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落后地区劳动力问题研究 

文/张兰英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
素之和。从数量和质量上对人力资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创新型
人力资本。前者如体力劳动者，普通操作者，后者如高层次的科研人员，企业家等等。人力资本的
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而技术创新过程中，一切和技术相
关的行为，都和人发生关系。地区人口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了技术创新的速度。本文从落后地区的
劳动力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落后地区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廉价劳动力的客观存在  
 廉价劳动力是指那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而不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仅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

动力，由于廉价劳动力所从事的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替代的简单劳动，所以当社会储备了足够多的
剩余劳动力的时，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这样，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临近，社会生产越来越专业化、复杂化，对劳
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改革初期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优势将逐渐丧失。 

 为了获得有效的技术突破，区域必须具备相当的研究开发能力，甚至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研究
力量，确保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科技人员队伍。但是，落后地区缺乏人才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使进
行了大力引进，但是人才环境的不完善又使得引进的人才被迫离开。 

 人才环境主要是指良好的教育科研环境；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包括完备的科研队伍）；以
及能够为出人才辈出创造条件的科技体制。良好的人才环境不同于人才的引进，它更强调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解决人才 “ 留得住 ” 的问题。落后地区固然缺乏人才，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人才辈出
的环境。 

 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是同不发达的科技、落后的经济以及封闭的计划体制相联系的。科学技术
的不发达是廉价劳动力存在的第一个前提。在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生产主要表现为以体力支
出为特征的简单劳动，不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和特殊技能。这样，那些未经系统培训以简单劳动见
长的廉价劳动力就有了用武之地。若干年前尤其是工业战线流行过“大干、苦干、快上”的口号，
只要舍得吃苦、花力气，就必然会有生产的大飞跃。这种情况形象地表现了在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
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落后的经济是廉价劳动力存在的第二个前提，即使是科学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要经
济的发展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只要社会依旧是一个低消费的社会，那么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高
科技产品只能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他们对产品特性的要求是“价廉”，而不是“质优”。“廉价的
产品”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来提供，这就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创造了前提。 

 封闭的计划体制是廉价劳动力存在的第三个前提。计划体制实行的是普遍就业模式，人们共
同劳动、平均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样的体制下，收入的杠杆作用根本就无法体现。而且
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市场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挡在国门以外，事实上起到了一种保
护落后的作用，使那些价廉质低的产品以及低素质的劳动力由于没有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而得以保
存。 

 二 廉价劳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  
 廉价劳动力是同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不发达的科技、落后的经济以及封闭的计划体制

是其存在的前提。而一旦这种前提不存在了，廉价劳动力存在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不可否认的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廉价劳动力存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来华投资的外商中不少人就是看中了中国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廉价的商品
也多为“ made in china ”，不少中国企业为了获取外汇，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产品投向国
际市场，在开放的国内市场上，中国产品也是以“廉价”同进口商品的“质优”相竞争的。问题在
于，这种竞争事实上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没有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国内产品同进口商
品的竞争恐怕就是另一种情形了。现代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存在的基础，人类社会正在跨
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在现代化生产面前，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的劳动力将无所适从，而仅仅以体力支出为劳动内容的工作则越来越少。这样，那种无专长、低素
质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将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彻底转化为劣势。并且最终失去其生存的条件。 

 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人才之争，高素质的
劳动力将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这会促使各国政府、各个企业加大对人力资源投资的力度。而对于



 

劳动者个体来说，必须获得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立足。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
济的一体化使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都成为不可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又
为世界各国劳动力的竞争提供了平等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谁，再想要寻求政府或某种
体制的保护来获得生存的权利都是不可能的。而竞争的结局是确定的，那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
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廉价劳动力最终会被淘汰。 

 现在，我国下岗职工人数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加上社会上原有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人
力资源被闲置；而另一方面，社会上又有不少岗位虚位以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社会空缺
的岗位大多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而闲置的劳动力又基本上是无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供求双方
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一个结合点。这其实已经在向我们发出信号，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他们存在的基
础。 

 三 廉价劳动力的发展  
 21 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亚太经济地区市场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已

经是势所必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夹击；其一，中国
的劳动力不可能永远固守国门，他们是否具备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第二，
一旦国外劳动力进入中国市场，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劳动力能否抵挡得住他们的冲击。 90 年代以
来，我国共向国外输出劳工 80 万人，平均每年输出劳工近 9 万人。这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无疑是
一个进步，但是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就太微不足道了。印度每年输出劳工 120 万人，
巴基斯坦则达到 300 万人，这些国家一年的输出量比我们 10 年的总量还多，这除了体制以外的
原因以外，老百姓的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说这些年政府对劳动力走出国门的政策越来越
宽松，国际劳动力市场上也不缺乏机会，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宁可赋闲在家里或者拿着极低的
薪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愿意参与到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去，他们普遍对自己的竞争能力
缺乏自信，而这种自信的缺乏则根源于他们参与竞争的“资本”不足。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单凭
“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在知识时代，没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是难以
生存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各国都会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规范生产要素等
成本，劳动力将在在所有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源得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并且
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最终使得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生产要素分配上充分地体现经济发展
的互补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就会暴露在国际市场的冲击
之下。在总体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的格局不变，经济一体化的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市场多会转而去寻
求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而所有的“政策调控”、“组织原则”、“道德同情”等等都无济于事，
“优胜劣汰”是市场机制的唯一法则，没有人能够改变它。 

 对于落后地区，在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同时，更强调落后地区人才环境的建设。某种意义
上，聚集人才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创新机制，也就是区域具有良好的人才环
境，从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在集聚区域，大量人才集聚在一起，显著提高了区域人力资本
存量水平，加快区域技术创新。 

 落后地区应该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本地区技术水平，注重本地区人才的
培养和研究开发能力的迅速发展，最终成为创新活动的中心，这才是技术创新真正的意义所在。 

 对中国的劳动力来说，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式，首先就应该从教育做起，“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当社会上沉淀了大量的失业劳动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对他们进行培训的大
好时机。而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生生不息地正在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大军，他们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比一
千多万下岗职工的压力大得多，如何实现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根本转化，这是新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
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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