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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以现实中劳动力市场一些复杂的就业现象为切入点$以中国改革的逻辑为主

线$对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就业研究的相关重要文献进行梳理$涉及%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和就业

体制转换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 %农村劳动力问题& %女性劳动者和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

题&%就业政策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等五个层面的问题$这种从宏观层面到微观维

度$再提升到宏观层面的研究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 最后$文章指出改革和劳

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理$而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遵循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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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转型已进行了 &" 多年!这对整个社会来

讲是一个重大变革!而其中一些复杂的现象也需

要厘清" 对于失业问题的认识!在中国转型初期!

起初有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认为失业是资

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失业" 那

么失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4 在刚开始看来!这个

问题很让人迷惑" 转型也要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衍生品有所变革!而首当其冲的是国有企业改制

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曾经

闹得沸沸扬扬!阻力很大" 那么国有企业改制是

否真的引起了大量失业4 城市中的二元就业体制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是否是一种正常

的市场现象4 需不需要政府干预4 这些问题直接

影响政府的决策"

农村是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

么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如何4 是否随

着改革的深入有融合的迹象4 这种融合主要表现

在劳动力市场的哪一个层面4 而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是否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利益产生威胁4 这些

属于中国深层次的问题将凸显整个社会的变革"

当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

后劳动力出现剩余的必然结果!那么农村究竟有

多少剩余劳动力4 而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歧

视究竟有多大4 进一步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需

要女性参与其中!但农村妇女的参与对下一代的

成长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4

进入 !" 世纪 %" 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即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却没有相应

增加"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就业弹性比较低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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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什么约束条件下!就业弹性会比较高4 而在

中国的失业结构中!自然失业率究竟有多高4 这

些都是政府在采取就业措施时所必须弄清楚的问

题" 在政府的就业政策中!最低工资管制和#劳

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否真的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增

加!从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就业4 而就业政策对劳

动力市场的冲击有多大4 比如!父母失业会使子

女放弃念大学的概率有多大4 另外!在转型期!就

劳动力市场本身而言!往往存在发育不完善而产

生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有一种合理的机制作为

劳动者的理性选择22

二"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和就业体制转

换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

中!起初人们对失业现象感到很困惑!于是纷纷寻

找失业产生的各种原因" 袁志刚%#%%L&从二元

经济,企业转制,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波动等几个

层面!对失业原因作了深入剖析"

-#.王诚%#%%$&

则专门分析了转型期隐蔽失业存在的特殊原因!

并指出效率型就业是解决中国失业的根本出

路"

-!.钱小英%#%%K&从流量和存量两个维度弄清

楚中国失业率的特征!并对失业率变动的因素和

类型进行了分解"

-&.蔡窻等%!""L&通过建立两个

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劳动者处于就业,失业或

退出劳动力市场等三种状态的因素进行了分

析"

-L.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对失业

现象的误解!从而避免了心理上的恐慌情绪" 这

也表明!失业是任何一种经济体所具有的现象!不

应该将其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认识问题" 而

厘清认识上的误区!有助于中国改革的继续推进!

这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讲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转型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非国有

部门的迅速发展!而这种势头势必将引致劳动力

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从而形成城市中

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李实%#%%H&由三种模型分

析了不同部门工资率的不同是如何决定的!进而

引导劳动力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

-J.蔡窻

%#%%K&对城市中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体制转换

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工资决定和就

业吸纳的传统制度因素是关键"

-$. 而罗润东

%#%%%&在蔡窻%#%%K&研究的分析框架内!对就业

体制转换作了进一步研究" 但文章指出!由于面

临制度约束!为节约就业体制转换的交易成本!政

府不应该急于追求劳动力市场形式上的统一!而

应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应该说!罗润东的结

论更具有可操作性"

-H.后来吴要武%!""%&的研究

更是佐证了这一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

与否是一种市场现象!不需要政府干预"

-K.

由此可见!对转型初期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研

究还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这只能反映中国劳动

力市场的雏形" 其原因在于!中国 #%HK 年开始转

轨!#%%! 年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各种

配套措施作用于整个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时滞效

应!因此!这段时间劳动力市场很难向纵深发展"

当然!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表征!恰好说明中国的改

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渐进式转型+!这种渐

进式转型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逻辑起点%初始条

件&!所以才不可避免地看到国有部门与非国有

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现象" 国有部门根植于计

划经济体制!而非国有部门是孕育于市场经济体

制之中!两者共同并存的现象折射出中国*渐进

式转型+这一逻辑基础!这也是本文以改革的逻

辑为主线梳理文献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力流动问题

转型期中国劳动力流动是一大突出特点" 杨

云彦%!""&&指出转型期以来中国人口实际迁移

强度已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点"

-%.而这种流

动往往以流入东部现象为主" 转轨期以来!区位

优势再加上国家层面的配套改革措施!东部地区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并吸引了大量劳动和资

本要素的流入" 关于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这一现

象!杨云彦等%!""&&从非农就业机会视角提供了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指出沿海地区区位优势在经

济上的实现形成了对内地的刚性就业替代"

-#".而

刘修岩等%!""K&则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解释

劳动力流入东部在于市场潜能使该地区形成了循

环累积机制!即东部初始的相对优势
"

吸引劳动,

资本等要素流入
"

#

市场潜能
"

#

工资水平%福

利水平&

"

吸引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入"

-##.中国劳

动力的流动反映出改革的作用机制在逐步显现出

来'计划经济时代!各种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很

少存在逐利性问题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现象/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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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轨以来!市场机制将自动引致各种生产要素

的配置!逐利性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相对比!这也反映出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更

具活力!从而达到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状态"

不仅整个社会层面!而且随着转型的推进!农

村劳动力的流动%俗称*农民工+&也开始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郭继强%!""J&从中国城市次

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现象出

发!指出主流经济学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

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研究得到了经典劳动

供给曲线拐点后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并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

现状进行了实证"

-#!.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村劳

动力出现剩余的结果" 那么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

劳动力4 王检贵等%!""J&采用了古典估算法,新

古典估算法,标准结构比较法!通过对比分析发

现!古典估算法可信度最强!重新估算了中国农业

剩余劳动力约为 L $"" 万"

-#&.蔡窻%!""H&的研究

指出!L"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 J !#! 万!剩

余比例为 #"*Hd"

-#L.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

制约是如何在转型过程中被逐步弱化的" 这表明

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有融合的趋势" 众所周

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一大特点!而这种分割有其历史渊源'转轨期以

前!中国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优先发展重工业!

将城乡分割开来/转轨期以后!由于受城市利益集

团的支持!这种分割局面并没有缓解!从而不利于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但转型使得整个市场经济的

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客观上需要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出来!从而改变了这种分布格局!这对户籍

制度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四"农村劳动力问题

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起来/另一方

面!市场经济发展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此!转

移农村中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成为必要" 周天勇

%!""#&通过研究发现托达罗模型不能很好地解

释中国的现象!

!指出发展城镇中小企业可以实

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J.但存在的问题

是!农村劳动者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如何比

较准确地搜寻到符合自身的工作以及调适由此对

其心态所产生的冲击!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事

实上!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这

表现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而增大了劳动者搜

寻工作的成本" 如何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4 在没

有很好的机制可利用时!劳动者往往通过社会关

系网络" 当然!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的影响!

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很好的体现" 而陆铭%!""!&

则认为将社会关系网络引入经济学领域!来研究

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显得同样重要"

-#$.

这在邢春冰%!""$&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该文详尽地刻画了农村地区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获

取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

-#H.随着改革的深入!市

场对农村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魏众

%!""L&专门分析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

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

-#K.同样!王德文等%!""K&

用拓展的W4)76,工资方程回归发现!教育和培训

%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收

入有很大影响"

-#%.

虽然明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

但在现实中!这种转移却存在很大障碍!其中一个

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 蔡窻等%!""#&指出户籍

制度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当地劳动力就业保护的

制度基础"

-!".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进行

分析!也有类似结论!指出户籍制度使推拉失去效

力"

-!#.姚先国等%!""L&则对户籍制度的影响进行

了精确计量!认为城乡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户籍

歧视高达 !"d &̀"d"

-!!.王美艳%!""J&的研究

也指出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工资差异的

L&d是由户籍身份歧视造成的"

-!&.

"除此以外!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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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指出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因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乡村闲暇时间较长$外出劳

动力的农活可由在家的劳动力替补$这样其外出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为零'

)#J*

当然$外来劳动力可能包括外来城市劳动力$但刘学军等!!""%"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主要是农村流动劳动

力!占所有流动劳动力的 H%*Kd"'

)!H*因此$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农村

流动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问题'



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 程名

望等%!""$&提到城镇拉力,现代工业技术进步和

基础文化教育等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

响"

-!L.由此可见!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

中并没有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 因此!农村劳动

力的流动不会对城市当地劳动力的利益产生威

胁" 这在袁志刚%!""$&

-!J.

,钟笑寒%!""$&

-!$.

,刘

学军等%!""%&

-!H.的实证研究中均得到了体现"

如果说对*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就业体制转

换问题+和*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

在宏观层面!那么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

点!涉及劳动力市场微观维度的研究!即深入中国

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性问

题" 这反映出!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关的制度安排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发生相应的作用!使得中

国劳动力市场正逐步向纵深演进/同时!劳动力市

场的纵深演进反过来折射出中国的改革在深入推

进!当然!这种深入推进较之初期更加艰难" 其

实!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蕴含着不

同的福利分配问题!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涉及利益

的重新分配!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改革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也证明了中国渐进式

转型的合理性和改革螺旋式上升的必然性"

五"两类主体+++女性劳动者和大学

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有两类主体的就业问题需要

引起重视" 一类是女性劳动者/另一类是大学生

这个群体"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分工越来越需

要女性的参与!而女性就业则成了一个重要的专

题" 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也涌现出不少成果"

王美艳%!""J&指出!男女工资差异主要由同类行

业内工资差异引起!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歧视引

起的!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很小"

-!K.杜凤莲等

%!""$&从产业重组对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

长短这一视角出发!经过研究发现!女性失业持续

时间较男性长"

-!%.丁赛等%!""H&研究发现!在改

革渐进期 %#%KK)#%%J&和改革深化期 %#%%J)

!""!&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

-&".刘靖%!""K&

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地区母亲

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的正向影响难以抵消劳动时

间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

思农村女性劳动者外出务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 李利英等%!""K&的研究有别于以往的文

献!该研究加入了企业的效应!指出企业的外部市

场环境%如!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内部制度特

征%如!采用计件工资制&是决定企业性别工资差

异程度的重要因素"

-&!.

另一类值得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 自高校

#%%% 年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深受社会广泛关

注" 曾湘泉%!""L&的研究显示!初次就业率统计

指标设计的局限性有夸大大学生就业难的嫌疑!

并指出应尽量避免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

赖德胜等%!""J&指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引起这种失

业的主要原因"

-&L.纵然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扩展

有一定联系!但不应将视角仅局限于大学生的供

给方!还应将视野拓展到大学生的需求方)))企

业" 到了 !" 世纪 %" 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即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就业却没有相

应地增加!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并

没有增加"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

宋小川%!""L&的研究指出!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

产率并存是造成无就业增长的真正原因"

-&J.而蔡

窻%!""H&则对这种零就业增长持相反的观点"

-#L.

简新华等%!""H&基于中国特殊情况)))企业存

在大量冗员的事实!建立了一个就业弹性模型!得

出 #%%J)!""L 年中国的就业弹性并没有下

降"

-&$.丁守海%!""%&对这一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

究!指出当考虑产出变化对就业的即期影响时!中

国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比较低/当考虑产出的滞

后影响时!就业弹性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东

部地区工业就业弹性升至 "*& 左右!中西部地区

服务业就业弹性升至 "*L 左右&"

-&H.

不管是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研究也好!还是

对大学生的就业研究也罢!这种对劳动力市场微

观层面的研究!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

变得更加清晰'不仅有城乡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

题!还有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这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将

导致政府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微妙!从

而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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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业政策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

育程度

不管争议如何!大学生就业确实面临着诸多

困难!其收益与教育投资根本不成比例" 如何来

缓解这一问题4 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 首先

是基于微观层面的考量!应该考虑企业如何增强

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 王诚%!""!&提出过核心

就业的新观点!通过扶持企业创新来增加就业!而

中国企业的核心就业水平仅为 !Jd左右"

-&K.通过

企业创新来增加劳动力需求恰好符合具有较高人

力资本的大学生就业" 黄玲文等%!""H&的研究

指出!国企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

势"

-&%.事实上!这种国企改制也是一种创新" 其

次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考量!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

就业政策" 但在采取相应政策之前!需要弄清楚

失业的结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从

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按产生的原因!可将失业分

为自然失业,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和刘易斯二元

结构模型中的失业"

-#.其中!自然失业是市场经

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认识其在一个社会失业结

构中的比重对于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

政策涵义" 蔡窻等%!""L&的研究就指出!中国经

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就业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解决自然失业是无能

为力的"

-L".那么!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究竟有多高4

曾湘泉等%!""$&得出 #%%!)!""L 年中国的自然

失业率波动范围为 L*Kd J̀*$d!低于主要市场

经济国家和地区同期水平"

-L#.而对宏观就业政策

比较典型的研究!要属丁守海%!"#"&的研究!该

文献将最低工资管制和#劳动合同法$两项措施

结合起来!研究政策的交互作用对劳动力市场就

业的冲击"

-L!.所以!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在制定政

策时!需要对政策的就业冲击进行审视" 毕竟!就

业冲击对居民的影响实在太大" 比如!都阳等

%!""$&利用线性概率模型研究了父母的就业冲

击对子女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发现父亲失去工

作使子女入学的可能性下降了约 &"d"

-L&.

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随着改革的

继续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何种程度4 蔡

窻%!""H&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

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

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反映出转型期中

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总体水平是提高的!并做出了

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

-#L. 杨伟国等

%!""H&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进行客观描

述与评估!分析了其中尚存的缺漏和不足!以便能

更有效地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LL.在后续

研究中!蔡窻%!"#"&揭示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

发展的一致关系!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

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

折点到来的判断"

-LJ.此外!随着中国加入 c5E!

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我们也应该关注国际市

场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冲击" 万解秋

等%!""L&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人民

币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并加重就业负担"

-L$.

从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整体水平较转型初期有很大提高!不仅是就业政

策的完善问题!还有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

七"结语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

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研究的思路'先涉及

中国劳动力市场宏观层面的问题)))转型初期失

业原因和就业体制转换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然

后深入到劳动力市场微观维度的问题)))农村劳

动力问题,女性劳动者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最后再

提升到劳动力市场宏观层面的问题)))就业政策

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 但这种宏观层面

较之转型初期是不同水平层次的问题,有较大提

升!尽管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当然!这也是本文的

逻辑体系安排"

这种从宏观层面逐步深入到微观维度,然后

再提升到宏观层面的研究思路!恰好反映出中国

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从转型初期的雏形!到劳动力

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再到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不

同性别,不同学历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整体水平

的提高等" 而这种演进正是改革作用的结果" 如

果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与中国的改革进行绑

定!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中可以窥见改革和

劳动力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

一方面!改革是如何一步步作用于劳动力市

场的" 转型初期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引导劳动力

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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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引致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改革打破

了中国城乡社会分布格局!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成为了可能/宏观就业政策的完善%比如!最低工

资管制和#劳动合同法$&促进了整个劳动力市场

的发育等" 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正是伴

随着改革的深化"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折射出改革自

身的逻辑历史进程'从自身的历史逻辑起点%初

始条件&)))计划经济体制!到各种制定安排的

作用机制逐步显现出来!再到转型的深入等" 所

以!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渐进式

转型+!而劳动力市场演进的复杂性也证明了中

国渐进式转型的合理性和改革螺旋式上升的必然

性" 在渐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的各种现

象是各种制度安排的效应!这将反过来不断修正

改革*试错+的方向" 比如!转型使得整个市场经

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客观上需要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出来!这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形成一种

倒逼机制"

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看似显得扑

朔迷离!但这种复杂的演进却始终遵循中国改革

的逻辑" 本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

充满着不确定性" 但改革本身有着它的逻辑基

础!一旦具备成熟的条件!各种问题会得到逐步解

决!这就是所谓的*渐进式转型+" 因此!我们对

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也应该以改革的逻辑为主线!

这样才能明白其中现象的内涵" 那么!有哪些问

题值得进一步研究4 笔者已完成了这一研究"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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