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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青年学者论坛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9-5-12 14:09:42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云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2009年青年学者论坛暨全球经济

危机下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3月2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有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就业、社会保障、人口统计分析等研究室，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信息学院的50余位的青年学者、有关专家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这次学术研讨会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自2005年起与地方高等院校共同主办的第五届

“青年学者论坛”，旨在为广大青年学者和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从事规范的科

学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方法增强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本次青年学者学术会议集中研讨了全球经济危机背景

下，中国就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及农村老年人养老等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滑，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冲击与影响。尽管中国经济

增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就业问题成为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业、社会保障再一

次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次就业冲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迁移劳动力影

响最大。因此，对就业及劳动力市场相关问题深入研究和探讨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相关问

题的研讨更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智勇所作“农业用工成本与农业物质投

入的变动研究：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报告，从农业投入产出的分析中说明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导致，

农业劳动力供给显著减少，导致农业生产中用工成本有了较快的上升，促使农业生产中更多的使用物质投入来

替代劳动用工。该研究采用农产品成本收益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表明农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促使了农业物质

投入的迅速增长，物质对劳动的替代正在农业生产中发生。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后，

农村劳动力供给下降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刘易斯转折点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标志。近年来，对中国是否面临经济发展

的刘易斯转折点，引起了广泛争论和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德文和任吉博士后的研

究论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与证据”，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志——剩余劳动力的数

量的减少和传统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行了深一步的探索，综合已有国内外研究方法提出从人口迁移

角度考察人口结构的变化，并计算农业边际生产力并分析与实际工资的关系，考察中国是否以及进入刘易斯转

折时期。并采用了农业部1995-2006年农户调查数据对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作了初步经验分析，得出初步结论：

农业平均工资基本呈稳步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呈稳步上升，农业实际工资与边际生产力的相关系数成不稳定

状态。 

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

展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差异和特征。针对特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有

助于推进我们认识这一问题。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张宗敏、胡列曲教授依据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模

型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2000-2007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据的分析表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关键在于彻底解除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充分就业。 



多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创造就业的具体政策。在全球经济低靡国内增长下滑的情况下，政府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就业是应对就业问题的有效策略。但如何使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就业效应，对以往财政支出的

就业效应的评价与分析可以提供有益思路和具体措施。云南财经大学的朱翠萍、蒋智华博士的论文“政府财政

支出的就业效应与政策建议”认为，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弱或不明显，政府可

以通过“增投资”实现“保增长”却难以实现“促就业”的目的。多年来制定的促进就业的具体政策，如税收

减免、失业补助、技能培训等，预期效果不明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的投资重点，建设性投资

的方向和规模应该更多的向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增加对民营企业的扶

持，针对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辅助等措施是政府应该重点考虑实施的。财政支出政策重点应向解决民生问题

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领域倾斜。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张艳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对就业影响”向论坛做了发言，从边疆地区

GDP增长与就业关系、决定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二三产业与就业的内在关系三个视角系统的分析了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的就业特征，指出边疆地区就业问题突出，就业是最好的保障，对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和谐

社会”目标有重要的影响。就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业增长总体策略和具体政策建议同与会学者做了广泛交

流。 

由于低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问题将是未来几十年政府和社会

必须重点关注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就业，造成农村家庭承担养老功能的实际能力降

低，农村家庭养老的脆弱性日益明显，社会化养老机构能否有效承担赡养农村老人的功能取决于农村老人是否

愿意入住社会化养老机构，取决于影响农村老人选择社会化机构养老模式的关键因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张妍的论文“农村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根据农村老人养老现状与需求抽样调

查微观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定量分析，表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现有子女数量对农村老人的

养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地区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意愿差异较大。 

中国人口内部仍然存在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与发展的非均衡性，性别因素在人口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动态发展

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性别因素对人口健康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很多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但已有研

究对于性别因素在个人早期成长及家庭养育方面的影响较为有限。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牛建林的

论文采用多层离散时间生存模型对影响新生儿短期及中长期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完全母乳喂养期的性别差

异做了尝试性分析，探讨性别因素对个人健康素质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在中国目前低生育水平下，家庭性

别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存在，并影响到对子女的养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不仅对中国近年出现的高出生性

别比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对中国实现人口性别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极

为不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伍海霞利用2008年河北农村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专项调查数据定量分

析了当前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生命周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生命周期呈养育、

收缩与空巢“三高峰”趋势，且存在性别与年龄差异。女性的生命周期长于男性，婚育制度。家庭子女数、个

体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工作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生命周期产生了影响。这一论文对把握中国现代

化农村家庭结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趋势、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为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了

经验认识。 

除上述论文和研讨内容外，还有数篇有关就业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的参会论文被会议收录和

交流，内容涉及农民工维权机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缺陷及对策、大学生就业和如何制定个人职业生涯发

展计划，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从微观独特视角分析劳动力身高与劳动力市场报酬等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 

最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研究员、王广州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伏润民教授等有关

专家对本次研讨会做了精彩点评和总结，认为青年学者在目前全球经济低靡时期探讨中国就业、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了青年学者和科研人员使命感和责

任感。参会论文研究内容广泛、视角新颖、现实性强，对参会论文和积极研讨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赏和评价，

许多会议论文不但能把握中国短期和中长期发展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而且采用严谨的研究方法和

实际调查资料，对提高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有很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同时，对广大参会青年学者和科研人员



提出勉励，指出了会议论文中的不足和改进意见，进一步从研究方法论角度勉励青年学者如何从事科学的经济

学研究，寻找真正的经济学问题，使用科学方法检验研究结论，尤其注意把握所研究问题的经济社会背景。 

本次青年学者研讨会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使参会青年学者对有关就业和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问题有了更

深层次交流与认识，对青年科研人员继续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有非常有益的帮助，增强了不同学科、不同研究

领域青年学者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了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从事研究的合作与交流。本次研讨会对青年学者和科

研人员来说，既是一次学术争鸣的盛会，又是一次交流学习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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