大。

劳动力替代比 (即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新增劳动力 (男女性

16 岁人口之和) 与每年退出劳动年龄人口数 (男性 60 岁与女性 55

岁人口之和) 的比值) 逐年降低。1990 年为 29119, 说明该年进

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比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多近 2 倍; 2015-

2020 年之间降到 100 以下, 说明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开始

少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 就业压力有所缓解, 2025 年降到最

低点 8013, 然后开始逐渐回升; 2060 年以后趋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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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国未来劳动力资源拥有量的变动趋势 单位: 万人

标准一

(男、女 15- 64 岁)

标准二

(男、女 15- 59 岁)

标准三

(男 16- 59 岁,

女 16- 54 岁)

人口数
占总人

口比理
人口数

占总人

口比重
人口数

进入劳动

年龄人口

(男、女 16 岁)

A

退出劳动

年龄人口

(男 60, 女 55 岁)

B

劳动力资

源替代比

A öB

1990 7545116 66174 7205410 63172 6784717 234010 80117 29119

1995 8067512 66177 7678511 63153 7282713 186310 85314 21813

2000 8561814 67124 8152219 64102 7721413 202212 92218 21911

2005 9169512 69133 8764416 66110 8248715 235911 116510 20215

2010 9744212 71155 9188510 66199 8587313 215818 145617 14812

2015 10065112 71127 9313915 65193 8747716 197014 159111 12318

2020 10109712 69177 9380111 64174 8728412 182112 185613 9716

2025 10133912 68135 9225010 62119 8477515 176814 219810 8015

2030 9987519 66118 8888417 58191 8165618 179519 215811 8312

2035 9679111 63139 8625414 56149 8003513 182911 186419 9811

2040 9459014 61167 8602611 56108 7969413 189117 182413 10317

2045 9437913 61151 8559019 55175 7855014 187914 204613 9118

2050 9394117 61139 8363315 54167 7670918 187319 207519 9013

2060 9044719 59147 8114315 53148 7483312 182714 174313 10418

2070 8982814 59151 8174515 54116 7572310 187519 167316 11211

2080 9085312 60143 8250211 54186 7626917 186319 175919 10519

2090 9105813 60127 8236313 54151 7613015 185817 177219 10418

2100 9120111 59177 8270015 54120 7655911 188315 173718 10814

　　表 2 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量、需求量以及供需差 单位: 亿人

劳动力供给量 劳动力需求量 劳动力供需差

劳　动

参与率

标准一

A

标准二

B

标准三

C

GD P

增长率

就业弹

性系数

劳动力

需求量

D

A - D B- D C- D

1990 01843 6136 6107 5172 819 - 4137 1199 1170 1135

1995 01850 6186 6153 6119 913 01170 4173 2113 1180 1146

2000 01850 7128 6193 6156 910 01160 5108 2120 1185 1149

2005 01840 7170 7136 6193 811 01150 5139 2131 1197 1154

2010 01832 8119 7172 7121 810 01140 5170 2148 2120 1151

2015 01832 8137 7175 7128 615 01130 5195 2143 1180 1133

2020 01832 8141 7180 7126 615 01120 6118 2123 1162 1108

2025 01824 8143 7168 7105 515 01110 6137 2106 1130 0168

2030 01824 9123 7132 6173 515 01090 6153 1170 0179 0120

2035 01814 7188 7102 6151 510 01085 6167 1121 0135 - 0116

2040 01814 7170 7100 6149 419 01080 6180 0190 0120 - 0132

2045 01805 7160 6189 6132 415 - 01035 6175 0185 0114 - 0152

2050 01805 7156 6173 6118 413 - 01040 6169 0187 0104 - 0143

2060 01795 7119 6145 5195 413 - 01040 6158 0161 - 0113 - 0163

2070 01784 7104 6141 5194 410 - 01045 6146 0158 - 0105 - 0152

2080 01774 7103 6139 5190 410 - 01045 6134 0169 0104 - 0144

2090 01759 6191 6125 5178 410 - 01050 6122 0169 0103 - 0144

2100 01750 6184 6120 5174 410 - 01050 6110 0175 0110 - 0135

　　21 劳动力需求趋势

劳动力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可采用经济增长

的就业弹性推算未来的劳动力需求量。1980- 1989 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 (GD P) 年均增长率为 913% , 1991- 1995 年高达

1119%。据 (李京文, 1998 年) 预测, 2000 年我国经济总规模

将达到 1980 年的近 6 倍,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203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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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

过渡, 2050 年进入最发达国家行列。根据上述经济发展目标和

经济增长自身发展规律, 在 21 世纪前 20 年我国经济仍将维持

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预计“十五”期间我国 GD P 年均增长幅

度约为 8% 左右。从 2030 年伊始, 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类似目前

发达国家, 呈现低速增长的局面, 平均每年增长 4～ 5%。1980-

1990 年我国劳动力增长弹性值为 01452, 进入 90 年代后, 就业

弹性系数下降很快, 1991- 1996 年为 01107, 据世界银行估计,

1989- 1993 年我国实际就业增长弹性值为 0117。预计我国的就

业增长弹性值将随经济发展而逐步下降。在未来 40 多年里, 我

国劳动力需求量将持续上升, 并在 2040 年达到峰值 6180 亿

(表 2)。但是劳动力需求增量呈下降趋势; 2040 年以后, 劳动

力需求量和年增量均呈下降态势。

31 劳动力供需平衡趋势

按标准一、标准二划分劳动力资源, 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

的状况将持续整个世纪。按标准三划分的劳动力资源, 我国劳

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持续 30 余年, 其中最严重的时间是

2000- 2005 年, 过剩劳动力达 1154 亿, 年均剩余 3 000 余万

人。2035 年以后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供大于求

的状况将根本扭转 (见表 2)。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分析

11 经济增长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偏低, 导致就业增长率

偏低

我国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就业增长弹性值不仅低于发展中

国家, 而且低于发达国家。1980- 1993 年, 低收入国家 GD P 和

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分别为 01368 和 01344, 其中印度为 01365

和 01333, 巴基斯坦为 01467 和 01500; 中上等收入国家分别为

01778 和 1100; 高收入国家分别为 01241 和 01206, 其中美国为

01370 和 01400, 法国为 01333 和 01333; 而中国同期只有 01208

和 01180, 并有进一步下降趋势, 1990- 1995 年跌至 01109 和

01063。

究其原因,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速度快, 各要素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 1989 年资本年均增

长率为 1015% , 对 GD P 增长的贡献率为 45% ; 劳动对 GD P 的

贡献率约为 25% , 比改革前降低了 6 个百分点; 1990- 1995 年

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为 2016% , 对 GD P 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

69% , 而劳动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为 7% ,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低水平。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的高投入和劳动的

低投入,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

国情。二是投资效益低、浪费严重。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刘易

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机会缺乏时指出: 投资浪费、对

成本要素缺乏慎重考虑、价格扭曲以及投资项目的资本密集程

度偏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的主要原因。这

个问题在我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缺乏科学的决

策, 投资往往不是产品缺乏市场, 投资见不到效益, 就是所投

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低, 不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其

二投资项目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大, 1978- 1990 年国有工业企

业职工人数由 3 119 万人增长到 4 365 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

213% , 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1114%。因此, 如何正

确调整投资结构和资本劳动力比率, 将对就业压力的缓解起关

键作用。

21 劳动参与率偏高, 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巨大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我国就业率一直处在持续偏高状

态, 虽然近几年有所降低, 但偏高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1990 年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为 59% , 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47% , 发达国

家平均为 49% , 世界平均为 47%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1996)。

导致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参与率偏高, 特别是 10- 24

岁年龄段人口和妇女劳动参与率高。我国 10- 19 岁男性劳动

参与率为 45% , 女性为 43% , 而美国分别为 24% 和 20% , 加

拿大为 34% 和 26% , 日本为 10% 和 10% (世界银行, 1995)。

据 1990 年人口普查, 我国 20- 24 岁人口为 1126 亿人, 其中在

业人口 1115 亿人, 劳动参与率高达 9112% , 占总就业人口的

1717%。1990 年我国 15 岁及以上妇女就业率为 7219% , 其中

城镇妇女就业率为 6219% , 农村妇女为 7610%。导致我国 10-

24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落后, 致使许多应

在校就学的青年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突出表现在受教育时间

较短, 如美国中学生入学率和大学生入学率分别为 92% 和

75% , 日本为 96% 和 31% , 印度为 44% 和 6% , 巴西为 39% 和

12% , 而中国只有为 48% 和 1%。

31 城镇化严重滞后, 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严重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从总体上看, 我国城

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城镇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1950 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就已经达

到 5313% , 1989 年增加到 73% , 其中英国、西班牙等国城市化

水平达到 90% 以上; 1989 年不包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

水平的 36% , 如果包括中国, 该指标下降为 32%。城镇化水平

滞后发展, 对就业产生两个方面的负效应, 一是使大量农村剩

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 尤其是在人地矛盾十分尖锐的大背景下

造成大量的隐性失业, 二是城镇化发展滞后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少, 不能有效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随着就业

体制的改革和就业逐步市场化, 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竞

争关系将日趋激烈, 加快城镇化发展将对农村和城市就业产生

深远影响。

三、我国劳动就业对策思考

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此

尽量增加就业空间, 减少失业, 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始终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11 提高就业增长弹性值, 保证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对就业

的拉动作用

可以预见, 未来我国经济和投资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 关键是如何提高就业增长弹性值, 将经济和投资增长转化

为就业的动力。首先, 今后 30 余年将是我国就业最困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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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总

量扩张和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 但我国经济是劳动力绝对过剩

的经济,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有利于解决就业为主要原则和

依据。这就要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上要具有一定弹性。各

产业间在生产规模上保持适当比例关系, 要相互协调、平衡发

展。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一直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 第一产业现

代化水平低下, 第二产业比重偏高且内在素质较低, 第三产业

发展较快但水平低。今后在第二产业进行优化和升级时, 也必

须加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质量, 特别是第三产业。因

为第三产业无论在经济增长上还是在扩大就业空间上, 都有巨

大潜力, 1991- 1996 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增长弹性值依次

为- 01512, 01188 和 01823。

其次,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充分考虑劳动力和资本的状

况。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关系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重

大影响,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价格低廉, 而资本相对短缺、价

格较高, 要求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 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 提高劳动投入对 GD P 增

长的贡献率,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当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占比重越少就越好, 资本

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越多就越好, 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时, 抓住有利时机, 利用多种手段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

密集型产业。

再则, 在投资增长时要注重投资效益。由于投资决策体制

存在弊病, 导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合理, 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

由此形成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使得大量产品滞销,

造成投资严重浪费和效益低下。根据国际经验, 经济增长率一

般应该高于或相当于投资增长率, 而我国正好相反, 1981-

1991 年 GD P 年平均增长率为 818% , 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平均增长率高 1911% , 两者相差 2 倍有余; 1992 年 GD P 比上

一年增长 1018%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高达 3716% , 后

者是前者的近 315 倍。同时投资结构不合理还导致产业间的关

联度低下, 投资联动效益差, 最终使得投资的就业增长弹性值

偏低, 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微弱。

21 降低劳动参与率, 减少劳动力供给量

我国就业压力一方面来自就业需求有限, 另一方面来自巨

大的劳动供给量。对于后者最好的措施就是降低劳动力参与

率。首先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而且可以延迟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

间, 有效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据统计, 如果我国 15- 19 岁人口

继续受教育比例上升到 90% , 就可以使该年龄段劳动力供给量

减少 1 200 万人; 若大学入不率达到 30% , 可以减少劳动力供

给 3 647 万人。其次,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

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很低, 城镇劳动者的医疗、养老等保障与企

业紧密相关, 一旦他们脱离企业, 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由此

劳动者往往争取就业机会, 以获得稳固的保障福利, 这就是当

前大批下岗职工不愿脱离与企业的雇佣关系的原因所在。通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第三, 提高

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劳动时间的供给与收入紧密相关, 随收入

的提高, 家庭的市场劳动时间趋于增多, 闲暇减少, 但当收入

达到一定程度时, 家庭会减少劳动供给时间, 更多地选择闲暇。

如果我国居民经济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必定减少家庭一部

分成员的劳动供给。第四, 从根本上讲, 要继续坚持低生育率

政策, 减少劳动力资源的绝对供给量。

31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减轻农村就业压力

顺利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大问题, 也是就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关键所在。首先, 要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也

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据统计, 乡镇吸纳了农村劳

动力的 25%。要进一步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一是要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投资, 从近十几年乡镇企业发展历程

看,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主要是依靠投资拉

动, 相同投资带动就业的能力, 乡镇企业比城市企业高 6144

倍。二是乡镇企业发展形式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不能过早地

实行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形式。其次, 加快城镇化步伐。农

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不仅在产业上表现为从第一产业转移到

第二、三产业, 而且在空间上表现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大量

人口滞留在农村, 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方面,

鼓励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集中, 以带动劳动力向小城镇流

动; 另一方面, 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小城市, 甚至大城市

的流动。

41 积极推进就业制度创新

我国就业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最大和最严峻的

困难和挑战之一就是制度。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要想顺利解决

就业问题, 没有制度创新的支撑是办不到的。就业制度创新的

目的是促进劳动力流动和自主择业, 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

就业制度, 本质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就业。因此必须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应该逐渐由计划安置转变为就业调

控宏观指导, 让市场成为调控劳动力就业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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