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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建立了三部门的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型, 利用指数增长模型进行中国未来劳动力产业分布

的预测, 估算出大约到 2033年中国可以完成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并

通过就业弹性的敏感度分析, 得出剩余劳动力完成转移所需时间对第三产业有效就业弹性的变化更为

敏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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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abor force gradient transfer model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established in the paper,

utilizing the Exponential Growth Model, the paper forecasts the labor forc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three

industries , and estimates that Chinaps surplus labor transfer from the primary industry 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 iary industries would be accomplished by 2033.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sensitivity of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t ime needed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rplus labor transfer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effective employment elast icity of employ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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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和转移, 既是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 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推动力。根据配第 ) 克拉克定律,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 就业人口会逐步由第一产业通过第二产

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推动了经济总量和效益的不

断提升。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的转移结构, 对于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经济走向, 制定相应经济和劳

动政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 目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也在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战略转移。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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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农村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农民生活明显改善, 农村贫困人口迅速大

量减少。但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长期以来, 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

村, 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全国农村人口 8亿多, 农村劳动力4118
亿, 3112亿多为农业劳动力, 而大部分又为剩余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越来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改善劳动力利用状

况, 还可以促进输入地经济的发展, 填补城市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丰富城市的行业构成和就业

结构的多样化, 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于合理
[1~ 5]
。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 50年代中期,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 Lewis) 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
[ 6]
。他认

为, 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从农业中吸收廉价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借以替代资本而实现其发

展, 并最终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同质的现代经济转换。但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经济论的结

论适用于所有国家,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经济的发展
[ 7]
。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 (Todaro) 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指出城市里的高工资并不一定

能够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8]
。农民在做出迁移决策的时候, 需要在高收入和可能面临的失

业之间进行权衡。对于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该模型只考虑了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 而没有将城

镇生活成本计算在内。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制度约束的减少, 中国农村出现了大

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现象
[ 9]
。但农村劳动力所面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

从事那些 /险、难、脏0 的非正规部门工作。黑尔 ( Hare)
[ 10]
根据调研数据, 按照农村劳动力就

业人数的多少依次为: 建筑业、制造业、采矿业、饮食服务业、商业等。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

数据, 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等三类职业就业总计超过 75% ¹。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在剩余劳动力转

移完毕之前, 经济都将以较为高速的稳定模式进行发展
[ 11~ 13]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 已成

为世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 从劳动力角度, 通过判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时间, 可以判断出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 /拐点0, 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帮助。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其使用的估算方法和估算结

果均不尽相同。王诚
[ 14]
估算出农村的隐性失业者为 1138亿, 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Rawski)

[ 15]

估计的是 /接近或可能超过 1亿0。王红玲 [16]
从生产函数入手, 估算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

1117亿。侯风云[ 17]
认为只要农业就业收入小于农村第二、三产业及城市就业收入, 农业劳动力

就会向其他产业或地区迁移, 并据此估计 1999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 3107亿。谢培秀 [ 18]
根据

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 估算出 2000年, 在考虑和不考虑边缘性劳动力的情况

下,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分别约为 14388万和 5683万。赵万江和薛俊丽
[19]
利用指数增长模

型, 估算出按照 2000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 要完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 48年时间。但该模

型是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一个部门来考虑的, 这就忽视了其就业弹性的差别。本文考虑了

不同产业间有效就业弹性的差异, 建立了三部门间的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型, 使得结果更加符合实

际经济状况。

三、三部门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型的建立

为了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本文引入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梯度转移模式。农村劳

动力的梯度转移指的是农村劳动力按照一定的产业梯度 (低级 ) 高级, 劳动密集型 ) 资本、技术
密集型) 和区位梯度 (农村 ) 小城镇 ) 中小城市 ) 大城市 ) 城乡一体化) , 有步骤、有重点地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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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转移。农村劳动力梯度转移的动力机制: 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农村中产生了边际生产率为

零或负的素质较低的剩余劳动力, 此即 /推力0; 城镇中的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对素质要求不高的

非农产业的发展, 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 /拉力0。

图1给出了三部门的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式, 由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远大于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数量, 而且考虑的只是某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绝对数量, 因

此可以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存在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

图 1 三部门的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

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 各产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相等。以此定义, 如果第一产

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出, 就认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据此, 就可

以得出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方法, 即首先估计出如果按照第二、三产业的边际产出进行生

产, 实现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第一产业中实际就业人数超过所需劳动力规模的部

分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
[ 20]
。

根据 2005年的有关统计资料估算的我国剩余劳动力规模如表 1所示。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劳

动力约33970万人, 而按二、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计算, 所需劳动力仅为 585312万人, 因此

2005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 2811618万人。
表 1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 2005年)

实际劳动力

万人

增加值

亿元

每个劳动力产出

万元/人

按二、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计算所需劳动力  万人
剩余劳动力

万人

第一产业 33970 2307014 0168 585312 2811618

第二产业 18084 8704617 4181 - -

第三产业 23771 7296717 3107 - -

二、三产业合计 41855 16001414 3194 41907 0

一、二、三产业合计 75825 18308418 2190 4776012 2811618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二) 农业剩余劳动力完成转移的时间

令第 i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为 LRi , 有效就业人数为 LEi (可以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实际就业

人数即为有效就业人数) , 则当有效就业人数增加到与实际就业人数相等时, 即满足式 ( 1) 时,

就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

LE1 + LE2 ( 1+ gE2 )
N
+ LE3 ( 1 + gE3 )

N
= LR ( 1+ gR )

N
( 1)

  其中 gR 为有效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 gEi为第 i 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 假设

经济中不存在失业人口, gR 为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N 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

根据表 1的计算结果, 实际就业人数 LR 为 75825万人, 三次产业的有效就业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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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312万人、18084万人和23771万人, 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gR 可近似地用 2005年的人口自

然增长率来表示, 约为 5189j , 有效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 gEi则可以根据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

产出弹性来估计。

由于从1991年开始第二、三产业的产出弹性开始趋于稳定, 因此用 1991~ 2005年产出弹性

的平均值作为对以后各年产出弹性的估计。根据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计算

的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 (表 2) 表明, 1991~ 2005年我国第二、三产业有效就业的平均产出弹性

分别为0107 ( SD= 01183) 和 0125 ( SD= 01084) , 即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第二、三产业有

效就业分别增加 0107和 0125个百分点。假设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保持近十年的平均水
平11186%和 13178%不变, 则第二、三产业有效就业的增长率 gE2和 gE3分别为 0183%和 3145%。

这样, 根据上面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约为 28。这就是说, 按照目前的劳动

力转移速度, 大约到 2033年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就可以完全被第二、三产业吸收。

表 2 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

年份

第二产业

增加值

亿元

第二产业

增加值增

长率%

第二产业

就业

万人

第二产业

就业增长

率%

第二产业

的产出弹性

第三产业

增加值

亿元

第三产业

增加值增

长率%

第三产业

就业

万人

第三产业

就业增长

率%

第三产业

的产出弹性

1991 910212 17194 14015 1115 0106 739017 24156 12378 3133 0114

1992 1169915 28153 14355 2143 0109 9424 27151 13098 5182 0121

1993 1645414 40164 14965 4125 011 1199212 27125 14163 8113 013

1994 2244514 36141 15312 2132 0106 1628111 35176 15515 9155 0127

1995 2867915 27177 15655 2124 0108 2009413 23142 16880 8180 0138

1996 33835 17198 16203 3150 0119 2345518 16173 17927 6120 0137

1997 37543 10196 16547 2112 0119 2716514 15182 18432 2182 0118

1998 3900412 3189 16600 0132 0108 3078011 13131 18860 2132 0117

1999 4103316 5120 16421 - 1108 - 0121 3409513 10177 19205 1183 0117

2000 4555519 11102 16219 - 1123 - 0111 3894215 14122 19823 3122 0123

2001 4951213 8168 16284 0140 0105 4462617 14160 20228 2104 0114

2002 5389618 8186 15780 - 3110 - 0135 5019713 12148 21090 4126 0134

2003 6243613 15184 16077 1188 0112 5631811 12119 21809 3141 0128

2004 7390413 18137 16920 5124 0129 6501812 15145 23011 5151 0136

2005 8704617 17178 18084 6188 0139 7296717 12123 23771 3130 0127

平均 0107 0125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尽管这一计算还不是很完善, 但是可以肯定我国至少可以保持数十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也

就是说, 在今后数十年里, 劳动力丰富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不会出现全局性的劳动力短缺现

象。经过估算, 大约在 2012年左右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将超过第一产业, 2022年第二产业的就

业人口将超过第一产业。

(三) 有效就业弹性的敏感度分析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 一直假定第二、三产业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是固定不变的, 但从世界

经济中产业结构的长期演化来看, 就业弹性系数变化的轨迹呈现出一条 / U0 型曲线 [ 21]
。在农业

生产占主导的传统社会, 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 就业弹性系数比

较高。随着科技的发展, 第二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早期, 对第一产业剩余劳

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强。但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具有阶段性, 随着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

级, 技术含量的增加,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当一国经济中第二

产业比重很大时, 就业弹性系数就会下降。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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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 因此就业弹性就高。第二、三产业的有效就业弹性对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时间

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敏感度分析 (表 3)。

表 3  第二、三产业有效就业弹性的敏感度分析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

) 0115 012 0125 013 0135

0103 59 39 29 23 20

0105 56 38 28 23 19

0107 52 36 28 22 19

0109 49 35 27 22 18

0111 46 33 26 21 18

  注: 表格中间的部分表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时间。

敏感度分析结果表明, 当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在 0115~ 0135的范围内变化时, 如果第二产

业的就业弹性保持 0107 (见表 2) 不变, 劳动力转移所需时间最长将为 52年, 最短仅需 19年;

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在 0103~ 0111的范围内变化时, 如果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保持 0125 (见

表2) 不变, 劳动力转移所需时间最长将为 29年, 最短也需 26年。这说明, 农业剩余劳动力完

成转移所需时间对第三产业有效就业弹性的变化更为敏感, 因此有必要加快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

业的结构升级, 从而带动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的提高, 有效缩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时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符合我国的国情, 同时应全面开发第

三产业的就业空间:

11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重点, 保持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充分发挥我国的人

力资源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 把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结合起来, 特

别应该将电子通信及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和服装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兼备的行业作为近期发展的重点。

2. 在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从就业弹性看,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远大于第二产业, 而且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完成转移所需时间的影响也更为

明显。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有利于提高我国就业总弹性,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

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取决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水平,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需求

创造供给、供给又创造需求的关系。所以, 必须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 增强其对国民经济的推动

力, 进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提高就业弹性。

31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了保证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长盛不衰, 不能仅靠少

数知识精英,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转

化, 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科学文化教育。只有提高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和职业技能才能适应

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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