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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
*

黄国华

(上海海事大学 文理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 ]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是均衡配置区间资源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流入地的 乘数效应  与对流出地的 扩散效应 之间存在效率差异,

而这种差异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之一。因此,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劳

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重点是发展落后地区的城市群,以落后地区城市群

的发展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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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大量劳动力开始从

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 , 迁移者具有较强的

生产性和活动性,其流动过程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蔡昉, 199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技术进步飞速发展,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性无论在微

观、城乡、产业, 还是所有制层面上, 都有了显著提

升 ( 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 课题组, 2002)。劳动

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跨

区域进行生产要素配置,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升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势

必改变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对区域经济

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例如,劳动力的流

动和再配置对流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积

极作用 ( Steven Dav is, 1997 ) ; Auer等 ( 2005 )以

1992∀ 2002年 13个欧洲国家的行业数据为对象,

检验了代表流动频率的就业期限对就业地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得出一条倒 U  型曲线。

国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大量实证分析

证实, 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

乡及地区差距的扩大 (李实, 1999; 王德等, 2003) ,

对缩小地区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 (姚枝仲、周素

芳, 2003) , 会加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 (盛来运,

2007)等。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缩

小区域差距的作用甚微, 甚至反而扩大了区域差

距。孙自铎 ( 2004)认为虽然农村劳动力输出对提

高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但是, 这种

只有就业转移而无人口迁移的制度安排,结果反而

是扩大了地区间差距。肖六亿 ( 2007)认为劳动力

流动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一个伴随

人才 渗漏  的 劳动换工业品  的物质能量循环,

这个循环使得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品的生产中心

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转变为人才输出地、生产

要素提供地和工业品的消费地,这种分工格局扩大

了地区经济差距。严浩坤、徐朝晖 ( 2008)把劳动

力流动的制度约束模型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

验,认为受现有制度约束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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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动方向不同,可以把劳动力流动分为两类, 一种是为提高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

的流动; 另一种则是为了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环境更为宜人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 第一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一般强于第二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本文的劳动力流动指的是第一类。



地区差距。董立彬 ( 2008)认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

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有利于推动东部地区制

造业的发展, 还为当地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

力,为东部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于是地区之间

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最终出现地理上的二元结

构。夏德孝、张道宏 ( 2008)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

动强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弱

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从而出现

一个以劳动力流动为纽带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外围,

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熨平中心和外围的经济差距,

反而使其扩大。以上国内外研究都是从不同角度

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及区域经济差距的影

响,但没有形成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及流

出地区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事实,构建一个劳

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及流出地区经济发展

发生作用的整体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产生的流入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并把该效应深化

为对流入地的 乘数效应  和对流出地的 扩散效

应  ,进而论证 乘数效应 及 扩散效应 产生的效

率差异正是导致区域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

扩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

劳动力流动会引致两种不同的效应 ∀ ∀ ∀ 流入
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这两种效应产生的效率差异

拉大了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差距。

(一 )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

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产生

的影响主要有劳动力流动的企业区位选择及产业

聚集效应、劳动力流动的产出效应、劳动力流动的

人力资本 补进  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和资本
生产要素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消费带动效应。

1. 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

劳动力的流动往往能够产生两种不同的外部性, 非

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能够产生需求外部性, 技能劳动

力的流动能够引起需求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由

于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流动条件下的产业

聚集成为正常现象, 即使是传统产业,基于较高的

非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及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也

会导致产业聚集,并促使存在较多技能型劳动力的

区域同样产生聚集现象。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技能

型劳动力的流动所引起的技术外部性和需求外部

性,正是生产外部性及聚集效应产生的理论基础,

而生产外部性及聚集效应是企业选择相同区位并

导致产业聚集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劳动力的流动

也就成为促使产业聚集及形成中心 ∀ ∀ ∀ 外围结构

布局的主要因素。

2.劳动力流动的产出效应。劳动力作为经济

增长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投入量及投入结构的变

化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劳动力流

动势必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状态,

进而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流入地

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工资水平下降,由此带来

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成本降低意味着资本的边际收

益率提高, 城市中投资于该类职业 (行业 )的资本

所有者会直接受益,于是流入地区的投资和产出逐

渐增加。在增加的经济产出中,政府可以通过征税

获得资金, 用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劳动力

流动对流入地带来的正外部性。此外,外来流入人

口在城市的生活消费刺激了消费需求,带动了城市

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投资增长,强化了产出效应。

3.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 补进 效应。劳动

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开放条件下, 一

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决定于劳动力的自然增

长和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的自然增

长产生叠加影响,改变地区间的劳动力自然增长的

结果, 从而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能力的对比。地

区经济差距引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并且劳动力流

动存在显著的规模性和单一的方向性,劳动力流动

使东部地区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需要拥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和产业大军,

而当地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 因

而中西部转移来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劳动

力不足问题。而且过剩供给使东部地区在劳动力

市场上处于买方地位,厂商掌控着选择劳动力的主

动权, 于是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城市

里的非正规部门从 民工潮  中挑选出 优质  劳动

力充实到各个行业和部门,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

生产出廉价产品畅销于国内外市场,从而完成了早

期的工业积累和市场扩张。

4.劳动力流动的技术、资本生产要素效应。东

部城镇的发展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

创新型人才,但当地的人才培养难以满足需要; 而

在高收入的吸引下, 中西部地区的 智力外流  非

常严重。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中西部地区的

高学历人员、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具有中高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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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由

于劳动力是技术和知识这类无形资本依附的载体,

伴随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产生技术或知识外溢效

应。同时,伴随劳动力流动的还有资本流动。东部

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孕育着大量的商机,由此吸

引着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白领、

蓝领和政府官员等,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直接和间接

投资者,他们的流入为沿海地区注入了大量的资

本。劳动力的流动对资本、技术要素的流动也会产

生效应,劳动力的流动会作用于资本与技术要素,

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流动会成为生产要

素流动的核心,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溢效

应引发外部性, 促进了劳动力流入地区经济的发

展,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

5. 劳动力流动的消费带动效应。在流向东部

地区就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中,其中一部分是作

为 城市挣钱城市花  来消费, 用于基本生活的需

求,如家庭住房、家具购买、日常生活支出及交通、

娱乐、教育等各方面的支出,必将增加劳动力流入

地区对相应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为流入地

带来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增

加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诱发中

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支出的增加,

尤其是工业消费品拥有量快速增加; 而工业消费品

绝大多数产自于东部地区, 因此, 中西部地区输出

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最终转化为东部地区工

业消费品的购买力。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

表明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的扩大, 这

又能为流入地带来潜在的购买力。通过劳动力流

入地需求效应的增强, 产业链条在区域内得以延

伸,进而为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二 )劳动力流动的流出地效应

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出地区产生的影响主

要有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效应和劳动力流动的

价格区域传递效应。

1. 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收入回流效应。劳

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

面,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投资资本回流到劳动力流

出地区,从而使原来的流出劳动力以资本型或投资

型劳动力的方式流回,成为劳动力流出地区资本原

始积累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 一般情况下, 落后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低,经济相对

发达的地区,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 消费能力较强。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本身能够在流入地区产生需求

效应,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的

邮回或带回,使得流出地的消费需求也相应提高,

消费需求增加有利于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从而有

利于资本的进入和劳动力流出地区生产能力的扩

大。有资料显示,我国转移就业人口的收入很大一

部分流回了中西部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收

入来源。2009年, 河南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总量为 2 258万人, 流回的劳务收入达到 1 695亿

元 ! ; 2008年,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输出规模达 2

023. 4万人,通过邮寄或现金的方式流回的劳务收

入 1 228亿元# , 这些流回到原地的劳动收入在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外出就

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

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体收入水

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的劳动

力输出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明显。因此, 随着外出

劳动力的增加, 外出劳动收入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

贡献越来越大, 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快速上升。

2.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价格区域传递效应。

劳动力流动是为提高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由低收入

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由于其流动的目的是追

求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劳动力流动必然使其收入水

平增加,相应地整个家庭的需求水平增加, 进而导

致市场需求增加, 流入地的产品价格必然上升; 对

于劳动力流出地区来讲,劳动力流动意味着原有收

入水平的区域转移,原有积累及总收入转移到流入

地区, 而流出地区的消费总需求降低,从而降低了

流出地区的价格水平。与此同时,进城务工劳动力

在某些条件下也会选择重新返乡,其在发达地区的

高收入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应的市场需求会

增加, 继而导致落后地区价格水平的提升。前类情

况扩大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价格差距,后类情况则缩

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价格差距,劳动力流动对劳动

力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商品价格水平的总体影响,

要看两种力量的对比状况。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前

类情况一般多于后类情况,所以,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价格差距便呈现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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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劳动力流动会引起地区收入发散, 进而导致

区域增长趋异。

(三 )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

的差异拉大了区域差距

劳动力流动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趋于相等, 这

是在地区间其他资源禀赋趋同的条件下成立的。

然而, 我国地区间的资源禀赋仍存在很大差异, 东

部地区资本相对丰富, 中西部地区资本相对贫乏;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发达地区劳动力缺

乏。资本相对丰富的地区比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地

区人均收入要高, 落后地区如果不加速资本积累,

不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即便是劳动力自由流动, 其

人均收入也难以赶上发达地区,便会出现落后地区

收入提高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的局面。

如果我们把经济改革分为微观环节改革和宏

观环节改革,前者的改革越深入, 可能产生的区域

间差距越大,后者的改革越深入, 越倾向于将区域

间差距缩小。而我国过去改革的现实恰恰是微观

环节的改革超前于宏观环节的改革, 这使区域差距

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同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所产

生的两种效应机制,深入分析可以认为是对流入地

的 乘数效应  和对流出地的 扩散效应 。因为产
业聚集效应、产出效应、人力资本 补进  效应、技

术和资本生产要素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实质上正是

发挥消费和投资的乘数作用,会较大地影响地区经

济的增长绩效; 而收入回流效应、价格区域传递效

应实质上是一种流入地对流出地的扩散作用。在

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乘数效应具有累加性和明显

性,扩散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和隐弱性;同时,当劳动

力流动的溢出效应为正时,乘数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唐松, 2008)。因此劳动力流入地效应的作用往

往大于劳动力流出地效应的作用,由此产生的效率

差异正是导致区域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

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三、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

协同机制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劳动力的跨

区域流动拉大了东西部区域经济及收入水平的差

异。因此,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必须使劳

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趋于收敛。

目前, 促使劳动力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收敛的

机制在于 以城市群发展,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城市

群发展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
目前, 在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中存在

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 、发展小城镇推动城

市化 、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  与 发展大型

城市 的战略选择。其实, 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

小城镇发展、发展小城镇推动城市化的模式已经受

到质疑,这不仅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缓慢难以推动

乡镇工业化,同时也以及小城镇人均占用面积比大

中城市大很多, 以及通过农村工业化发展带动农民

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化模式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

提高等。我国城市化滞后,抑制大型城市发展的战

略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更加滞后。而大力发展大

型城市,会使得位数较少的大城市得以迅速发展,

而周边地区却因为得不到后继资金而衰落,处于低

速徘徊状态,影响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最终也会

影响到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因此, 根据我国的现

实,我们提出以城市群发展,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城

市群发展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 强调

由于落后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蔓延而自发形成的

周边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吸纳作用,使之成为有效的

劳动力吸纳 漏斗  , 通过劳动力流动效应缩小其

与地区中心城市、与先进地区大中城市的经济差

距,熨平地区经济发展的鸿沟。

目前在我国,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

的区域差距,劳动力一般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的

东部地区; 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城乡差距,

劳动力一般是从农村流向城市。通过城市群,尤其

是落后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可以尽可能地实现东西

部地区的劳动力互流,促进城市与农村劳动力的互

流,通过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

弱化地区和城乡差距。

促使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的发展,可以通过

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

展,形成一定区域内的经济隆起带,实现局部地区

的经济崛起。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能够吸引附

近农村居民流入,农民们既可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

真实感,实现多年的城市梦, 又符合农民的经济实

力和心理感觉, 不像进入大中城市所费成本那样

高,也不会因对大城市生活生疏而造成心理恐惧

感。同时, 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还可以吸纳发达

地区劳动力的流入。近年来由于东部地区高昂的

房价及较高的生活成本,劳动人口开始呈现出向中

西部迁移的潮流。无论是前类劳动力的流入还是

后类劳动力的流入,都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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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产出效应、人力资本

补进 效应、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效应、消费带动

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的

崛起。

落后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可以强

化流出地的收入回流效应, 通过税收优惠、土地出

让、提供便利等措施, 鼓励原来流到东部沿海大中

城市的劳动力以资本型或投资型劳动力的方式流

回,扩大原劳动力流出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 缩小

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差距; 同时, 可以通过提高落

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减少农民工转移

就业的成本,增加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收入流回

量,扩充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 带动当地农村发展;

可以强化价格区域传递效应,促使外出务工农村劳

动力的收入回流,提高劳动力流出的农村地区的整

体收入, 带动农村市场的需求增加, 继而带动当地

要素和商品价格水平的上升,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农

村地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只有重点发展落后地区的城市群,

才能构建起 和谐  的经济均衡点,促进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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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veM echanism of Labor FactorM obilit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 ent

HUANG Guo hua

(ShanghaiM aritim e Universi ty, Colleg e of Art and S cien ces, Shanghai 201306, Ch ina )

Abstract: Labor factorm obility is an importantw ay to ach ieve balanced resources allocation, wh ich has a sign ificant impact on

reg iona l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ow g round effect and the outflow ground e ffect, and puts forw ard that

the e fficiency difference of in flow m ultip lier effect and outflow spread e ffect is the source o f the w iden ing reg ional d ispar i

ties. There fore, to promo te the coord inated deve lopm ent of reg iona l econom y, the cooperation m echan ism o f laborm obility and re

g iona l coordinated deve lopm en tm ust be estab lished, the c ity groups deve lopm ent o f backw ard areas shou ld be focused on through

the city groups deve lopm ent to coo rdina te urban rura l development and reg ional deve lopm ent.

Key words: labor facto rmob ility; reg ional coord inated developm ent; coo rd ination m echanism; mu ltiplie r e ffect; sprea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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