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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劳动力参与率的现状分析发现，云南省劳动参与率水

平偏高，并且随着年份的递增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作者根据这种现状分析了其现

象背后的成因, 同时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自己的启示：1、提高未来劳动力素质，

从而更好的提高未来劳动力参与的质量；2、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

老年人劳动力参与率水平；3、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就业年龄实行限

制；4、可以拓展对外劳动力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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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是云南省的基本情况，同时也是云南在 21 世纪将面对的巨大挑战。怎

样更好的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是各级政府

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的重要指

标，不仅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参与经济活动水平人口的规模和劳动力资源

的利用程度，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它是影响劳

动力供给的关键因素，通过影响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投入要素的劳动力供给量而作

用于经济增长。因此，研究劳动力参与率的发展变化，分析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

现状和主要影响因素，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全省甚至于全国的劳动力资源利用

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云南省劳动力参与率的现状分析  

1、根据 2000 年“五普”资料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分析  

（1）劳动力参与率的总体水平高。 第五次人口普查 10%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云

南省 2000 年 16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 2928940 人，其中男性人口为 1511898 人，

女性人口为 1417041 人；经济活动人口为 2442857 人，其中男性为 1305602 人，

女性为 1137255；总劳动力参与率为 83.7%，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86.6%，女

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80.6%。全国 2000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76.82%，男性劳动

力参与率为 82.94%，女性为 70.57%，与全国相比，云南省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

较高。  

表 1 “五普”分年龄组劳动力参与率  

按年龄组（岁）    劳动力参与率(%)  

    合计    男性    女性  

总计    83.7    86.6    80.6  

15-19 岁    66.8    66.2    67.5  

20-24 岁    93.9    95.2    92.5  

25-29 岁    96.3    98.8    93.7  

30-34 岁    97.1    98.8    95.1 

35-39 岁    97.4    98.7    96.0  
40-44 岁    96.7    98.3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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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9 岁    93.1    97.0    89.0  
50-54 岁    85.4    90.9    79.5  
55-59 岁    74.7    80.3    68.9  
60-64 岁    57.7    62.6    52.5  
65 岁及以上    28.8    34.5    23.6  
资料来源：根据《2000 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而得  
（2）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明显高于女性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0%抽样调查的资料计算的结果，云南省总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83.7%，其中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86.6%，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80.6%,男性的劳动力参

与率高于女性。  
（3）15-24 岁年龄组青少年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高  
15-24 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高，20-24 岁年龄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 93.9%，其

中男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 95.2%，女性为 92.5%，青年劳动力参与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教育水平落后。  
根据“五普”资料计算结果发现，云南省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点上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劳

动力参与率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特征。15-19 岁 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66.84%,65 岁

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28.8%.20-49 岁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 高,20-24 岁、

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45-49 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为 93.9%、

96.3%、97.1%、97.4%、96.7%、93.1%。在成年人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参与率逐渐

下降，并且成年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略高于女性。  
2、云南省历年劳动力参与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整理出云南省历年的总人口劳动力参与率①。从分析结果发现，随着

年份的递增，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从理论上来说，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增

加，劳动供给曲线可能向后弯曲。但是就云南省来说，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平均收入

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市场的劳动供给曲线还没有达到向后弯曲的条件，所以随着经济的增

长，劳动者的劳动参与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与云南省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  
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分析  
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错综复杂，且各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方向也

不一样。对于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主体，即使是同样的因素，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向也

不一致。一般来说，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对云南

省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  
第一，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某个层次的教育年限，教育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

影响着该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对青年人口（15-19 年龄组）的劳动力参

与率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应该是在校学习，而在校学生是不计入劳动力的，

所以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延长，那么 16 岁以上的人中将有很多人进入学校

而不进入劳动力群体，劳动力参与率自然就会降低。云南省 15-24 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力参

与率水平很高，教育水平落后是青年劳动力参与率高的重要原因，过高的青年人口的劳动力

参与率反映了云南省大量的青年人口，尤其是农村青年人口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就过

早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一方面加大了云南省本已沉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较低

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将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未来，

其劳动力参与水平和稳定性必将受到影响  
第二，性别。劳动力参与率可以分为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由于

世界各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各国总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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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不断变化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女性开始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当中，

但是各国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有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如瑞典、英美等国家，女性劳

动力参与率水平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高，而在印度和伊斯兰国

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却非常低，这与一国的风俗或者社会习俗有关。所以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由于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同因而影响全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中国女性劳

动力参与率高的原因是受妇女解放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影响，妇女的劳动力参与水平较高，从

而导致总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高。  
第三，人口的年龄构成。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考虑，人口的年龄构成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关系。按年龄段划分，人口总体是由儿童人口、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三部分

组成。劳动力是总人口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且在实践上两者又相互关联的，劳动力人口的增

长依存于人口总体年龄构成的变动。  
第四，经济发展状况。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密切相关。从微观

方面来说，一般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的水平和财富的水平密切相关，对于单

个劳动者来说，如果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都比较高，则他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意愿将下降，

他将减少工作时间，更多的时间将用于闲暇，也就是收入增长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

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从宏观角度来看，世界各个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实际劳动力参

与率水平也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也不断的提高；在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可能不再提高。

这与微观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单个劳动者收入水平越高，

收入效应使得其不愿参与更多的劳动，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特别如云南省

这样的西部地区，劳动者还没有富裕到收入增加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程度，因而在经

济增长、收入增加的过程中，劳动力越有参加劳动的动力，所以劳动力参与率是逐年提高的。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对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有很大

的影响。如果这些制度完善到“老有所养”，那么老年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也将降低。  
第六、由于统计制度存在缺陷。由于统计制度存在着缺陷，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不统计失业

人口，更不统计非劳动力人口。云南省 80%左右的人口处于农村，由于统计制度的缺陷，

长期以来将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全部视为就业，因此造成农村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的计算结

果不能真实反映农村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大大高估了云南省的劳动力参与率。

在城镇虽然有失业统计，但长期以来也仅限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

而登记失业率可能会低于实际失业率，从而对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产生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云南劳动参与率水平很高，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云南省人口众多，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一

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又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劳动

力资源对该省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根据以上现状及成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

示：   
第一、在利用好现有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应该加强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未来劳动力素质，从而

更好的提高未来劳动力参与的质量。其次，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扩大保障范围,完善养老保险

等社会保障制度, 使得“老有所养”，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第三，完善劳动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 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青少年提早进人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

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 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

16-60 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那么就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

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 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 严格控

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第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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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参与率过高对就业造成的压力，可以考虑对外劳动力输出，如果能将过剩的劳动力输

往沿海或者周边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压力，同时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  
 
注：①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处计算的劳动力参与率为总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其计算公式为： 
一般意义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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