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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发展我国对东亚

地区的劳务输出

王　耀

　　80 年代中期以来,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态

势, 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世界经济的重心将由欧洲、北美转移
到亚太之说, 也正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日益成为现实。据世界银行 1995 年度报告显示,

东亚地区 1994 年的增长速度平均为 916%, 这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生气的地区, 也是亚太地区
经济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带。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东亚各国投资、
贸易、技术转让、劳务输出等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活动将十分红火。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发
展中大国, 势必要与周边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往来, 本文试从劳务贸易角度, 结合东亚经济
发展的大气候, 就如何加快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对东亚劳务输出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东亚——前景广泛的劳务市场

我国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起步于 70 年代末的中东市场,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很快,

外派劳务人数一直保持增长势头,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 90 年代以来, 东亚地区以日
本为先导, 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 社会日趋繁荣稳定, 人民生
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 劳动力不足在建筑业、
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显得尤为明显, 大量外籍劳工涌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香
港、台湾这些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劳务市场, 寻求新的就业机会。

各种资料显示, 日本目前的人口结构已呈老龄化, 年轻人厌恶并逃避困难、危险的行业,

使 60% 的企业人手不足, 其中 2213% 的企业因此影响到正常生产, 许多中小企业甚至因劳动
力短缺而倒闭。因此不少企业为了生存, 不得不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偷偷雇佣外籍劳工; 韩
国曾是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 但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企
业越来越感到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压力, 尽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缓和供求矛盾, 产业部门劳动
力问题仍难缓解。韩国机关、企业平均缺员 515%, 制造业缺员 25 万人, 总缺员额大约为 55

万人; 新加坡经济发达, 在东南亚各国中遥居首位,1994 年的增长率为 9～ 10%, 如此高的
经济增长率, 使新加坡这个面积仅 62614 平方公里、人口仅 269 万的弹丸之地明显出现劳动
力资源不足, 新加坡 140 万从业人员中有 30 多万为外籍劳务人员; 马来西亚人口 2000 万, 连
续六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 缺少各层次的技术工人约 50 万; 泰国本国劳
动力数量和素质都比较低,1990 年统计只有 17% 的劳动力受过小学以上教育, 而且劳动力供
应非常紧张, 目前仅在泰国北部工作的外籍劳工就近 20 万; 香港、台湾地区因经济的高速增
长, 劳动力供应也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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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随着亚洲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 亚太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基建狂潮。
据亚洲银行估计, 从 1995 年到 2000 年, 亚洲地区在通讯、能源、交通和供水项目上需要的
投资将达 9500 亿美元, 其中交通 3500 亿, 能源 3500 亿, 通讯 1500 亿, 供水和环卫 1000

亿, 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将更为加剧该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状况。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泰
国、马来西亚等在这一时期都计划有大型的基建项目, 这将导致东亚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剧增、
劳动力流动频繁, 可以肯定地讲, 该地区正日渐演变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大劳务市场。

二、我国向东亚劳务输出的有利条件

我国地处东亚, 与邻近各国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 发展向这一地区的劳务输出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拥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和
劳动后备军。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40 多年来, 我国各行业发展迅速, 具有门类齐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普通服务人
员和技术工人。从总体上说,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居于世界中等水平, 在部分领域已居世界先
进水平, 不仅可以提供普通和中等技术劳务, 我国专家及高技术人员还可以承担高层次劳务。
可以说, 我国劳务人员服务面很广, 从建筑、纺织、林业、机械、轻工、海洋到化学、冶金、
广播通讯、军工、核能及宇航等领域都可以开展劳务输出。

另外, 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也为我国向东亚发展劳务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入 90 年代,

亚太地区内部之间在经济贸易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商品市场、劳务市场、资金市场、技
术市场在集团内部日渐开放, 生产要素的流动趋向自由。在东亚范围内, 优势互补、比较利
益以及近距效应使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和投资日趋紧密, 一
系列旨在建立互补性合作的区域性集团和组织纷纷进入构想和成立阶段, 这些举措将为东亚
地区各国间劳务的流动提供便利。此外, 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牵头, 其成员主动组织的人力
资源开发活动亦十分活跃, 已经进行的项目有: “管理培训”、“工业结构变化与地区人力资源
开发”、“跨文化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开发与济贫”、“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等, 其人力资
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

我国与东亚各国文化习俗相近, 历史上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 同时与一些国家、
地区的语言相通, 生活易于适应。我们可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在 90 年代后半期至下个世纪初,

通过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互利合作, 开拓发展东亚劳务市场, 巩固扩大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市场
份额, 逐步建立几个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

三、我国向东亚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东亚经济的飞速增长为我国开展劳务输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但是国际间劳务贸易的日
益活跃使世界各国都踊跃涉足其间。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象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大批来
自本区域内部和区域外国家的劳工队伍, 劳务市场呈现出竞争激烈的局面, 我国向该地区劳
务输出的发展面临着复杂的、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11 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 劳务输入国对专
业技术劳务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对普通劳务需求则相对稳定甚至绝对减少。与此相适应, 一
些国家对技术劳务的有关条款较为宽松, 而对普通劳工的输入控制较为严格。如日本、韩国、
新加坡对高技术人才的引入限制较少, 对普通劳务则建立各种检验考核手续, 限制外籍劳工
的大量涌入。

目前, 就总体来说, 外派劳务的技术含量较低, 在一些专业技术领域与主要劳务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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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还处于劣势。针对这种情况, 为增强竞争能力, 我国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
外派劳务培训制度, 已批准组建了一批外派劳务培训中心, 对派出人员进行强化训练, 不仅
包括出国工作的基本常识, 而且包括外语和专业技能, 使他们能较快地适应国外的工作和生
活。 1994 年, 我国对外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国的劳务人员进行培训, 考试合格者发给
《外派劳务人员培训合格证》, 持证方可办理出国手续。这批劳务人员经过培训, 出国后因素
质高、技术好、适应力强很快受到所在国的赞扬, 成为我国外派劳务培训的成功典范。因此,

今后我国要认真推行外派劳务培训制度, 这是一项艰巨的、需常抓不懈的工作, 我们应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对劳动力资源的培训, 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后备军。

21 我国劳务输出面太窄、形式单一。以往, 我国劳务输出较集中于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和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远远落后于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需求, 也不适应东亚地区对劳务输入
的多样化需求。今后, 我们要确立多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开展劳务合作的观念, 在条件具
备的情况下, 有意识地多搞一些技术密集型劳务输出, 如科研设计、情报咨询、学校医院、报
刊杂志、广告公司、电报电话等服务项目, 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搞一些资金密集型的, 如大商
场、银行、信托投资、房地产等行业, 使我国劳务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

另外, 我国开展劳务合作的渠道过于单一, 多以公派为主。这样做虽具有信誉高、便于
管理的长处, 但是环节太多, 手续复杂, 办理手续时间长、成本高,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
务输出的开展。当今国际劳务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民间、个体输出灵活分散, 在市场准入方面
受到的限制较少。在这方面, 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就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 比我
国有竞争力。据统计, 这三个国家通过民间个人渠道输出劳务的比重都达到了本国劳务输出
总量的 90% 以上。我国在东亚, 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华裔非常多, 我们可以借鉴学习这些
国家的成功经验, 发挥侨民多、侨乡多的有利条件, 通过商会等民间组织和海外华侨了解东
亚劳务市场信息, 并由他们牵线搭桥办理各项事宜, 多层次、多渠道地输出劳务。

31 我国劳务贸易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和国际社会接轨。长期以来, 我国对外承包劳务
业务的管理主要靠行政命令、靠发文件进行规范, 各级主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国别地区政
策、劳务人员待遇等问题也有待于通过立法来确定, 而且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某些具体做法
和国际市场还存在着差异, 不利于向各个地区劳务的输出。如劳务人员个人所得分配办法既
不符合国际惯例, 也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及一些劳务输入国的法律规定, 这给我国对外劳务
合作事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针对上述情况, 我国政府只有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逐步实现靠法律、
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管理劳务贸易, 使对外劳务合作的有关政策具备高度的统一性、规范
性和透明度, 早日和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加快向东亚以至世界各个地区劳务
输出的步伐, 尽快使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工作纳入健康、规范化的轨道。

41 我国劳务人员队伍很不稳定。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 一向作为我国外派劳务主要基地的沿海地区的人们不怎么愿意再为有限的劳务收入
而背井离乡, 而人口众多的内陆省份由于人口素质和信息渠道的局限, 在目前还难以替代东
南沿海省份在外派劳务方面的地位。内地劳务输出困难是我国发展劳务输出面临的一个新问
题, 如果我们能提早预防, 处理得当, 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并且为今后劳务输出规模的
拓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因此, 适应东亚劳务市场需求, 发展内地劳务队伍, 建立稳
定的劳务培训、输出基地, 是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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