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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枯竭会带来劳动力价格提高吗 

穆光宗 
 

 

  问：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像的

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资源

的丰富被称为人口红利，我国拥有富足的人口红利，因而劳动力价格也

相对低廉。请问，假如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价格就会提升吗？我国

是否存在这样的变化趋势？ ———上海东方路 罗小炎 

    答：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中间大、两头小”、人口负担系数较低

而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年龄结构，这被

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流行的人口红利论诠释的是人

口转变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论强调，不仅要充分利用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机遇，而且要充分开

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人口机遇”加“人力开发”才是真正的“人口红

利”。 

  显然，将“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有失偏颇的。人

口红利能否获得并长久维持，关键在财富创造者自身人力资源的开发

上。丰裕的人力资源只有进入以二、三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得

到充分合理有效的开发，其创造的社会财富在满足自身需求以及需要负

担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口的需求外，同时还有余力积累更多的生产资本，

才能使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 

  但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就业压力大是经济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

问题。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

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

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

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一定标准计

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

人左右，矛盾十分明显。因此，我国虽处在人口转变机遇期，却不得不

面对劳动力就业的长期巨大压力，可以说有“窗口之美”却难有“机会

之实”。 

  如果将人口红利理解成人口发展带来的益处，那么我们可以从生命

历程角度重新解读“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包括了前述的

“人口转变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人口转型红利是在生命历程中

潜在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并收获红利的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孩子



 

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投资期，当孩子成为社会合格劳动力时，一个家庭

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家庭人口红利”。放大到

宏观的层面，假定人的平均初次就业年龄是22岁，那么22岁之前的人是

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2岁之后的人则是一个开始产

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大小

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还涉及到素质

和供求因素。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

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

富。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

代化的步伐。但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这份报告却称，我国正在由劳动

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

判断。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农村劳动力剩余，本质上是劳动时

间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

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

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

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是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

的剩余度和累积性。由此可见，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

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相信不久的将来我

们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转折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劳动力的素质以及就业市场

的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现实中，劳动力能力良莠不

齐，素质差别很大，在职业流动中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技能障碍，处在分

割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因此，在讨论劳动力价格会不会随着可能的劳动

者数量减少而上扬的问题时，需要从“劳动力异质性”和“劳动力就业

市场分层分类分割”的依据出发。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可预见的将

来，有些劳动力价格会上扬，有些劳动力价格会滞平，有些劳动力价格

会下降，其价格变动方向不会是单一的。 

  必须指出的是，建立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

能维持长久。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

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

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

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

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

“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

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共同责任制，以及

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当前，我国急需摆脱对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需要逐步稳妥地确立以知识

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需要切实转变经济

发展路径，充分发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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