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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劳动力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 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

供给的 /水平效应0 递减, / 垂直效应0 开始显现。结论是广东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人力资本

的二次开发以及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重新发挥。广东的经济增长不能长久依靠人口红利, 必须走依

靠知识、技能等劳动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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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uangdong provinceps labor force supply effe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found that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labor force supply in Guangdongp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decreasing while the vertical effect is emerging.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ransit 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will benef it the redevelopment of Guangdongp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eutilization of its labor force resource

comparat ive advantage. Guangdongp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not rely on population dividend for long, it

should take the a way of promot ing economic growth by improving quality of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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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 /比较优势0 大门, 劳动力持续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 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 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

用
[ 1]
,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早实行地, 劳动力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就更加深远和全面。

不少国内研究对广东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要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宋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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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珠三角地区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外来人口流入对珠三角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刘毅等通

过实证分析得出, 广东人口规模及增速与经济增长呈弱性相关,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呈高度相

关。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 人口增长率下降对经济发展起到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3]
。

周兴对人力资本增长在广东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得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广东经

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 4]
。陈东琪认为,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劳动力结构的变

化和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高, 即老一代劳动力减少, 新一代劳动力增加, 非知识型劳动力退休,

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¹。

以上的研究揭示了广东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投入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广东一直在享受 /人口红
利0。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永远处于劳动力 /无限供给0 状态。同时, 经验表明,

任何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其生存周期不会超过 15年, 因为经济发展会使集群内劳动力工

资快速上涨, 从而失去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是广东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了 30年, 并

且仍有生存空间。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完成前, 即使广东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不存

在, 推动广东经济转型的 /刘易斯拐点0 仍然不能发挥作用。

本文对广东省改革开放 30年来劳动力的供给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把劳动力供给分为

/水平效应0 和 /垂直效应0 的基础上 º , 对劳动力水平方向供给和垂直方向供给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进行了实证测度。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劳动力供给效应对广东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广东劳动力供给与经济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依靠优越的区位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 凭借 /三来一补0 业务, 经济

得到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 30年来, 广东的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供给状况都有了较大变化。

(一) 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就业弹性的演变

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含义是: 经济增长 1%所带来的就业 (劳

动投入) 增长百分比。就业弹性为正时表示经济增长促进就业, 为负时表示经济增长抑制就业。

图1描述了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情况。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增长、就业弹性、劳动投入变化图

数据来源: 根据 2008 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广东省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波动较大, 劳动投入增长率比较平稳。从

总体上看, 广东的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 1318%。劳动力投入呈现持续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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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在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效应的研究中, 把劳动力供给效应分为劳动力供给的 / 水平效应0
和 / 垂直效应0, 本文借鉴了这两个概念。

陈东琪,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 2007年 6月。



年均增长率为 3%左右。就业弹性总体看处于 10%以上, 平均值为 17% , 表示经济增长 1% , 劳

动投入需要增加 17%。分阶段看: 1978~ 1999年,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就业弹性持续增高, 但

还未达到顶峰。劳动投入率稳步增长, 但是处于 3%以下。2000~ 2007年, 经济增长率放慢, 就

业弹性升高并达到顶峰, 劳动投入率也达到顶峰。就业弹性在 2005年达到 39% , 说明经济增长

1% , 劳动投入增长 39%。同时, 2005年前后, 劳动投入率也达到顶峰, 超过 5%。

(二) 劳动力供需结构演变

广东的劳动力需求主要由经济增长的带动而形成, 受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年劳动力需求

增长率在 3%左右。这种状态比较平稳, 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比

较复杂, 按照改革开放的阶段和劳动力的来源地,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在改革开放初期 ( 1978~ 1990年) , 广东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 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

动力。这一阶段劳动力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1978~ 1990年, 广东农转非

比率保持在6%左右, 之后开始下降, 1990~ 2006年, 平均保持在115%左右。
21从 1990到 2007年, 外来劳动力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投入的主要来源。从年末就业人口增加

比来看, 年增长比率在 3% 左右, 主要依靠省外迁入人口。从跨省迁移率来看, 1985 年为

0135j , 1995年为 1109j , 2005年为 3133j。由于全国人口基数庞大, 全国整体二元经济结构

明显, 使得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对于广东单个省份而言, 改革开放前期劳动力处于无限供

给状态。但是随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结束, 广东的劳动力供给也开始出现问题, 2004年珠

三角第一次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瓶颈, 无限供给状态将会结束。

(三) 经济增长与全社会就业结构变化

从经济规模的数字特征来看, 1978~ 2007年广东的 GDP 规模扩张了 167倍, 1979~ 2007年均

经济增长速度为 1318%, 现代部门经历了 30年的高速扩张。其中第二产业规模扩张了 184倍。

第三产业扩张了 306倍, 并且仍有巨大增长潜力, 为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空间。经济的快速发

展促使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2000年广东非农人口占比 3112%, 农业人口占比 6818% ,

到2007年底非农人口占比 52%, 农业人口占比 48%。从就业结构看, 2000年三次产业就业比为

40%B27%B32% , 到 2007年底为 2914%B39%B3116%。第二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第三产业

发展滞后。广东省第二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是由于经济附加值

低, 所以出现就业弹性高于 10%, 近年来达到过 39%的水平。

(四) 劳动力无限供给面临的挑战

劳动力的大量供给, 使得近 30年来广东的劳动力价格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吸引了大量的外

来投资, 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赶超式发展。在人口红利的推动下, 广东的城市化、高投资、高出

口, 像三驾马车拉动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¹ 正像任何生产要素一样,

单一的劳动力投入也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当前整个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已经接近峰值, 计划生育

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 人口扩张已经被有效抑制, 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º 农村劳动力的
无限供给, 特别是 /廉价积累0 时期已经过去, 整个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接近结束, 农村剩

余劳动力基本得到转移。广东依靠外来劳动力持续供给已经不再现实。2004年珠三角第一次出

现劳工荒, 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刘易斯拐点之前, 劳动力需求增加不会引起劳动力价格的

上升。刘易斯拐点之后, 劳动力需求增加会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也意味

着人口红利的结束。 »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税的退补, 都增加了农民收入, 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越

来越高。同时城市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 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不再低廉。广东省规定了劳动力最低

工资, 并且要求年均增长率在 10%以上。从 2008年 9月起, 全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增幅

为1718%, 最高的增长了 3216%。¼低价劳动力减缓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使得广东产业仍处于

低级阶段。大量大学生毕业只能从事类似于农民工的低级劳动, 工资水平也与农民工类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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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没有完成, 大量高素质人才无用武之地。

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劳动力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供给可以分为水平方向供给和垂直方向供给, 水平供给效应指的是劳动力数量变化带

来的经济影响, 垂直供给效应指的是劳动力质量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其中水平效应用劳动力投

入数量作为指标, 垂直效应以人力资本存量增量作为测度指标。

(一) 模型选择

本模型生产函数的具体方程为: Y= AK
a
L
B
H

C

其中, Y 为产出, 即各年的GDP; K 为物质资本投入, L 为劳动力数量投入, H 为人力资本

质量投入, A 为技术水平。a, B与 C分别为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劳动力数量投入的产出

弹性与劳动力质量的产出弹性。

为了能够利用统计数据对该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本模型采用最小二乘的估计方法, 得到

线性回归方程, 并推算出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中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包括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以及人力资本增量的贡献率)。具体步骤如下:

( 1) 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 得: lnY= lnA + alnK+ BlnL + ClnH。

( 2) 利用样本数据, 通过线性回归法, 估算出相应的系数 A、B与 C, 及常数项 lnA。

( 3)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各要素贡献率及综合要素生产率。

要素贡献率= 要素增长率 @要素的产出弹性P经济增长率 @ 100%

综合要素生产率= 100- E各要素贡献率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11本模型选择用 /固定资本净值0 与 /存货增加值0 之和作为资本存量。其中固定资本净

值是指考虑折旧后的固定资本价值。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 采用经验的折旧率进行计算, 即:

1978~ 1984年的平均折旧率为 41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尤其是技术进步和轻化工行业及电

子、通信业的发展, 折旧年限相对缩短的固定资产比例增加, 从而使总体固定资本的平均折旧年

限下降, 因此, 1985~ 1989年平均折旧率为 512%。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上述设备的比例

更是大幅度增加,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利用进一步加快了

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和更新, 1990年以后平均折旧率为 516%。一般来说, 存货增加值约为当年

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P3[ 5] , 因此本模型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净值的 1P3作为当年存货的增加值。
( 1) 1978~ 2007年各年固定资本存量总额的计算公式为: KC t= KC ( t- 1) ( 1- R) + I ( t)

其中, KCt 和KC ( t- 1)为当年和上一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I ( t) 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R为

折旧率。在进行估算时,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 本模型假定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在 1978年全部形

成, 且1978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倍。

( 2) 1978~ 2007年各年存货增加值的计算公式为: KV ( t) = I ( t)P3

其中, KV( t)和 I ( t)为当年的存货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

( 3) 1978~ 2000年各年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K ( t) = KC ( t ) + KV ( t)

其中, K ( t) , KC ( t)和 KV ( t) 为当年的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存量和存货增加值。

21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各有其不同的优点与不足, 根据我国现

有的数据基础和数据可靠性, 本模型将采用 /教育年限法0 度量人力资本存量。为了计算方便,

本模型参照我国人口普查资料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分类。将教育层次定义为以下 6级: ( 1) H6: 文

盲半文盲人口数, 在本模型中, 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年。 ( 2) H5: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 平

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5年。( 3) H4: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 包括普通初中、职业初中、初中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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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读学校、成人初中, 在本模型中, 其受教育年限为 8年。 ( 4) H3: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数,

包括普通高中、中等专业技术、职业高中、高中技工教育、成人中等技术教育、成人高中, 在本

模型中, 其受教育年限为 11年。( 5) H2: 大学专科及本科人口数, 包括普通大学专科、成人专

科、专科自学考试、普通大学本科、成人本科、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毕业证者, 平均受教育年限

15年。( 6) H1: 研究生人口数, 包括博士和硕士,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9年。人力资本存量 H=

19 @ H1+ 15 @ H2+ 11 @H3+ 8 @H4+ 5 @ H5+ 1 @ H6。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力资本存量P人口总数。
31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由 1978~ 2008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工业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整理得到。

(三) 实证结果

表 1 广东省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

年 LnK拟合系数 LnL 拟合系数 LnH 拟合系数 R2 调整后的 R 2 方差检验 F

1978~ 1992 0180 3117 0124 01997 01997 167216

1993~ 2007 0168 - 0120 0142 01996 01997 159416

1978~ 2007 0179 - 2115 112 01989 01987 788178

 资料来源: 根据统计数据及软件计算得到。

表 2 经济要素贡献率 %

年 经济增长率 资本贡献率 劳动贡献率
劳动力供给效应

水平效应 垂直效应
其他因素

1978~ 1992 2014 3115 62 44 18 615

1993~ 2007 1817 67 711 - 1917 2618 2516

1978~ 2007 1915 54 3013 - 3313 6316 1617

 资料来源: 根据统计数据及软件计算得到。

表1和表 2是广东省各经济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阶段回归分析结果。由于经济增长阶段

不同,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通过对 1978~ 1992年、1993~ 2007年, 以及1978~ 2007

年三个不同阶段的回归分析, 可以看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1992年, 经济增长率平均达

2014%, 劳动贡献率高达 62%, 其中劳动数量的简单投入的贡献率为 44%, 劳动力质量提高对

经济的贡献率为 18%。改革开放中期 1992~ 2007年, 由于要素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 简单

的劳动数量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很快, 为- 1917% , 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增加到

2618%, 劳动整体贡献率下降为 711%。这一阶段,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顶峰, 高速的固定资产投

资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全程来看, 改革开放至今, 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1915%。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为 54% ,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013%。由于要素的边
际效应递减规律, 简单的劳动投入带来的经济贡献越来越低。

四、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与广东经济转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 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开始被打破。由于边际劳

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和工资具有的分享特征, 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现代部门转移, 形成

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 因此形成了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从这一点来考察, 广东

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但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 广东

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后, 广东本省二元经济结构结束后, 由于全

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使得省内、省外形成了一个新的二元结构。这

一结构以广东为劳动力需求中心, 省外为劳动力供给中心, 且处于无限供给状态。

二元经济结构下, 由于现代部门的吸引,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广东。劳动力供给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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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0 促进了广东经济规模的扩张。同时, 由于 /干中学0 效应的存在, 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

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 由于劳动力增长的约束和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

束, 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将近结束, 广东依靠简单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急需改变。

并且,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 从 1993- 2007年的要素贡献率看, 简单的劳动投入已经不能促使经

济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也已经结束, 可见广东经济发展路径必须转型。

(一) 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

从总体状况看, 广东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出现逐渐增强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 广东省就业弹

性始终处于 10%以上, 意味着经济增长 1% , 劳动力投入要增加 10%。特别是 2000~ 2007年,

就业弹性和劳动力投入都达到顶峰。在 2005年, 就业弹性甚至达到 39%。可见广东经济增长对

劳动力依赖性太强。同时,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 改革开放初期 ( 1978~ 1992年) , 简单劳动力

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但 1993年之后, 简单的劳动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

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明显递减。

从全国劳动力的供给来看, 1979~ 2007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呈现L 型曲线。1979~ 1988年劳动

力投入增长率是年均 012% , 1989~ 1996年间,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年均 0118% , 1997~ 2006年

间,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年均 0102%。同比广东, 1979~ 1988年, 广东省劳动投入增长率为

2177%, 1989~ 1996年,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年均 214%, 1997~ 2006年, 年均增长率为 317%。
在全国劳动力供给情况出现递减趋势的情况下, 广东劳动力需求出现增长趋势, 而且劳动力需求

增长率越来越高。2004年来, 广东首次出现劳工荒现象, 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劳动力

要素投入的这种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广东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及经济增长模式急需改变。即

由于简单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不足的情况

下, 劳动力利用方式的转换非常紧迫。

(二) 劳动力供给垂直效应开始显现

改革开放至今, 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一方面, 全国范围内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以及青年大

学生的大量就业, 已经使得全国范围内整体的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 使劳动者利用高科技生产成

为可能。另一方面, 存量劳动力通过 /干中学0 效应, 不断接收新知识、新技能, 劳动力质量也

有较大提高。从模型回归结果看, 劳动者质量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广

东省的情况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职业教育及普通教育发展迅速, 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广东

省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明显。1978年广东省高校在校人数为 3148 万, 高等院校为 42所。到 2007

年止, 广东高校在校学生数为 23131万, 高等院校 109所。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已经高达 2516%。
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广东进行人力资源深度开发, 以及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创造了条件。

五、结论与建议

(一) 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控机制

当前广东省经济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解决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力问题仍然备受关

注。实行最低工资制等政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 企业难以承担。广东短时期内仍然不能改

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劳动力过度粗放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建立

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控机制, 合理吸收外部移入的农村劳动力。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将要结

束, 劳动力供给将会出现不足。在广东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 要防止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发

生。同时, 加强对已就业农民工的培训, 改变农民工仅靠拼体力的 /浪费开发0 模式, 逐步缩小

广东省对外的劳动力需求。

(二) 深化人力资源二次开发机制

从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来看, 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劳动力供给的垂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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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显现, 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势在必行。建立人力资源二次开发机制是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关

键。所谓人力资源二次开发是指, 在现有人力资本基础上, 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在岗培训或对大学

生进行就业前的上岗培训, 以及在基础教育中增加职业培训机能,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

育, 使得劳动力存量能不断增加, 形成劳动者终生学习, 劳动技能终生提高的社会及企业联合培

训机制。

目前, 广东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已得到较大发展, 但是职工培训机制以及终身学习的社会

培训机制还远未形成。政府应积极引导职业教育和大学生就业培训。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

国等, 都有很发达的职业教育。而且为了达到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明确, 系统完善和措施到

位, 往往通过专门立法和成立专门的机构加以管理。

(三) 加快产业转型和劳动力需求结构调整

广东省应加强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进一步促使劳动力

/垂直效应0 的发挥。同时,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加强第三产业发展, 促使劳动力提高自身素

质, 流向高附加值的产业, 从而促使劳动力比较优势重新发挥作用。广东省产业转型应该把产业

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改变目前偏重产业政策, 忽视就业政策的状况。协调产业转

型和就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 不应过快提高劳动力的价格, 甚至规定每年工资增长的百分比。而

应该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提高劳动力工资, 促使劳动力因素为广东产业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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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面对着诸多的挑战,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11新形势下亟待破解统筹城乡计划生育
利益导向长效机制的难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 城镇居民人口比例不断扩大, 不少农民

因土地被征用而 /农转非0 成为城镇居民, 按

照现行政策他们就不能再享受计划生育利益导

向政策了, 而且大多数城镇居民只生育了一个

孩子, 他们带头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

献, 如何让他们当中生活困难的部分人员也得

到实惠和保障, 从而体现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

策的公平性, 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

21利益导向长效机制如何与快速经济发
展速度与时俱进。为了适应快速经济发展的客

观形势,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长效机制的完善需

要建立定期评估、标准调整机制, 及时完善相

关奖扶政策, 增强其导向功能。如计划生育奖

励金、各项优先优惠等应随着经济发展而 /水

涨船高0, 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奖励金的利益导
向作用, 让计划生育家庭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果。

31在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下, 如何确保

各个部门协作共推利益导向长效机制的建立健

全。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长效机制涉及

的部门、单位较多, 而且不仅需要他们出钱出

力, 更需要他们的全力支持和配合, 抓落实是

一项难度大、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 必须加强

部门协作, 并要有刚性措施来保障, 否则就会

出现政策敷衍, 甚至政策抵制。要明确职责,

加强监督和检查考核, 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

落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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