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崛起背景下劳动力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文/杨益华 

   一、劳动力人口流动现状 
   劳动力人口流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才流动，是指脑力劳动者的流动，二是体力劳动者
的流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受户口制度，进城务工制度等多种制度的约束,人口流
动的比率很少，甚至为零。改革开发后，随着各种新制度的实施，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发
展，吸引了大量的中部省份的人口，他们在那找到用武之地，找到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土壤。
据统计，据2000年统计数据，中部五省流出人口共计1819.8万人，占经济发达地区流入人口数
2906.22万人的62.62℅ 。目前，许多中部省份城市人口和大量农村人口，不管是大学毕业生，还
是职业技术学院、高中毕业生，首选的从业、务工之地就是京、泸、浙、苏、闽、粤等开放地区。
为此，我们曾一度认为，中部省份得地利之势，只要乘车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就能进入经济开发
地区谋职，二十多年来，沿海及经济开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中部省经济、特别是中部农村经
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劳动力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1、劳动力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于劳动力人口流入，使得流入地的总效益增加。其有利表现在：一是由于劳动力数量增
加，原来劳动力相对稀缺的现象得到缓和，因而劳动力工资会下降，这样，产品的价格会相应下
降，有利于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ａ
Lβ,劳动力的增加有利于产出的增加。三是流入的劳动力人口既是生产者的人口，又是消费者的人
口，他们吃穿住用行都在流入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的当地的消费经济。而由凯恩斯支出乘数
＝1/1－b(1-t)=⊿y/1-MPC,消费的支出会带动产出的成倍增加。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2000
年，外来人口对广东GDP的贡献高达29966.6亿元，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合
计达7800.24亿元。 
   2、劳动力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经济效应分析 
   劳动力人口外出，当然会给流出地到来许多好处，一是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如中部农村大
量过剩劳动力人口外流，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二是有利于增加流出地的资金供给，每年外出人
员会给家乡寄回数量不菲的资金。三是一部分外出人员把在务工时学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济带回
本地，进行投资创业，必然会对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劳动力人口
流动的总效应＝劳动人口数量×劳动的边际贡献率。劳动力人口的流出，会使得流出地的总效益减
少，因而产生难以避免的不利影响，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劳动力流出减少了流出地经济的活力：
流出的劳动力人口，往往是有一定闯劲和进取心强的年轻人，他们相对于不外出的人员来说，常常
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更富有创新精神，由于他们的外出，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萧条状
态。同时由于本地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口文化层次低，年龄结构偏大，甚至在许多地方只有老人和小
孩留守，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小孩得到的关爱和教育减少，一些年轻夫妻双双外出，使得一些
小孩缺乏应有的家庭教育而成为问题少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二是由于人口外流，有知识和文化
的人大量流出。目前中西部地区许多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从重点院校到一般地级院校，到职业技
术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80％的流出，服务于本地的数量相当有限。由于中国实行的义务教育费
用主要由地方承担，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
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报的可能。三是这种外出打工方式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
甚至缩小了整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对于输出地来说，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需求市场被外省
所拥有，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对输入地来说，外来劳动力不
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也提供了就业岗位。 
   三、中部省份由劳动力人口流出大省转化为劳动力流入省份的对策措施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人口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但就流入地和流
出地来说，则更有利于流入地，中部省份作为劳动力流出大省，其本身的经济发展由于劳动力的大
量流出而受到制约，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变不利因素为己使用是至关重要。作者认为，时至今日
改变劳动力人口的流向，即不会损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益，同时更有益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
的快速发展，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已相当有限，他们需要调
整产业布局，应该把目光瞄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少劳动力投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积极向周边地区转移，中部省份应该责无旁贷的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同

 



时也是中部发展自己的良好机会，更不应错过。为此，我认为中部地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
是进一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积极引进外来资金，并给外来资金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和高效的政
府；二是提高各级各类人才待遇，善待现有人才和外来人才，并给本省及外来务工者一个良好的务
工环境。三是加强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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