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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 “流动人 13动态监测调 

查”数据及2009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 

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对中国流动人 13Ak,_lk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 

教育程度一般、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13，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 

口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提出了旨在促进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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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I，Economic Structure and Floating Population’S Employment Status 

SONG Xiao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Using the data of“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0 from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data in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09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floating population’S employment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draw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have 

ordinary educational level，employment training and richer working experie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employed；the higher industrial relative labor productivity ratio and the lower grain spending 

propor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her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ve in，the greater possibility they are 

employed． An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promoting floating 

population to obtai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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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2O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深化城乡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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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经历着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数量多、增长快。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主编的 《中国流动人EI发展报告 2OLO)，1982—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升至 

2．11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H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 1号)》，2010 

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①达到约 2．61亿，占总人1：3的 l9．51％，比2000年 

“五普”时增长约81．03％。 

数量庞大且增长迅速的流动人群，既是打破劳动力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实现城乡、区域融合 

和协调发展，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力量，也对中国人口管理和城市管理形成了全 

方位的挑战。近年来，有关机构和人员及政策规划中多次提到了做好流动人口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思 

路。2007年 1月22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决定》中，在讲到 “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时，明确提出 “将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纳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能实现立足城市并进而融人城市的根本保障是经济收入，而经济收入的基础则是就业。 

所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进而取决于他们能否在 

城市中实现就业。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的因素，不仅有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上的差异，也有各 

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环境上的差异，即流动人口能否实现就业，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二、文献 回顾 

1．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费希尔 一克拉克假设 (The Fisher—Clark hypothesis)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对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最早的系统考察_2』。费希尔 (A．G．B．Fisher)首先提出了劳动力转移不仅 

是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1935年，他在 《物质进步的经济含义》一文中，对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转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三点基本假设：①一国的经济部门可以划分为第 
一

、 二、三产业，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第一产业劳动力在所有产业劳动力中的比重来衡量， 

即用就业结构高度来衡量经济发展高度；②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可以用经济结构高度 (三次产业结 

构)来衡量；③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必然同时是就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进 

程必然同时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区域间广泛转移的过程。 

1940年，统计学家克拉克 (Colin Clark)根据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人口历史统计资料验证 

并补充了费希尔假设。他发现，落后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同时就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80％左 

右下降到最发达国家的 10％以下的过程。克拉克进一步指出了劳动力发生上述转移的直接动因在于 

需求收入弹性的作用。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递减，而对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所 

提供的产品及劳务的需求上升，因而劳动力在农业中的配置比重将下降，而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中的 

比重将会上升，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中并实现就业。 

此后，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W．Arthur Lewis)在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将经济 

增长和劳动力转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即 “二 

元经济模型”_3]。刘易斯模型的核心观点是依靠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发展来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 

力，其基本思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由于工 

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获得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所以 

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伴随着这种转移，工业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 

逐渐提高，直至二者相等时，劳动力才停止转移。此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所有剩余劳动力，在城市 

工业部门中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从刘易斯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实现就业的 

① “六普” 中的流动人口指居住地与户 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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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重要前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即二者差距缩小。 

2．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转移 

1960年，舒尔茨 (Thodore W．Schults)在 《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 

念，他指出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知识将成倍显现于生产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才是经济增长最大 

和最基本的原因。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 60年代初产生起，以明瑟尔的研究为代表，主要研究人力 

资本的内容及其形成，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力资源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表示 

的一种非物质资本，是对生产者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人 口迁移等支出 (直接成本)后价值在生产 

者身上的凝结。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和健康 

素质等质量因素存量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 j。狭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的教育水 

平和技能，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健康。明瑟尔认为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 

在今后若干年内有希望得到补偿的初始费用。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其中教 

育投资是主体，又可分为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类。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做了较多的研究。罗明忠对在广东打工的外省市农 

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率为24．20％，而 “受教育程度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内容” 。张艳华利用山东、安徽、四 

川三省农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劳动力成为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工、个体经营者，甚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概率相对增加；职业培训、专业技能 

等对外出劳动力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在受调查者看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能 

否成功实现乡城转移和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o 。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假设 

1．数据及变量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及 2009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根据文献理论和调查问卷中的相关内容，本 

文研究变量的选取及界定如下。 

(1)因变量。流动人 口从业状态，分为两类：就业 (包括打零工等状态)；无业／失业。 

(2)自变量。流动人 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为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三大类。 

其中前两类数据从调查问卷中获得，经济结构则根据2009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计 

算。①人口学特征。人VI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两部分，在本文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相关分析。②人 

力资本。人力资本体现的是个体差异，包括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就业培训、外出打工时间 (工 

作经验的一种体现)三部分。③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体现的是地区差异，包括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两部分。具体内容及计算公式如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 

构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某产业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 ／该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 = 

城镇居民粮食支出金额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金额。 

2．研究假设 

假设 1：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业状态，人力资本越丰富，实现就业的概率 

越大。 

明瑟尔认为人力资本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经验三部分，其中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 

培训 (共同构成教育)是主体。流动人 口中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职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 

(外出打工时间较长)者，人力资本存量较多，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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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流动人El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影响其从业状态，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 

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实现就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 

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一般来讲，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则二者的 

比值即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的值小于 1。流动人口迁入地的这个比值较高，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 

率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较小，农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力较弱，而非农产业部门对 

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力较强，则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费希尔 一克拉克假设，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就业的直接动因在于城市居民随着收入增 

长而对农产品的需求递减。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较低，意味着城镇居民对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低， 

而对非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高，从而刺激城镇第二、三产业的扩张和发展，则流动人口更容易在城镇 

实现就、I 。 

四、中国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1．流动人口的总体特点 

中国流动人 口总体的就业率①为 97．6％。流动人 口 

中男性占 53．8％，超过九成者为 20—49岁的青壮年， 

其中又以20～29岁的年轻人为最多。平均年龄为 31．85 

岁，年龄中位数为 3l岁。有近 83％的流动人 口接受过 

初中教育，但仍然 有 1．9％ 的人未上 过学，且仅 有 

12．5％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有 26．2％的人已外出打工 

6～lO年，25％的人则超这 1O年。用所有人外出打工时 

间之和除以总人数，可得流动人 口平均外出打工时间约 

为7．1年。可见，中国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为：就业率 

较高；男性较多；年龄结构较年轻，以青年人为主；受 

教育程度不高，以初中水平为主；接受过就业培训者很 

少；外出打工时间较长 (详见表 1)。 

2．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把流动人口的人 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经济结构及 

从业状态等各变量全部纳入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回 

归结果如表 2所示。 

(1)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首先，受教育 

程度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高中学 

历者的就业发生比②是未上学者的 0．751倍，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这一数值则为0．595。从上述三种受教育程度 

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其就业发生比反而较低。 

这一现象与研究假设 1中的部分内容不相符，可以 

从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结构作出解释，如表 3所示。 

表 1 流动人口的从业状态、人 口学特征和 

人力资本状况 

变量 分类 频次 (人) 频率 (％) 

注：1．总人数为 109557，“就业培训”缺失人数 

为5．1％，其他变量无缺失。2．高 中包括中专，下 
表同。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 (2olo年上半年)。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从事较多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建筑 

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在全部 15种行业中，上述 6种行业的就业人数总共占比为 89．4％， 

① 本文中的就业率指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无业／失业人 12I之和的比值。 
② 发生比又称为相对风险，它是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在本文中即就业的概率与无,11,／失业的概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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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2 流动人口从业状态影响因素的二元逻堑斯蒂哩塑丝墨 

注：1．Chi—square=1141．232，Sig=n 000，Nagelkerke R Square=n053；2． 、 、 别表示在n 10、n05、0．01水平上显著。 

接近九成，而这些行业几乎全部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产 

业。这种产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更多 

地 体 现 在 “量 ” 上，而 不 是 

“质”，它并不需要具备很高文化 

水平的劳动力，一般受教育程度的 

劳动力即可从事。与此同时，企业 

雇主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在劳 

动力文化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 

表 3 流动人 口就业的行业分布 ％ 

响无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更倾向于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0 o年上半年)。 

雇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工资成本。 

此外 ，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其在寻求职业时的心理预期也较高，在某一工作单位 

丰富了技术知识和经验阅历后，为了找到更符合 自己心理预期的工作而离职的概率则较大。换言之， 

他们的提升空间和潜力以及 自身向上发展的动力相对较大，增加了离职的可能性。有关调查和研究表 

明，较高学历的员工一方面工作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会比低学历员工得到更多的外部机会，更容易受 

到新工作机会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工作稳定性较差【 。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企业雇主为了减少培 

训成本和增强盈利的可持续性，更愿意聘用受教育程度较低但工作稳定性较强的劳动力。 
一

些调查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困难。2003年，“用 

工荒”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此时企业感觉到的是 “技工荒”。而发展到当前，则是 “技工荒”和 

“普工荒”的双重 “荒”，且 “普工荒”已遍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表4反映了2010年不同文化程度 

劳动力岗位的求人倍率④。除去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岗位，其求人倍率越低。职 

高／技校／中专、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求人倍率均大于 1，意味着这些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为卖 

① 求人倍率指工作岗位需求数与求职人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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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场，劳动力供不应求，就业相对容易；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求人倍率全部低于 1，意味着这类文 

化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为买方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较为困难。可见，在现有劳动力市场结构 

中，低端蓝领劳动力需求旺盛，显示出持续性短缺迹象， “用工荒”主要表现为 “廉价劳动力荒”， 

则此类劳动力实现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就业培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接受 

过就业培训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比未接受 

过的流动人口高出近3倍，差距较大。 

相比于学校教育，就业培训是一种 目的 

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的教育方式，具有时 

问短、成本低、见效快等特点，能帮助受培训 

者较快、较好地掌握生产或服务所需的技术知 

识，不断积累、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接 

表4 2010年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岗位的求人倍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受过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的培训，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提高流 

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提高他们实现就业的概率和从业质量，还有助于他们尽快 

融人职业岗位和行业环境中，进而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最后，外出打工时间中，1l～15年和 21年及以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比于外出打工0～5年 

的流动人口，外出打工 11—15年的人的就业发生比是前者的 1．124倍，高于前者，而 21年及以上的 

人则是 0．582倍，低于前者。 

这种现象不仅与人力资本有关，也与人的生理周 40 

期有关。图1反映了流动人 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分布 

状况。绝大多数流动人 口首次外出时的年龄集中于 

1O～29岁之问，其中又以 2O～29岁为最多。进一步 

地，计算出流动人 口首次外出时的平均年龄为 24．79 

岁。以此为准，外出打工 11—15年后，其年龄约为 

35～40岁，正值壮年时期。一般来讲，这个年龄段是 

人一生中体力和智力最为充沛、成熟的时期，再加上 

多年打工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流动人 口的人力资本 

存量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从而更容易实现就业。继 

续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至 21年及以上，此时年龄约为45 

岁及以上。尽管流动人 口拥有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 

图1 流动人口首a~,l-出时的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人 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 (2010年上半年)。 

但一般来说，因为生理周期的影响，人的体力、智力都趋于下降，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工作强 

度的承受能力均有所减弱。企业不得不考虑其用人的培训成本以及员工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可持续性， 

因而在聘用此类流动人口时更为谨慎，从而增加了他们实现就业的难度。 

(2)经济结构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一方面，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流 

动人口所在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值每增加 1个单位，流动人 口的就业发生比将比原来提高 

154．407倍，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较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值较高，意味着农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 (用产 

值比重衡量)相比于其对地区就业的贡献 (用就业人数比重衡量)较大，即农业对国民收入的相对 

贡献较大，则农业部门对当地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力较弱；而非农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相比于其 

对地区就业的贡献较小，即非农产业对国民收入的相对贡献较小，则非农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力 

较强。一边是当地农业劳动力难以 “挤出”，另一边是当地非农产业部门容易 “吸入”劳动力，从而 

使流动人 口在迁入地实现就业的可能性得以较大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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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流动人口所在地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 

每增加 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将是原来的0．792倍 ，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生产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而消费结构引导生产结构。所以，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能否实现 

就业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意味着他们对粮食类 

消费的需求较低，而对非粮食类消费的需求较高，从而引导并刺激城镇中与非粮食类消费相关的生产 

和服务，即第二、三产业的扩张和发展。从表 3中可以看出，仅有 1．1％的流动人口从事农业，其余 

则全部从事第二、三产业。所以，较低的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使流动人 口更容易在城镇实现 

就、【 。 

五、结语及相关建议 

1．主要结论 

根据前面的理论文献分析和实证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业状态，人力资本越丰富，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口，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统计结果表明，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发生比较小，这主要是因为流动人 口从事的行业多集中于低附加值 

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都证明了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就业的 

重要作用，它不仅能提高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概率，还能提高劳动力就业的选择能力和从业质量。 

此外，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继续实施和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老年人 口的比例不断上 

升，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这意味着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而使经济得以迅 

速增长的局面将要结束，人口红利总有一天会消失。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升级，从以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升级必将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提出 

更高要求，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就业实现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 

第二，流动人口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影响其从业状态，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 

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概率越大。 

2．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流动人 口在城市中实现就业，进而实现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结论， 

笔者认为可以从提升人力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这两大方面，进行政策改善并出台相应措施。 

(1)提升人力资本。一方面，要完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都来 自于 

农村，因此 ，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尤为突出。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中 

国内部制造业的发展和梯次转移，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农村外移劳动力将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 

市场的主力军。农村基础教育是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体系，也是高 

效、廉价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必然选择，而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教育体系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具体地，对于基础教育，国家应当加大义务教育政策宣传和执行的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教 

学设施，提高师资质量，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促进教育公平，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问、本地人口和外来 

人口之间的教育公平。对于职业教育，国家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 

入，切实改善职业教育场所的软、硬件条件。 

另一方面，要加强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就业培训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实现就业所需要的人力 

资本初次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职培训则非常有利于流动人口改善从业环境和质量或者再择 

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再次提升。为了加强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建立起一套高效、连贯、实用的劳 

动力培训体系极为必要，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注重时效及实效，与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紧密结 

合，并保障培训的持续性。政府应把流动人口的就业培训纳入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的民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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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将其作为流动人口就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适时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流动 

人口进行就业培训。企业内部要建立起常态的在职培训机制，应拿出部分利润，通过税前列支用于员 

工的技能培训，并使在职培训成为员工福利待遇的一项必备内容。 

(2)优化经济结构。一方面，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产业布局整合，增加非农产业的有 

效就业人口。增加非农产业的有效就业人口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缓解对一般受教育程度劳动 

力过于旺盛的需求，二是提升对较高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控制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建，淘汰产能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发 

展的重点转移到附加值较高、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先进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上来。 

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立足于全国，制定区域战略规划，加强区域分工协作，缓解东部和中 

西部地区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冲突。由于东部流动人 口中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力比在西部更难就 

业，所以要在宏观上指导东部地区转移出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和支持引进高新 

技术产业，以此缓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方面的竞争。而中西部地 

区承接的产业，也应该考虑未来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变化，有意识地进行技术和产品 

升级。同时，东部地区要在技术和资金上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这种升级给予支援和帮助。 

另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对扩大消费规模和升级消费结构进行引导。改善消费水平 

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要扩大居民的消费规模以提高消费数量，还要升级居民的消费结构以提 

高消费质量。收入的增加，不仅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扩大其消费规模，还能 

降低居民的粮食支出比例，使其消费结构得以升级。所以说，提高收入水平是改善居民消费水平的关 

键。不仅如此，还应采取其他措施对居民消费进行引导、鼓励和支持。 

扩大消费规模，一是要提高收人水平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居民的 

消费环境，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大力发展民生，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事业的比例，加快健全 

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 

体系。这些举措能从侧面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升级消费结构，既需要增加居民收入，还要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应在舆 

论上大力宣传并倡导文明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并运用经济、法律和政策的杠杆效应引导居民 

转变消费结构，改善物质消费与非物质消费、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的比例关系，同时要加快与非 

物质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有关的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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