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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黄金时期, 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十分严峻: 总

量庞大且不断增加, 开发水平较低、供求结构性矛盾尖锐、利用效益差、浪费流失严重。为此, 要大

力开发现有人力资源, 改善劳动力的结构, 提升劳动力的供给质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的

利用方式, 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益和配置水平。庞大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泉, 但只有与

经济发展同步积累和开发的人力资源才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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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21
st
century is a golden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human resource, bu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lobal compet ition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fields, China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sever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crease in total amount of labor population and low development level

of present human resource; reinforcing conflict between human resource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poor

use, abuse and misuse of present human resource. This paper, thus, argues that proper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 1) develop present human resource; ( 2) to reform the present China labor system; ( 3)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ent labor force; ( 4) to change the way of 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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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前半叶, 是我国收取 �人口红利� 的黄金时期, 也是我国高速老龄化的特殊时期。

据有关专家预测, 从 2000年起, 我国劳动力的比重在 70%以上的年份将持续 20年左右。该期间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抚养赡养比重较低而劳动人口比重很高, 劳动力供给充足、社

会负担较轻, 人力资源可以充分发挥
[ 1]
。但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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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充分的利用, 庞大的人口就会因此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包袱。因此, 如何

在老龄社会开发好、利用好人力资源, 成为 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一、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开发利用水平低, 浪费流失严重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量和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高校扩招以来, 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总量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 劳动力文化素质总体虽然较低, 但提升很快, 劳动力

比重持续上升, 结构不断改善。统计显示, 2005年, 劳动人口 ( 15~ 64岁) 比重超过了 72% ,

达到了 9亿以上;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 95% ,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52�7% ; 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 21% , 大学水平的劳动力比重达到了 5�4� , 我国大学生在校规模, 2004年就已

经超过2000万规模� , 稳居世界首位。我国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升和结构的改善为我国经济、

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更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获得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因此说, 我国人力资源

正步入品位提高、储量富裕的 �黄金时期�, 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 掠夺性使用严重, 保护和后续开发严重不足; 开发利用水平低下, 浪费严重。

(一) 失业率居高不下, 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

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 失业率连年攀高, 农村富余劳动力占了农村劳动力的 1�3,
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由于中国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 本文就以城

镇失业率为例分析。城镇失业率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逐期上升, 2001~ 2005年间年均达到

了4�0% , 仍然属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但这与人们的感受很不相符。首先在总的劳动参与率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 城镇就业人口比率却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年均53�4%, 降到 2001~ 2005年间

的49�2% , 说明了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其次, 大量的下岗人员和迅速增长的城市贫困人口, 说

明了城镇就业状况越来越糟糕。据统计, 1993~ 2004年间,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年均下岗 700万

人, 年均再就业 363万人, 再就业率 51�9%, 年均 336万的下岗人员得不到就业� , 再加上 600

万长期在家没有工作的职工, 每年净增失业人口 936万, 失业率至少可以增加一倍, 达到 8%左

右。虽然中外学者对中国失业率的推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 2~ 5]

, 但看法是一致的: 中国的城镇失

业率被严重低估了, 中国失业越来越严重, 而且早已跨入了高失业的国家行列�。

(二) 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加剧, 人力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沿海地区近年来的民工荒、大学生就业难、城市失业率居高难下和滞留在农村的超过 1�5亿
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归结起来,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反映了我国劳动力

资源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

民工荒集中反映了我国工业布局、增长模式与劳动力资源布局和供给结构之间的矛盾。过度

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与民工主要来源于内地之间的矛盾, 在内地收入水平提高和就业机

会逐步提高的今天凸现出来, 绝非偶然。它反映了我国过度依赖于低端青年熟练工、过度依赖价

格竞争的增长方式面临的困境和危险。据国务院研究室 2006年 4月发布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

告� 显示[ 6]
: 目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 20%, 接受过初级、中级职业

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 3�53%, 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 76�4%。其中外出务工人员中, 接

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 14%, 接受短期培训的占 25%, 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高达 43% �。

而满足企业需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不到 5% , 而高达 64%的岗位, 农村劳动力的 96%无法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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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晶晶. 中国 76�4%农村劳动力没接受过技术培训 [ EB/ OL] . 新华网, 2006�04�16。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 UNDP, 1999, 9) 估计 1999 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为 7�9% ~ 8�5% , 清华大学胡鞍钢认为 2000 年为
8�83% , 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推算, 2002年为 12�44% , 社科院的蔡 认为, 2002年只有 6�1%。

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4~ 2004) 和国家统计局 �2004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计算。
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R]。
根据国家 �2005年 ( 2006�03�16) 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计算。



大学生就业问题和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 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素质和结构的匹

配矛盾。据 2005年 �中国就业报告� 的调查统计, 2003年, 城镇失业人员平均年龄为 33�4岁,

其中 35岁以下的失业人员占全部失业人员总数的 70%左右。其中 �毕业后未工作� 占到全部失

业的 21%, 该群体具有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 53%, 年龄在 16~ 24岁之间的占 73%
[ 7]
。这其

中就有近 30%初次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与其他劳动群体相比, 该群体具有文化和年龄的优势,

本不属于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 但比重如此大的较高素质人力资源游离于就业岗位和培训市场之

外, 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浪费。

长期以来, 我国技术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水平偏低, 结构不合理, 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调整的 �瓶颈� 因素。目前, 全国技术技能劳动者有 8720万人, 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

的32�9%。在技术技能劳动者中, 技师和高级技师为 360万人, 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 4% , 而

企业需求是14%, 相差 10个百分点。特别在制造、加工、建筑、能源、环保等产业和信息通信、

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在城镇新生劳动力中有 30%未接受过培

训, 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 未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高达 82�4%。这样的劳动力构成状况与经
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相差很远。

(三) 人力资源回报率一路走低, 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长期以来, 我国工资水平偏低, 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的

最近一份调查统计, 1998到 2004年, 中国人工成本平均年递增 6�4% , 只及同期人均 GDP 增幅

的56%。目前,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只相当

于亚洲国家和地区 (不包括日本) 平均比重的 85% , 捷克和波兰的 15% ~ 20% , 美国的 2�2% ,

日本的 2�1%, 德国的 2�8% [ 8]
。我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 工资水平却没有获得相应的

增长, 被国际社会称为 �无就业增长的增长�。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 如果投资得不到合理的回报, 投资就不会具有吸引力, 而在内地投

资收益率很低甚至普遍得不到回报的情况下, 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就失去了意义。一般人力资本

经济学都认为个人收入是与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正比的, 这几乎为世界普遍的经验所验证, 而我国

近几年的情况却违背了该规律。在中国接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农村的城镇失业率不仅高于农村而且

随着经济发展而走高, 内地城镇很多新增就业工资也低于沿海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现阶段, 从投

资收益率的角度来看, 初中教育收益最高, 因为该阶段既没有机会成本也几乎没有教育投资成

本, 而收入并不比大学生收入差多少。如果选择读高中甚至大学, 不仅要放弃 3到 7年的机会收

入, 还要投入不菲的投资, 如果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 或者只能获取普通农民工的收入或者略高

于这个水平的收入, 那么不仅无法收回直接投资, 更不要说弥补机会成本了。所以在目前的形势

下, 读书无用论抬头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四) 人力资源过度使用与开发水平偏低并存, 造成了人力资源与经济结构严重错位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从 1978年的 70�1% , 上涨到 1990年的峰值84�5%之后, 一直保持在80%

以上。从世界范围来看, 一般劳动参与率在 40%至 70%之间, 发达国家更低, 一般只有 40%至

65%之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属于过高的劳动参与率。从就业人口的比重看, 我国总的人口就业

率从 1978年的41�7% , 上升到 2005年的 58�7%, 共提高了 1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就业比重从

38�8%上升到 65�1%, 上升了 26�3个百分点; 城镇则逆势下降, 从 55�2%下降到 48�6% , 下降

了7�6个百分点。2005 年, 城乡人口劳动参与率相差 16�5个百分点, 就业率相差 29�9个百分
点。农村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过度参与, 而城镇劳动参与率则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参与率过高, 不

仅反映在就业水平过高, 而且反映在劳动强度过高上: 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工每天劳动超过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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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而且常常没有休息日。我国严重偏高的劳动参与率一方面是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的反

映,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我国人均教育年限偏低, 特别是学历后职业教育严重滞后造成的, 突出表

现为职业培训、技术培训比重偏低、培训的时间短, 范围窄。

图: 我国人力资源利用情况

(五) 经济发展地区的不平衡, 造成了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矛盾的加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匹配错位, 加剧了

内地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和浪费。2004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只有 37�9%, 却

创造了54%的就业 (工资) , 劳动缺口达16% , 而中西部地区人口占到 62%, 却只创造了46%的

就业 (工资) , 缺口高达 16%。从资本和对外贸易的效益来看, 东部占用内资的60%、外资 85%

和92%的贸易额, 却只创造 58�4%的产出和 54%的就业 � , 效益远低于中西部地区。可见当年亚

当�斯密的论断今天仍然有效: 在创造产值和就业方面, 外资不如内资, 外贸不如内贸
[ 9]
。

(六) 过度、过快的重工业化, 严重挤压了就业主渠道的发展空间, 降低了就业弹性

我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重化工业化趋势开始抬头并在 2000年以来迅速推进。整个 90

年代, 重工业保持在略高于 50%的水平, 到 2000年, 重工业迅速提高到 60%, 到 2004年已突破

66�5%。2000年后, 在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近 3/ 4来自重制造业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

律来看, 当工业化进程步入中期以后, 原来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会逐步重工业化。可我国

重化工业化步伐太快, 只用不到 5年, 重工业比重就提升了 15%。过度发展重化工业和过早进

入重化工业时期, 严重违背了我国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 十分不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庞

大和质量较好的竞争优势, 加剧了我国稀缺资源的短缺程度, 使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经济

出现了工业排斥就业的罕见现象。据统计, 我国 GDP亿元的就业弹性已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200

万人降低到目前的 70万左右。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也反映了重化工业化给就业带来的问题和

挑战。在我国, 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经济曾经作为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经济, 在 20世纪 80年代前

期吸纳城镇就业的 75%左右, 到了 2004年下降到只有 25�3% , 下降速度可谓神速。目前, 国有

经济以占近一半的资本和 40%的产值, 却只创造了1/ 4的工业就业。重工业的过度发展严重挤压

了就业主渠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据统计 1999~ 2000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 770万

户, 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 1998~ 2004年间只增加了 62�2万户 [ 10]
。

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对策: 加大开发力度, 提高开发和利用的配置效益

我国人力资源经 20多年的高速发展, 但总体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

的改观, 与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还很不相适应。目前, 低端劳动力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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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开发严重不足, 中高级技术人才严重短缺, 学校教育与实际需要脱节严重, 劳动力供求结

构性矛盾突出, 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挑战。

人力资源只是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力, 只有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相匹配并按照一定的比例结合

起来, 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目前, 我国正处于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且持续攀升的最佳发展

机遇期, 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大量的处于黄金开发和利用期的人力资源被闲置浪费, 已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 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储存和

积累人力资源的就业岗位, 提供适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机会, 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义

务和职责。

(一) 努力保持健康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提高就业水平和就业弹性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不仅是人力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的结果, 而且是提高

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的前提保证。在目前就业弹性条件下, 只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

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而只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保持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而只有适度

的经济规模, 才能为我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提供充分就业的保障条件。目前, 我国经济增长的就

业弹性不足 0�1, 但足够高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保持年均增长 1%的劳动力就业需要。就经济规

模来说, 我国 2005年才占世界的 6%, 与劳动力占 1�4的规模相比, 相差近 20 个百分点, 如果

经济规模再提高几个百分点, 我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益

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 也是制约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产业结构来看, 农业从业比重

严重偏大, 工业就业比重提升空间很有限, 而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重都偏低; 传统产业比重过

大, 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小。所以要在继续发展工业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新兴的

高新技术产业。从所有制结构和规模来看, 民营经济和广大中小企业是新增长劳动力的就业主渠

道。但目前由于存在国有经济和大企业的政策偏好, 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带来诸多限制和

不利条件。因此, 要在适宜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打破垄断, 转变观念, 加大支持和辅助的力度,

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公平宽松的外部条件。从内、外资经济发展来看, 外

资由于享有诸多超国民待遇, 事实上相当于打压了国内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 要尽早取消外资

的超国民待遇, 为民族经济提供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从轻重工业的就业效益来看, 重工业不仅

不利发挥我国的要素资源优势, 而且排斥就业的增长。所以要适度控制重化工业化的发展步伐,

适度提升轻工业的发展速度。从贸易增长的结构来看, 加工贸易不仅增速较快, 而且比重很大,

已达一半比例。而事实证明, 加工贸易的直接就业效应明显, 而间接就业效应很小, 综合就业效

应远不如一般贸易。因此, 要大力发展一般贸易形式, 适度降低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

(三) 大力鼓励企业长期用工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改善人力资源使用和开发的现状

目前, 我国企业生存时期较短、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是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有关

调查表明, 我国企业寿命普遍平均只有 2~ 5年,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

国家, 企业数量增长缓慢, 中小企业比重偏低, 个体、微型企业大批破产, 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

企业大多生存环境紧张。而短命和生存紧张的环境都强化了企业的短期行为, 对劳动力的超强度

使用、过低的工资报酬, 短期化的劳动合同以及很少提供岗位培训等等。所以从人力资源的合理

使用和开发、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出发, 政府要切实提高行政和执法水平, 转变职能和作风, 切实

为企业长远发展创设宽松的外部行政环境, 形成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政策, 借鉴日

本、韩国的做法, 鼓励企业签订长期用工合同, 切实形成激励和保护企业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人力

资源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四) 及时调整贸易发展和外资引进战略,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我国自1985年形成以 �奖出限入� 为特征的鼓励出口外贸政策, 并因应对 1997年亚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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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冲击而得以强化至今, 该政策为推动我国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时至今

日, 该政策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日益成为阻碍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最大威胁。1�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巨额的出口退税, 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财富负担。

2�对出口的过度鼓励, 造成大量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 不仅带来沉重的社会环境

成本, 还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状况。3�过高的外汇储备, 加剧通货膨胀的风险和汇率升值的压力。

到目前, 我国已经累计了近万亿的外汇储备。过高的外汇储备, 致使外汇占款比重过高、货币流

动压力, 导致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大。4�出口贸易的长期高速增长, 不仅造成国际经

济摩擦增加, 给中国 �威胁论� 以把柄, 而且助长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利用方式, 增

加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和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所以, 要及早调整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为中性的

贸易政策, 提高外资进入门槛, 对能耗高、污染严重、资源性产品实行限制性出口和禁止引资的

政策措施, 对符合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产品和投资方向继续实行适度的出口和引资政

策支持, 奉行鼓励和限制相结合的均衡贸易政策, 提升引资的水平。

(五) 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和教育内容, 大力发展技术教育, 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的匹配水平

我国低端劳动力资源总量规模巨大, 但开发严重不足; 我国技能型人才总量不足, 特别是中

高级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我国高校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 但培养的毕业生中适合国际化和信息

化的人才严重不足。为此, 要及早改变现有的教育结构, 努力提高高中阶段的技术职业教育投

入, 扩大培养规模, 使进入就业市场前的初中毕业生系统培训的比重提升 2~ 4倍, 把社会非学

历技能培训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 普及岗前职业技术培训。对于高等教育, 首先努力提高现有高

级技术教育水平和扩大招生规模, 调整现有高校的布局结构, 把一部分适应于高级技术人才教育

和培养的高校调整充实到职业技术教育队伍中来, 鼓励和支持企业学校联合培养技术人才, 努力

探索企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方式和途径。其次, 逐步放慢高校扩张速度,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强化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和信息化水平, 调整高校教学内容和学科设置, 纠正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倾

向, 充实注重实际和社会实践需要的教育内容和学科门类。

(六) 降低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教育水平

过高的劳动参与率不仅增加了就业竞争和失业水平, 而且降低了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

会。特别是农村, 超过 60%的新增劳动力只接受了初中水平的教育, 而且其中有超过 10%的比

重没有接受完整的初中教育。在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3�5%, 接受过短

期培训的只有 20%。这种劳动力结构不改变, 就会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产业

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目前农村初中水平的劳动力之所以参与率很高, 而接受技术教育和培训比重却很低, 原因就

在于技术教育投资大而收益不明显, 初中后教育机会成本过高。因此, 要提高初中水平劳动力的

技术培训水平, 首先在于提高培训适用性和针对性, 切实提高接受培训者的就业质量和收益率;

其次, 对初次就业者实行强制性准入资格制度, 对初次就业的劳动力普遍推行专业技术资格准入

制度, 实行并完善劳动力储备制度, 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 再次, 人力资源投资既具有投

资性又具有较强的技术知识的外溢性, 因此, 要建立个人、企业和政府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成本

分摊机制; 第四, 引导企业合理的拉开收入档次, 改变因就业的过度竞争而导致的过分扁平偏低

的分配格局, 激励、引导个人合理积极投资; 第五, 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扩大覆盖面, 降低就

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过低, 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 是造成城镇贫困人口剧增的

主要原因; 而在农村, 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责任田就成了唯一的社会保障来源。所以, 过高

的劳动参与率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劳动者的部分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要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 就成为一个重要条件。

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外部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和广泛。随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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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增

长和发展的风向标。对外资和外贸的过分依赖会不断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格局, 如果不能及时地

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内要素禀赋的结构变化而调整外资利用和外贸的发展战略, 就可能因

原有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新的要素优势得不到发挥, 失去经济竞争优势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 � � 经济停滞的危险。作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努力迎头赶上的后发展国家, 不仅要善于利用已有

的比较优势, 还要善于创造新的和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之所以能够

创造后来居上的发展奇迹, 就是成功地避免了国内资源严重短缺和国内市场狭小的比较劣势, 开

创性地创造了既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 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竞争优势的经济增长模式, 走出

一条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力资源快速积累和开发的结构匹配又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道路。东亚不仅

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且也创造了人力资源同步积累和开发的奇迹, 无怪乎世界银行的专家

在评论东亚奇迹时说: �几乎在所有的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中, 教育和培训体制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和转变。
[11]
� 庞大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泉, 但只有与经济发展同步积累和开发

的人力资源, 才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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