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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社会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治理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

以劳动力市场为主导的劳动力就业、流动和收入调节机制。这也是摆在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前的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对于中国劳动

力市场迅速发育中的共性和个性的特征与问题，理论探索和知识积累也是非常必要的。基于这些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于2001年12月16—17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来自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研讨

会。本书收录了在这次研讨会上宣读的32篇论文，其中包括25篇中文论文和7篇被译成中文的英文论文。 

第一篇“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包括5篇论文，其中4位作者来自中央国家机关，侧重点是对关系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全局性问题

进行描述、讨论和展望。《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对到2000年为止2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历程做了总结，既肯定了

已经取得的成就，也提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突出问题》从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市

场指标和市场保障4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自身和相关问题。另外3篇文章的主题都与农村劳动力有关。《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

人口数量分析》估计了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数量，并对今后20年这一数量的增长进行了预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问题研究报告》

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规模，归纳了其特点，对其社会经济影响做了估价。《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最新统计分析》对2001年

1～3季度农村劳动力的输入、输出和中转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第二篇“劳动就业”收进了8篇论文。前四篇论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对策性。《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就业面临的困境和主要对策》从人

口增长、劳动力供求矛盾的现状和趋势这一角度，指出劳动就业问题的严峻性，并提出相应对策。《城乡统筹就业的理论与政策建议》构

造了一个关于城乡就业的数学模型，据此提出发展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建议。《论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变动对

劳动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老工业基地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是一篇描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劳动就业状况和问题、并提出

对策建议的专文。有三篇论文以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为主题，其研究具有理论性。《市场分割、职业再续与身份转化》通过实证研究论证，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不仅与其占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关，也与原就业单位属性等结构性因素有关。《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所有

制偏好的经济学分析》引入了一个就业偏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理论模型，指出由体制转轨造成的国有企业职工向

非国有部门流动的利益关系障碍。Benjamin等作者在《转型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就业的动态特征》论文中，运用企业层面数据来评价和检验

不同的就业选择模型，发现虽然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但这一期间企业的劳动就业行为，包括过度吸

纳劳动力，并没有大的改变。最后，《论劳动力市场的平等与歧视》一文利用在天津进行定性调查获得的资料，对劳动就业市场上的雇佣

歧视行为做了多方位描述，并就其原因进行了一些探讨。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经济中的一个常见现象，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有自己的“特色”。第三篇集中了6篇有关中国劳

动力市场分割的文章。《受特惠者和无特惠者：中国城市失业者和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就业的两个群体一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工人和进城求

职的农民工的就业分布和收入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移民和城市工人就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

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一文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制度性的、多重的，这种分割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也对经济效率构成负面影响。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分析了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户籍制度形成和延续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原因，对户籍改革的可能

路径做了推断。《劳动力流动中的性别和户口决定》发现，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要受到户口和性别的双重约束，形成了就业和

收人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倾斜的分数线——中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地区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都涉及到大学教育

一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环节。前文考察了中国高考和大学录取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数线，分析了其地域差异，揭示了大学入学方面

的机会不平等；后文专题讨论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认为这既有工作流动体制上的原因，也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关。   

 收人分配及相关问题是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又一个重要课题。第四篇收录了来自国外的学者的四篇论文。《转型时期不平等的加剧：

效率还是公平》发现，虽然从1988年到1995年，工资收入差别加大了，但在其中只有一部分具有改进效率的作用，另一部分可能无助于效

率的改进，甚至会造成效率损失。《中国城市的经济重组与收入差别》的结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城市改革产生了不同于过去

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往的改革使收益不均等地分配，现在低收人群体遭受了收入下降。《中国经济转轨时期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

影响作用》论证，教育是决定下岗、再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关键因素。《开放时期的生活是否更充满风险?中国劳动力市场开放与家庭的风



险抵御》的主要发现是，农民进入非农劳动力市场不仅增加他们的收入，还会减轻农村生产中自然灾害等意外打击的不利影响。这四篇论

文的共同特点是，都运用定量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源开发是第五篇的主题。《贫困、营养需求与弹性》是一篇实证研究论文，作者分析了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在

这类地区，虽然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贫困，却不能保证营养的改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营养干预。其余是对策性文章。《中国劳动

适龄人口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一文预测了今后中国劳动人口的动态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提出缓解人口就业压力的对策建议。《西部内

陆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以四川省的人力资源开发为例，分析了西部内陆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困难，提出了对策思路。《投资于贫

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就业形势》一文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严峻性，提出西部地

区应优先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基层医疗保健，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水平。 

第六篇涉及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问题。《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退休行为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篇实证分析论文，从老年人退休和

在业劳动人口负担的角度考察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建立新的就业保障制度，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出了中国

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介绍了国外有关经验，为就业保障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劳使关系与工会制度》一文描

述了当前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和工会组织的状况和立法情况，做了国际比较，提出改进工会制度的建议。 

第七篇共收录两篇论文。《生命预期对生育、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与发现》是一篇跨国家研究论文，作者对来自包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7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延长寿命降低生育率，同时提高储蓄率和入学率，也促进经济增长率。该文对中国人

口变迁及其影响的解释和预测有借鉴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统计》对中国现有劳动统计体系做了评价，指出其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 

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处在剧烈的重组、整合和发展之中，因此，对劳动力市场发育及有关问题进行跟踪、描述、解释和预测是理论和

政策研究者的长期任务。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研究成果平台，并期待着更多、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

积累，促进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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