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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计算，劳动力资源比重低、劳动参与率１０年来持续下降以及
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是重庆劳动力资源的现状；预测分析表明，劳动力规模下降趋势难以逆

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从供过于求逐渐走向结构性供不应求是未来重庆劳动力供需发展的基本趋势。因

此，应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加快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统筹城乡

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同时，目前影响我国区域人口规模的因素中总

和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迁移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各地区应制定有吸引力的人口迁移政策，以在

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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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多数地区，包括重庆在内，经济

发展、产业扩张都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进

行的，劳动者就业需求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考

虑的因素之一。但随着劳动力增速减缓、劳动者择

业观念变化以及现代产业对高素质、高技能、年轻

人的“偏爱”，劳动力供给状况正逐渐转变成为制约

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六普”

数据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了解重庆市劳动力供求

的现状特征及１０年来的变动情况，进而预测未来重
庆劳动力供需发展趋势；而且由于重庆市“大城市、

大农村”区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可以从其区

域劳动力供求变化中窥见中国未来中长期劳动力

供需变化趋势。

国内学术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通过理论分
并析结合现实情况对中国的劳动力供求问题进行

了大量研究，因为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普遍供大于

求，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早期研究内容主要关注由

于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就业和失业等问题。如有的

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已超过经济发展对其的

需求（陆杰华，１９９９），有的认为应该从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方面采取措施来治理就业

（胡鞍钢，２００２）。进入２１世纪后，人口与劳动力研
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全面，不仅看到劳动

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２０１２ＷＴ６）“重庆城乡劳动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钟瑶奇（１９６３—　），女，江西萍乡人；研究员，现任重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城市社会

学、人口社会学研究；Ｔｅｌ：０２３８６８５６５１１，１３６１８２１６９７５，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ｎｇｙａｏｑｉ＠ｓｏｈｕ．ｃｏｍ。
米清奎（１９７８—　），男，重庆潼南人；统计师，现任重庆市统计局人口就业处副处长；Ｔｅｌ：０２３６７６３７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３１６２８０２１２＠ｑｑ．ｃｏｍ。



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蔡窻，２００４）、
区域人力资本配置对支撑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作用（张延平 等，２００８），而且注意到老龄化对劳
动力供给的影响（卢元 等，２００１）以及劳动力供给变
化对就业战略选择的作用（曾湘泉 等，２００８）。

量化分析劳动力的分城乡、区域的供需矛盾及

劳动力“相对短缺”或“绝对过剩”的影响，可结合近

几年来城市产业吸纳就业的情况，分析城市万元增

加值所创造的岗位数及其动态变化；依据产业发展

规模线性增长或动态变化，可分析得到城镇劳动力

的增量需求情况及其时效性分布；在假设劳动力优

先满足城市需求的前提下，在对应时点上，基于域

内劳动人口供给状况以及乡—城迁移的人口城市

化趋势，可分析分城乡、区域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劳

动力流动情况。另外，结合绝对水平的边际劳动生

产率的测算，可从静态的供需矛盾中解读劳动人口

变动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结合边际报酬增长率

的增长速度，可测算劳动者竞争优势的变动情况

（蔡窻 等，２０１０）。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者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

研究理论阐述多，实证研究少；对于目前中国劳动

力供需的分析主要侧重其带来的对就业的影响，而

就劳动力供需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

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阐述较少，更重要的是缺乏

从供需两方面综合分析区域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其

形成原因的实证分析与预测。有鉴于此，本项研究

选择以重庆劳动年龄人口为研究对象，以劳动人口

构成“优化”为切入点，全面客观分析重庆劳动人口

演变态势，比较迁移因素、人口惯性增长等在劳动

人口构成变化过程中的差异化影响；并以２０１０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数据为基本数据，采用多方

案人口预测方法，比较分析不同层面劳动人口分布

与劳动人口构成优化效果的差异特征。其中，本文

不但进行了乡—城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分析，还针对

未来重庆市面临的劳动力从“供过于求”走向结构

性的“供不应求”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而劳动力从“供过于求”走向结构性的“供不应求”

也是目前我国劳动力供需演变的基本趋势，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其他地区及国家层面的人口政策及

相关决策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重庆劳动力资源现状及其演变

理论上，劳动力资源总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

劳动能力并在“劳动年龄”范围之内的人口总和，是

人口资源中拥有劳动能力且进入法定劳动年龄的

那一部分劳动人口①。但由于缺乏不拥有劳动能力

人口的统计数据，而且不拥有劳动能力人口占人口

总量比例极小，因此，本文的劳动力资源特指１６～６４
岁年龄组的人口。

１．重庆劳动力资源现状与特点
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重庆市劳

动力资源总量为２０１４．０９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
６９．８％，低于全国７３．１％的平均水平 ３．３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劳动力资源１１５０．５３万人，占全市劳动力
资源比重为５７．１％，这一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４．３
个百分点；乡村劳动力资源 ８６３．５６万人，所占比重
为４２．９％。城镇劳动力资源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
７５．２％，乡村劳动力资源占乡村常住人口比重为
６３．７％，城镇高于乡村１１．５个百分点。

（１）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年龄结构
重庆市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②为３９．６５岁，其中

城镇地区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为 ３８．０６岁，乡村地
区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为 ４１．７６岁，乡村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２．１１岁，高于城镇地区 ３．７０岁。２０１０年
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年龄分布为：１６～２４岁组占
１９．５％，２５～３４岁组占１５．０％，３５～４４岁组占２７．８％，
４５～５４岁组占１８．６％，５５～６４岁组占１９．１％。可见
３５～５４岁年龄段劳动力资源最为密集，所占比重占
总量的近五成。

（２）重庆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结构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９．３年，低于沿海发达省市；同时，城
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距。劳

动力资源中的文盲和半文盲率，城镇低于０．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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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动力资源可分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非经济活动人口包含在校学生和不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

等；而经济活动人口即通常所说的劳动力，包含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

平均年龄是根据各年龄组人数或比重所计算的、反映某一人群的代表性年龄水平的指标（Ｍｅａｎａｇｅ）。平均年龄的数值取
决于该人群最高年龄的水平和各年龄组人数的比重，通常以算术平均数公式计算，即：平均年龄＝（各年龄组的组中值×各年龄
组人数）之和／人口总数。



乡村为３．８％；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人口的比重，城镇已达７６．８％，接近全国发达城市
水平，而乡村只有１０．０％。

图１　重庆市２０１０年劳动力资源年龄金字塔
资料来源：重庆市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①

表１　重庆２０１０年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的城乡比较／％

受教育程度 全　市 城　镇 乡　村

文盲、半文盲 ２．２ ０．１ ３．８

小　学 ２８．２ ３．５ ４３．２

初　中 ４０．３ １９．５ ４３．０

高　中 １７．４ ６０．９ ８．０

大　专 ６．６ ８．２ １．４

本科及以上 ５．３ ７．７ ０．６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９．３ １１．７ ７．７

　　资料来源：重庆市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３）重庆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
与重庆“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经济格局相对

应，重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据主体地位。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就业人

口６２１．２９万人（占４０．３％），第二产业就业人口３５１．
８６万人（占２２．９％），第三产业就业人口５６６．８０万人
（占３６．８％）。

从行业分布看，在国民经济 １９个行业②中，
２０１０年重庆就业人口较多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
“农、林、牧、渔业”占 ４０．３％，“制造业”占 １１．０％，
“建筑业”占９．８％，“批发和零售业”占９．０％，“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８．６％。这五个行业合计占总
就业人口的７８．７％，其余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均
低于５．５％。因此，目前重庆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以
上五个行业。

从职业分布看，在８个职业大类中③，重庆２０１０
年的“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所占比重最大，

为５０．１％，远远高于其他职业就业人员；其次是“生
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和“商业、服务

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１９．１％和１７．９％。若将不包
括“军人”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的就业人

员，按从事智力型④和体力型⑤职业进行划分，重庆

就业人口中从事智力型职业的比重较低，占１２．８％；
而从事体力型职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较高，占８７．２％。

２．重庆劳动力资源变化情况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重庆劳动力

资源总量为２０１４．０９人，比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９５．７８万人
增加了１１８．３１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也 ２０００年
的６６．６％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９．８％，１０年增加了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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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年龄金字塔是表示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条形统计图，又称人口金字塔。图的纵轴表示年龄，并按年龄递

增顺序自下而上等距排列。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国民经济分２０个行业，其中的国际组织行业在重庆为０，所以称
１９个行业，下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８个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

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我们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列入脑力劳动者的范

畴，即职业大类１～３，下同。
我们将“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入体力劳动者的范

畴，即职业大类４～６，下同。



个百分点。但是，２０１０年重庆的劳动力参与率①仅
为７６．３％，比 ２０００年的 ８８．４％下降了 １２．１个百
分点。

２０１０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比２０００年上
升了１．２岁。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合理与否将影响
未来１０年、甚至２０年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数据显
示，２０１０年，重庆劳动力资源１６～３４岁年轻组人数
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９４．２６万人，比重下降了７．２个百分
点；３５～５４岁中年组劳动资源人数增加９９．５１万人，
比重增２．４个百分点；５５～６４岁老年组劳动力资源
增速最快，１０年增加１１３．０９万人，比重上升 ４．８个
百分点。老年组劳动力资源比重上升，占近１／５的
比重；年轻组劳动力资源比重下降，所占比例不足４
成，这将影响未来劳动力资源市场的供给。

３．重庆就业人口转移的基本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是重庆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经济结构经历调整升级的重要转变时期，也是人口

快速流动时期，就业人口在城乡间、各种所有制之

间、各产业（行业）和职业间转移速度加快。

（１）重庆就业人口城乡转移特征
２０１０年重庆市城镇就业人口为７３３．７０万人，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０４．７３万人，增长３８．７％；乡村就业人
口为８０６．２５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３２５．９４万人，下降
２８．８％。从分城乡的就业人口比重来看，城镇就业
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由 ３１．８％上升到
４７．６％，上升了１５．８个百分点，乡村就业人口所占比
重由６８．２％下降到 ５２．４％。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乡
村就业人口减少，乡村就业人口向城镇转移是这段

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２）重庆就业人口产业转移特征
１０年来，重庆第二产业强势崛起，第三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

产业转移。据“六普”长表数据推算，２０１０年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总量减少了２９９．６３
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１５．１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了６１．６３万人，占全市就
业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５．３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
人口增加了１１６．７９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上
升了９．７个百分点。通过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之
间的转移，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构成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５５．４∶１７．５∶２７．１演变为 ２０１０年的 ４０．３∶２２．８∶
３６．８。

表２　重庆市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的构成

产　业
就业人口

２０００年／万人 ２０１０年／万人 增减率／％

占就业人口的比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第一产业 ９２０．９２ ６２１．２９ －３２．５ ５５．４ ４０．３

第二产业 ２９０．２３ ３５１．８６ ２１．２ １７．５ ２２．８

第三产业 ４５０．０１ ５６６．８０ ２６．０ ２７．１ ３６．８

合　计 １６６１．１６ １５３９．９５ －７．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重庆市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３）重庆就业人口行业转移特征
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重庆“农、林、牧、渔业”

就业人口减少２９９．６３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
下降了１５．１个百分点。其余１８个行业就业人口增
加，就业人口数量增加最多的是“建筑业”，其次是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这三个

行业的就业人口分别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３８．７万、２２．８
万和２２．６万人。就业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行
业是“房地产业”“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分别增长１９１．４５、６９．２７和５８．０４个百

１５

钟瑶奇，米清奎：重庆中长期劳动力变动及供需预测与启示

①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

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

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

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分点。

（４）重庆就业人口职业转移特征
重庆就业人口中，除“农、林、牧、渔、水利业生

产人员”人数减少、比重下降外，其余职业人数增

加、比重上升。“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

就业人口的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２．７％下降到２０１０年
的５０．１％，下降２２．６个百分点；而“商业、服务业人
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７．９％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９％，上升了１０个百分点。

４．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特征
２０１０年重庆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 ２０１４．０９万

人，就业人口为１５３９．９５万人，就业人口占劳动力资
源的７６．５％，减去１６～６４岁非经济活动人口和扣除
６５岁以上仍然工作人口，全市有７８．５９万人的劳动
力资源得不到利用，这一方面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

费，另一方面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总体上看，重庆劳动力资源比重较低；从城乡

分布看，城镇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比例高于乡村地

区，“一小时经济圈”高于“两翼”地区；从年龄结构

看，乡村劳动力老年化现象更为突出；从文化结构

看，平均文化程度较低，仅为初中，且平均受教育年

限城乡差异明显；从就业人口分布看，４０％左右的劳
动力集中在第一产业，在除去“农、林、牧、渔业”后

剩下的１８大行业中“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和
零售业”就业人员占主体地位，体力劳动人口高于

脑力劳动人口７４．４个百分点。
从演变趋势看，重庆劳动力资源十年时间净增

１００多万，但劳动参与率却下降了１２．１个百分点；就
业人口锐减１２１．２１万人，但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有
所上升；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增加了１．２
岁，老化现象不容忽视；就业人口转移呈现四大基

本特征：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第一产业向二、三产

业转移，传统行业向服务性行业转移，体力型职业

向智力型职业转移。

三、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预测

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之一。劳动力资源增长、劳动力供给增加、总人

口抚养比的下降等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贡献（于学

军，２００３；蔡防，２００４）。大量文献研究和人口预测
分析表明：现代人口学有关未来时期劳动年龄人口

（１５～６４岁）以及劳动力的分析与预测技术、分析程

式均已得到广泛认可。即基于人口年龄移算，考虑

迁移和城市化等的影响，可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劳

动年龄人口及其变动趋势；再考虑到劳动参与率、

死亡率、退休等影响因素，可以科学分析未来时期

分城乡、区域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国

内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生育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和

需求之间矛盾的阶段性，提出促进人口、经济持续

发展的政策（齐明珠，２０１０），有的学者则通过劳动
参与率预测分析未来劳动力的供给（王金营 等，

２００６）。
就一个具体的区域来说，劳动力的供给量主要

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总人口的规模、结构及其

增长态势，这是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基础；第二是劳

动力资源的劳动参与率，即扣除了无就业意愿后的

劳动力资源与全部劳动力资源之比。在总人口变

化态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决定了最终

的劳动力实际供给量。因此，本研究对重庆劳动力

供给预测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采用人口学的分要素

预测方法，计算出分年度的总人口规模和分年龄性

别的人口数，从而可以得到各年的劳动力资源规

模；二是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和影响因素确定各

年度的劳动参与率，进而预测各年度最终的劳动力

实际供给规模。本文的预测期间为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年。

１．重庆劳动力资源预测
本研究采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提供

《国际人口预测软件（ＰＡＤＩＳ—ＩＮＴ）》作为预测工
具，在给出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以及基年的分年

龄性别人口后，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生育水平、死亡

水平和净迁移模式的选择或者给定的模式，通过模

型运行得到预测各年的总人口规模和分年龄性别

的人口数。预测使用的基础数据是２０１０年重庆市
人口普查数据的分年龄性别人口。

（１）参数设定与预测方案
第一，总和生育率。２０１０年重庆市的总和生育

率为１．３８，随着双独子女父母的增加以及流动人口
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加大，预计重庆市的总和生育率

还有可能略有上升。为了本研究的需要，我们假定

了三种生育率水平：一是假定２０１０年总和生育率为
１．８，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０的水平；二是假定２０１０年总
和生育率为１．４，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１．５的水平；三是假
定２０１０年总和生育率为１．０，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１．４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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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死亡水平。死亡水平主要是预期寿命的

参数设定，预期寿命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根据联

合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型①中的“中速”，给出今

后重庆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

第三，净迁移率。重庆是人口净流出地区，从

２００５开始，重庆市常住人口开始增长，从常住人口
近年来的增长数量来看，大大超出了自然增长的人

口，因此可以说，重庆市净流出人口不会再继续增

加，而且随着重庆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城市地位的

提升，外来人口也在逐年增长。有关研究表明，未

来重庆市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将是继续增长。但

人口迁移也受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本课题的需要，

并结合以上因素，给出未来有迁移和没有迁移两种

假设方案如下：一是假定未来净迁移率男性为６‰，
女为５‰，迁移模式以第六次人口普查迁移人口的
年龄性别为参照方案；二是假定未来没有迁移。

第四，出生婴儿性别比。２０１０年，重庆市出生
婴儿性别比为１１２．５，由于出人口的性别比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出生婴儿性别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假定

出生婴儿性别比到２０３０年达到正常范围内的１０８。
根据上面所给的假设，得出６种预测方案组合

（表３）。在预测中，主要考虑生育水平和迁移水平，
其他诸如死亡水平、婴儿性别比、迁移模式等在各

方案中按假定条件保持不变。

表３　预测方案组合与选定与组合

方　案 有迁移１ 没有迁移２

生育水平１ 方案１１ 方案２１

生育水平２ 方案１２ 方案２２

生育水平３ 方案１３ 方案２３

（２）预测结果分析
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观察：一是在迁移状况下

（表４和图２），每年将迁移１６万人左右，受迁移的
影响，总人口出现绝对的增长，这与重庆市近年来

常住人口增长的趋势是一致的。二是在没有迁移，

即净迁移为零的情况下（表４和图３），未来重庆的
人口规模会出现绝对的下降，从而意味着劳动力的

供给也会出现绝对的下降，无论总和生育率怎样调

整，都难以改变这一趋势。

表４　各种方案预测人口规模情况／万人

方案
有迁移

１１ １２ １３
没有迁移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０１０年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８８４．６２

２０１５年 ３０３７．１２ ２９９６．０４ ２９５７．０３ ２９５２．８５ ２９１３．１６ ２８７５．４６

２０２０年 ３１９１．５８ ３１０６．６８ ３０３１．４５ ３０１０．１５ ２９３１．４１ ２８６１．５１

２０２５年 ３３３１．４６ ３２０３．１９ ３０９７．２２ ３０４２．４１ ２９２８．０２ ２８３３．１８

２０３０年 ３４５６．７６ ３２８５．１１ ３１５３．３６ ３０５１．４４ ２９０４．１５ ２７９０．４１

　　由于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以劳动力资源
人口为主②，从表５可以看出，在有迁移和没有迁移
两种预测的情况下，０～１４岁人口比重的差距不大，
而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有迁移明显大于没有迁移，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有迁移明显低于没有迁移。即未来

如果没有迁移，重庆的老龄化程度将更快，但不论

是哪种方案的预测结果都表明，重庆市老龄化程度

都较高。

模型运行结果显示，在方案二的各种生育假定

下，重庆劳动力资源的比重无一例外全部呈现下降

趋势。重庆劳动力资源比重受人口迁移的影响较

大，没有迁移的情况下，最低的高方案预测２０３０年
仅为６１．５％，比有迁移的６３．０％低１．５个百分点。为
了简明起见，我们选择１２和２２两种方案，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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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根据世界各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按照平均预期寿命初始水平划分每５年的增量，分了五种增长速度，即：
非常快、快速、中速、慢速、非常慢。

２０１０年重庆市１６～６４岁迁移人口占迁移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８８％。



图２　有迁移状况下重庆预测总人口变动趋势

图３　没有迁移状况下重庆市预测总人口变动趋势

表５　各方案预测的重庆人口年龄结构／％

方案 年份
没有迁移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有迁移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低方案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０年

１４．３４

１２．９２

１１．４７

１１．９３

７１．１７

６８．８２

６９．１８

６５．８４

１４．４９

１８．２６

１９．３５

２２．２４

１４．２２

１２．８６

１１．６３

１２．２１

７１．５９

６９．６５

７０．２２

６７．４０

１４．１９

１７．４９

１８．１５

２０．３９

中方案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０年

１５．４５

１５．００

１４．３４

１４．０９

７０．２５

６７．１８

６６．９４

６４．５４

１４．３０

１７．８２

１８．７２

２１．３６

１５．３２

１４．９１

１４．４３

１４．３５

７０．６７

６８．０２

６８．０１

６６．０６

１４．００

１７．０６

１７．５６

１９．５８

高方案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０年

１６．５８

１７．２２

１７．５６

１６．９５

６９．３１

６５．４２

６４．４２

６２．７１

１４．１１

１７．３６

１８．０２

２０．３３

１６．４５

１７．１２

１７．５９

１７．２０

６９．７３

６６．２７

６５．５２

６４．１７

１３．８２

１６．６１

１６．８９

１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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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迁移不同情况下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变化情况（表

６）：方案２２的劳动力资源的绝对规模从２０１５年开
始呈现下降趋势；而方案 １２的劳动力资源比重虽
然下降，但是绝对规模却呈现了先增加后下降再增

加的趋势。显然，方案１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
表现为劳动力资源规模不大但比重却较大，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人口红利，同时又不至于引

起劳动力资源的短缺或者供给过大。

表６　不同方案下重庆１６～６４岁人口规模及比重

年份
方案１２

１６～６４岁人口／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方案２２

１６～６４岁人口／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８．９４ ６９．６４ ２００８．９４ ６９．６４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８６．２９ ６９．６３ ２０１５．８７ ６９．２０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８０．６８ ６６．９７ １９３７．７６ ６６．１０

２０２５年 ２１５１．７１ ６７．１７ １９３４．５０ ６６．０７

２０３０年 ２１３９．２１ ６５．１２ １８４６．１６ ６３．５７

２．重庆劳动力实际供给规模预测
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参与率从 ２０００年起一

直呈下降趋势，从 ８８．４％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７６．３％。
目前，重庆市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处在了一个较为实

际的水平上，未来劳动参与率变动主要受人口老龄

化、人口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变动情

况等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和本课题需要，我

们对重庆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参与率给出了三种假

定：一是假定劳动参与率保持２０１０年的水平不变，
为７６％；二是假定劳动参与率逐步上升，从２０１０年
的７６％到 ２０３０年的 ８３％；假定劳动参与率逐渐下
降，从２０１０年的７６％到２０３０年的７０％。我们选择
上述总人口预测的 １２方案，三种劳动力参与率假
定下重庆未来劳动力实际供给量见表７。

表７　在方案１２下重庆市未来劳动力实际

供给规模预测／万人

年份
劳动参与

率假定１
劳动参与

率假定２
劳动参与

率假定３

２０１０年 １５２６．７９ １５２６．７９ １５２６．７９

２０１５年 １５８５．５８ １６０６．４４ １５５４．２９

２０２０年 １５８１．３２ １６２２．９３ １５１８．９０

２０２５年 １６３５．３０ １７１５．９９ １５３８．４７

２０３０年 １６２５．８０ １７７５．５４ １４９７．４５

通过不同方案预测，我们发现，如果在没有迁

移的情况下，生育水平对重庆的人口规模的影响不

大，未来重庆市总人口会出现绝对减少，从而意味

着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出现绝对下降，将会出现劳动

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未来人口迁移（回流）对重

庆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不论人口规模如何变化，

劳动力资源所占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保持劳动

参与率固定不变，未来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必将下

降，如果保持劳动力参与率逐渐增长，未来重庆市

劳动力人口规模也将逐渐增加；但不论哪种情况，

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情况都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逐渐到来。

四、未来重庆劳动力需求预测

经济发展总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以及政策

制度环境等都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文献检

索发现，劳动经济学等有关就业需求的量化分析或

预测方法很多，对数据要求也不一样。大体上有就

业弹性法、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投入产出法和可计

算的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等方法。总体上看：就业
弹性系数法计算简单，对数据要求少，但准确性较

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但对数

据要求高；投入产出法对数据有一定要求，可以分行

业模拟就业效果，但无法对动态变化进行分析；而可

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要求数据量非常大（王德文

等，２０１０），分析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对未来重庆劳动
力需求情况进行预测，我们主要采用回归方法和就业

弹性系数两种方法，通过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相互印

证对照，力图使预测结果更加趋于科学。

５５

钟瑶奇，米清奎：重庆中长期劳动力变动及供需预测与启示



１．回归方法预测
回归方法是根据社会经济增长的走向，选择国

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生产总额或其他相关经济

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与劳动力的需求量之间建立统

计模型进行预测。基于科学、简单、实用及易于掌

握的原则，我们主要根据分产业的就业人口和 ＧＤＰ
之间的关系来进行预测。

表８　重庆不同产业就业人口与ＧＤＰ变动状况

年份
ＧＤＰ／亿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就业人口／万人

一产 二产 三产

２００３年 ３３９．０６ １１３５．３１ １０８１．３５ ７４２．９０ ２８０．８３ ４７６．２６
２００４年 ４２８．０５ １３７６．９１ １２２９．６２ ７０４．２２ ２８０．７３ ４８６．３９
２００５年 ４６３．４０ １５６４．００ １４４０．３２ ６７８．３２ ２８３．０８ ４９４．９０
２００６年 ３８６．３８ １８７１．６５ １６４９．２０ ６６４．３５ ２８６．４６ ５０３．９６
２００７年 ４８２．３９ ２３６８．５３ １８２５．２１ ６５８．５２ ２９４．４３ ５１５．９２
２００８年 ５７５．４０ ３０５７．７８ ２１６０．４８ ６５２．１９ ３０７．６６ ５３２．５８
２００９年 ６０６．８０ ３４４８．７７ ２４７４．４４ ６３８．０８ ３２６．０４ ５４８．８８

２０１０年 ６８５．３８ ４３５９．１２ ２８８１．０８ ６２１．２９ ３５１．８６ ５６６．８０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

　　由于农村劳动力一直在向非农部门转移，第
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求缺口只能由第一产业的

劳动力转移来填补，使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持续减

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迅速增加。因此我

们在研究就业人口总数时，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分别

进行测算，然后加总计算重庆市的劳动力需求数量。

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数据①，建立预测方程：
第一产业总劳动力需求量预测方程：

Ｌ１＝１５５０－１４２．３６ＬｎＹ１
第二产业总劳动力需求量预测方程：

Ｌ２＝－８２．７２＋４９．９９ＬｎＹ２
第三产业总劳动力需求量预测方程：

Ｌ３＝－１７０．１８＋９１．８４ＬｎＹ３
总劳动力需求量为：Ｌ＝Ｌ１＋Ｌ２＋Ｌ３
结合重庆市近年来平均ＧＤＰ增速，我们假定未

来重庆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 ８％、１０％和 １２．５％，分
别作为低增长方案、中增长方案和高增长方案。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重庆三次产业速度增长与总的 ＧＤＰ
增长速度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３０、

１．４８１和 ０．８７０。由于重庆的大农村现状，并且在
“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第一产业 ＧＤＰ
对未来ＧＤＰ的增速的影响有可能提高，而工业发展
也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同时参考全国水平②，

我们将一、二和三产业的系数调整为 ０．４３、１．２８和
０．８７，进而可得出重庆市分产业 ＧＤＰ增长率的估计
值（表９）。根据上面的假设方案，可预测重庆未来
劳动力需求总量如表１０。

表９　重庆市分产业ＧＤＰ增长率预测／％

产业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一产业 ５．３８ ４．３０ ３．４４

二产业 １６．００ １２．８０ １０．２４

三产业 １０．８８ ８．７０ ６．９６

２．就业弹性系数③方法预测

预测模型如下：Ｌ＝Ｌ０×（１＋Ｘ）
ｎ，其中：Ｘ＝Ｅ×

Ｚ。Ｌ表示预测年份就业人口数，Ｌ０表示基期就业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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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选用２００３年以来的数据，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越接近于当前的数据，对未来影响越大；二是２００３年以前，处于国企改
革期间，就业数据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参见《人口与劳动绿皮书（２０１１）》第１６０页，全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二、三产业增长与总ＧＤＰ增长的关系系数分别为１．４８６
和０．９８５。

就业弹性系数是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经济含义是：经济每增长１％，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
分点。



人口数，Ｘ为就业人口增长率，ｎ表示年份，Ｅ为就
业弹性，Ｚ为ＧＤＰ增长率。

表１０　不同方案下预测的重庆劳动力需求／万人

年份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２０１０年 １５３９．９５ １５３９．９５ １５３９．９５

２０１５年 １５６５．１８ １５５６．３９ １５４９．１４

２０２０年 １６１２．４１ １５９４．８３ １５８０．３２

２０２５年 １６５９．６４ １６３３．２７ １６１１．５１

２０３０年
２０３０年较２０１０年增长

１７０６．８７
１６６．９２

１６７１．７１
１３１．７６

１６４２．７０
１０２．７５

增长率／％ １０．８４ ８．５６ ６．６７

根据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就业人口数据和 ＧＤＰ的增
长率，计算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分产业的就业人口的平均
增长率和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得出一、二、三产业的
就业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４８、０．１３和０．４０。由于就业
弹性系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我们根据经济发展到一定

水平并参照相关研究将就业弹性做适当的调整①（见

表１１）。以２０１０年重庆市就业人口的分产业数据为
基础，采用以上的预测模型，分三次产业进行预测（见

表１２），同时可预测总就业人口需求量（表１３）。
运用就业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的结果与回归方

法有所差别。原因在于两种预测方法的预测前提

不同，依据的基本数据也不同。根据重庆市经济发

展的实际情况，就业弹性系数的方法对劳动力需求

量的预测结果比较符合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况，回归方法预测的结果可供参考印证。

表１１　重庆市调整后的分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假定／％

产　业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０年

一产业 －０．４８ －０．４５ －０．４２ －０．４０

二产业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２５

三产业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３０

表１２　重庆市分产业就业人口需求量预测／万人

年份
高方案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中方案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低方案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２０１０年 ６２１．２９ ３５１．８６ ５６６．８０ ６２１．２９ ３５１．８６ ５６６．８０ ６２１．２９ ３５１．８６ ５６６．８０

２０１５年 ５４９．７０ ４２１．５５ ６４８．１５ ５６３．４６ ４０６．７９ ６３１．１８ ５７４．６７ ３９５．２９ ６１７．８６

２０２０年 ４９０．３９ ５２０．８４ ７５３．０４ ５１４．３９ ４８２．１３ ７１１．９０ ５３４．３４ ４５３．０５ ６８０．４６

２０２５年 ４４１．１１ ６６３．５７ ８８８．８６ ４７２．６８ ５８５．７４ ８１３．２４ ４９９．４４ ５２９．７１ ７５７．１１

２０３０年 ４０２．２６ ７７０．９７ １０７７．１７ ４３９．１３ ６６０．６４ ９４８．９１ ４７０．９２ ５８３．３５ ８５６．８９

增长率／％ －３５．３ １１９．１ ９０．０ －２９．３ ８７．８ ６７．４ －２４．２ ６５．８ ５１．２

年均增速／％ －２．１ ４．０ ３．３ －１．７ ３．２ ２．６ －１．４ ２．６ ２．１

表１３　重庆市就业人口需求量预测／万人

年份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２０１０年 １５３９．９５ １５３９．９５ １５３９．９５
２０１５年 １６１９．４０ １６０１．４４ １５８７．８２
２０２０年 １７６４．２７ １７０８．４２ １６６７．８５
２０２５年 １９９３．５３ １８７１．６６ １７８６．２７
２０３０年 ２２５０．４０ ２０４８．６８ １９１１．１６

２０３０年较２０１０年增长 ７１０．４５ ５０８．７３ ３７１．２１
增长率／％ ４６．１ ３３．０ ２４．１

通过用不同方法对劳动力需求的预测结果显

示，未来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

求量在逐渐增加。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第

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人口已不

能满足第二、第三产业对就业人口的需求。根据预

测中方案，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以年均１．７％的速度下
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以年均３．２％和２．６％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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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人口与劳动绿皮书（２０１１）》第１５５页，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２００３年以来平均值为－０．６４，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一
直保持在０．２５～０．６之间（平均值为０．４１），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在０．１～０．５５之间（平均值为０．３２）。而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受国
企改革的影响，第二产业弹性较低，参考全国平均水平并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作假设调整。



速度增加。随着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劳动力供给

在２０１５年以后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再加上工
资率、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间

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重庆劳动力资源的现实问题
从对重庆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以及

对未来重庆劳动力资源的预测来看，重庆市劳动力

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如不加重视，将对

今后重庆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１）劳动力资源占比低，区域分布呈现明显
差异

“六普”数据显示，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总量占常

住人口总量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主要

分布在主城区以及一小时经济圈，乡村、两翼地区

劳动力资源占比较低。由于长期以来重庆农村劳

动力大量外出，导致留在本地的劳动力数量减少。

虽然近几年因重庆经济迅猛发展，外出返乡的人员

以及外来人口有所增加，但常住人口大大低于户籍

人口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

在外打工，为流入地创造价值，将老人和小孩留在

家乡，这对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

（２）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乡村、农业更甚
数据显示重庆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堪忧，平均

年龄偏大。３５～５４岁年龄段劳动力资源所占比重
达４６．４％，１６～３４岁年龄段的劳动力资源占比只有
３４．５％；劳动力整体的平均年龄达３９．６５岁。中年人
多，青年人少，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相适

应，如正在快速发展的电子产品制造业，招工要求

大多是３０岁以下的青年人。重庆劳动力人口平均
年龄１０年时间上升了１．２岁，劳动力资源老化现状
不容忽视。乡村地区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

动力年龄老化的状况比城镇更为突出。

（３）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
２０１０年重庆市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９．３年，只有初中水平，低于沿海发达省市；初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达７０．７％，超过了劳动
力总数的三分之二。城乡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

存在明显差距，城镇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乡村

３．９５年，基本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农村人口比重大
拉低了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

又限制了其职业的选择，也会影响其职业发展前景

和收入水平。

（４）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大，体力型职业比

重高

无论是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数据还是职业分

布数据，均显示重庆市第一产业仍聚集着庞大的劳

动力人口。虽然经过了２０多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但由于重庆农村面积大、农村中高龄劳

动力多、地形山高坡陡、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第一产

业就业人口仍有 ６２１．２９万人。第一产业聚集了数
量最多的劳动力，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又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导致重庆从事智力型职

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低，全市体力劳动人口高于脑力

劳动人口 ７４．４个百分点。这也说明目前重庆的产
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结构处于较低水平。

（５）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造成的失业问题不
容忽视

目前重庆市劳动力供需之间仍有近８０万的缺
口，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在不少企业面临招工难

的同时，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数据表

明２０１０年重庆市有 ７８．５９万人的劳动力资源得不
到利用，其中男性占剩余劳动力总数的 ６４．５％。这
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这部分有劳动能

力、有工作愿望的人找不到工作，必然影响其个人

及家庭的生活，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６）劳动力规模下降趋势难以逆转
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持续

的低生育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逐渐枯竭，如果

没有外来人口迁移，重庆未来劳动力供给将会出现

绝对下降。通过对未来重庆市劳动力供给的预测

数据可以看到，由于受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

人口迁移、“刘易斯拐点”到来等因素的影响，未来

重庆市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劳动力供

给的短缺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到来。一

个地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从“绝对过剩”到“相对短

缺”再到“绝对短缺”，将会对产业发展、经济结构产

生重大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对那些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

２．重庆改善劳动力资源状况对策建议
（１）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变输出为引入
多年来，重庆由于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多，农

业劳动力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巨大，政

府一直鼓励并帮助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劳动

力转移也以对外输出为主。但现在形势已发生了

变化，由于产业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加

上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如何留住本地外出打

工的劳动力并吸引其它地区的劳动力来重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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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当务之急。

要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转移农村

劳动力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目前，重庆

要把目标定位在从劳务输出大市逐渐变成劳务输

入大市上，并因此调整人口迁移政策。

（２）加快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步伐
对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预测显示，随

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枯竭，未来重庆劳动力的供给

会出现绝对下降，甚至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因

此，劳动力短缺，工资上升，企业人力资本上涨，是

难以避免的。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是非常

不利的，尤其是那些处于产业链末端、利润微薄的

制造业。要应对这一点，就必须未雨绸缪，加快产

业升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３）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减少农业劳动力
数量

要增加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就必须减少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目前重庆第一产业劳动

力占比太大，这与重庆大部分地区山高坡陡、农业

生产技术落后、实行机械化耕作难度大、农业生产

劳动强度大、同样的耕地面积需要的劳动力要比平

原地区多等原因有直接关系。要减少农业所需劳

动力的数量，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必须加

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首先必须研究在重庆这样的丘陵山区实施农

业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平原地区的大机械耕作

是不适合重庆实际的，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

模式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也是明显的；要在耕地多

为梯田坡地的地区实施农业现代化，农产品、耕作

技术、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都必须有所变化。

（４）建立统筹城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
体系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是多方面、

多层次的，既需要高学历、高技术的高精尖人才，也

需要普通劳动者。但目前重庆市劳动力整体受教

育程度低，初中学历的所占比重太大。无论从产业

升级还是快速城市化的需求来看，都是不符合要求

的。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

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新生

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主要是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的

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义务教育阶

段免除农村孩子全部的学费、杂费和书本费，高中

阶段政府补贴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学杂费。二是

大力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加强对高级技能人才的

宣传，积极引导家长和学生转变观念进入职业学校

学习；出台政策鼓励重庆的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兴

办职业教育，扶持帮助一些基础较好的中专、技校

做大做强；用３—１０年的时间，在全市打造几个师资
强、设备精、牌子响、成规模的现代职业教育基地。

三是大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技术

培训。要根据重庆未来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需

求开办相应的技术培训，引进一些国内外的师资

强、口碑好的培训机构，支持鼓励一些大中型企业

兴办职业技术培训。

（５）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
我国多年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人口

过快增长、控制人口总量、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年

龄结构老化、抚养比上升等。重庆“六普”人口数据

揭示：近５年来常住人口总量增长不大，户籍人口增
长惯性消失殆尽。若未来仍延续当前低生育率水

平，势必影响劳动力的规模和结构，根据经济与人

口发展趋势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已成当务之

急。重庆可加强“六普”人口数据信息开发，通过调

研获取各阶层人群真实的生育意愿，结合区域人口

发展进程，适时、适度放松合法生育“二孩”的条件，

促进人口系统均衡发展。

３．基本结论与启示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可以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状

况和演变趋势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由于工业化、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３０年多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部分区域农村剩余劳动

力已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从“供

过于求”走向结构性的“供不应求”是目前我国劳动

力供需演变的基本趋势；目前影响我国区域人口规

模的因素中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迁移流动

的影响越来越大。

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的发展趋势对区域内产业

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

构升级产生倒逼作用。一方面，由于人口迁移对区

域劳动力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人力资源竞争

的加剧，各地区都会制定有吸引力的人口迁移政策

使其在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过去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经在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生育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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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已显现出对未来劳动力资源供

给的不利影响，应考虑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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