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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我国城市就业部门细分的基础上, 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歧视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 最后 , 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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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引起实体经济下滑进而导致我国

城市就业岗位更加稀缺的大背景下, 城市劳动力及其所在社

区的一些政府官员又把异样的目光转向了在城市就业的农

民工, 以抢“饭碗”为由加剧了对农民工的种种就业歧视, 这

与目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调格格不入。那么 ,

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是否就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增加 ,

从直观上看,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此, 以抢“饭碗”为由对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直观毕竟属于感性

认识。笔者将在对我国城市就业部门细分的基础上对这一

问题进行理性探讨 , 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1  我国城市就业部门的划分

托达罗( 1970) 把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运用到

城市经济上, 认为城市存在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

门[ 1] 。依据托达罗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部门划分的观点 ,

并对照目前我国城市就业部门的特征,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城

市就业部门呈三级分布。

( 1) 正规就业部门。正规就业部门属于城市现代部门 ,

工作比较稳定, 工资率相对较高 , 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比较高 ,

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在我国, 主要是指

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及集体企业。

( 2) 半正规就业部门。这一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规模很

大,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是很高, 一般劳动力( 包括农民

工) 也可参与就业, 但这一部门主要以保证城市本地劳动力

就业为前提。在我国, 主要包括手工业、运输、餐饮服务等

行业。

( 3) 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一部门由一大批小规模生产和

服务单位构成, 具有收入低、就业不稳定、规模小、经营水平

低的特点。其职种主要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脏、苦、累、

险职种以及连锁超市、购物配送、社区及家政服务等流动性

较强、收入不高但比较艰苦的职种。这一部门对劳动力素质

一般要求不高, 只要能吃苦耐劳、愿意提供劳动即可。在我

国, 主要包括个体经济单位以及由私营独资企业和私营合伙

企业构成的小型私营企业。

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从理论上说能进入半正

规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但是, 目前在我国由于农民工就

业歧视的存在, 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徘徊在非正规部门

就业, 而城市劳动力则由于种种原因不愿进入这一就业部

门。当然, 农民工也有一部分在正规和半正规就业部门就

业, 不过, 在正规就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其工作岗位仅仅限

于城市职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工种, 而在半正规就业部门工

作的农民工则往往是以同工不同酬为代价的。

2  农民工就业歧视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 城市劳动力大多进入正规和半正规就

业部门就业, 几乎不会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所以 , 笔

者仅就农民工就业歧视对正规和半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

动力的就业影响加以分析。

2 .1  对半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在这一

就业部门中 ,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并存 , 两者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同质性 , 因此, 农民工对在这一就业部门中就业的城市

劳动力来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如图1 所示, 如果不存在农民工就业歧视, 即农民工可

以自由进入这一就业部门 ,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S1 与 D

交于 E1 , 就业量为 L1 , 工资率为 W1 ; 如果存在农民工就业歧

图1 农民工就业歧视对半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Fig .1 The influences of th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on the employment of urban workers in the

semifor mal sectors

视, 如城市政府实行“腾笼换鸟”清退农民工, 那么, 劳动力供

给曲线将左移至 S2 , 并且由于农民工的近乎无限供给, 劳动

力供给曲线还有可能变得更为陡峭。此时, 劳动力供给曲线

S2 与需求曲线 D 交于 E2 , 工资率从 W1 上升至 W2 , 总就业

量由 L1 下降到 L2 。在这一就业部门中, 城市劳动力的就业

量是否会同步增加 L2 L1 将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对农民工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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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愿。如果城市劳动力对因歧视而被迫退出去的农民工

( L2 L1) 存在零替代意愿, 那么, 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不仅不

会增加这一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 反而会造成大量农民

工失业, 进而使社会总就业量减少 L2 L1 ; 如果城市劳动力对

因歧视而被迫退出去的农民工( L2 L1) 存在不完全替代意愿 ,

即由于工资率的上升, 城市劳动力会填补部分农民工退出去

的岗位, 那么, 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会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一

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量 ; 如果城市劳动力对因歧视

而被迫退出去的农民工( L2 L1) 存在完全替代意愿, 那么, 对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会使这一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就业量

同步增加。

然而这只是短期分析结论。从长期来看, 根据企业总成

本公式 C = KR + LW。其中, C 为总成本 , K 为资本量, R 为

利率, L 为劳动力数量, W 为平均工资率。如果不存在农民

工就业歧视, 企业的总成本为 C1 , 相应的产量为 Q1 ; 如果存

在农民工就业歧视, 如清退农民工, 则将会使 W 增加, 即

W/ R增加( 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来说更昂贵) , 从而使企业的总

成本由 C1 上升为 C2 , 为使利润最大化, 企业会选择用资本

替代劳动力或者缩小企业规模( 使产量由 Q1 缩减为 Q2) 。这

样, 即使城市劳动力对因歧视而被迫退出去的农民工存在完

全替代意愿, 也会因资本替代或企业规模缩小作用而抵消一

部分城市劳动力就业, 而不能实现同步增加, 甚至有可能使

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下降到原来的就业水平以下。但这

只是一种可能性, 最终结果将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对这一就业

部门中农民工的替代意愿与企业资本替代或规模缩小的共

同作用。如果替代意愿强且企业资本替代或规模缩小作用

弱, 则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会增加这一就业部门中的城市劳

动力就业水平; 反之, 不但不会增加这一就业部门中城市劳

动力的就业水平, 反而会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因此, 农民

工就业歧视的存在对半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 .2  对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农民工由

于自身素质不高, 很难进入城市正规就业部门 , 即使进入, 其

工作岗位也限于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工种。农民工就业

歧视似乎对于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不会产生

任何影响。其实, 这只能说明农民工就业歧视对正规就业部

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

前者对后者不会产生间接影响。如果存在农民工就业歧视 ,

那么, 随着农民工的清退 ,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 不会用

相对昂贵的城市劳动力来填补清退农民工留下的空缺而会

选择缩小企业生产规模。这样, 不但不会提高这一就业部门

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水平, 反而会因企业规模的萎缩而减少

对这一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需求。

如图2 所示, 由于企业生产规模的萎缩, 正规就业部门

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D2 将会左移到 D1 的位置 , 这时对于这

一就业部门中的城市劳动力来说, 工资率会从 W2 下降到

W1 , 就业水平也会从 L2 下降 L1 。可见,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

存在, 不仅不会使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上

升, 反而会因企业生产规模的萎缩而下降。

图2 农民工就业歧视对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

Fig .2 The influences of th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on the employment of urban workers in the

formal sectors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 .1 结论

(1) 目前 , 我国城市就业部门呈三级分布, 即正规、半正

规和非正规。城市劳动力绝大多数进入正规和半正规部门

就业, 而农民工由于遭受严重的就业歧视而只能无奈地在非

正规和半正规就业部门中徘徊。

( 2) 农民工就业歧视不但不会增加正规就业部门中城市

劳动力的就业量, 反而在规模萎缩效应的作用下, 会降低其

就业水平。

( 3) 由于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意愿与企业资本替代

或企业规模萎缩效应的共同作用 , 农民工就业歧视对半正规

就业部门中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 .2 政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存在, 导致了不同群体

间的矛盾,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这与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基调是格格不入的。因此, 消除农民工就业歧

视, 给农民工提供一个公平的就业机会 , 是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 1) 政府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取消城市倾向

的就业政策, 使农民工享受城市劳动力的待遇。城市发展规

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也要考虑农民工的存在和需要。

同时, 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 可以帮

助农民工组建自己的代言机构, 使农民工的集体意志可以通

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表达。农民工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

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取消对城市劳动力

不合理的制度性保护[ 2] 。只有做好这两方面工作 , 才能打破

我国城市就业部门之间的制度隔离, 为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

创造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

( 2) 农民工个人应理性地进行生产率特征差异与制度性

就业歧视的恰当判断, 树立竞争和学习的意识 , 延长接受系

统教育的时间, 努力寻找培训与开发的机会, 以提高自己的

“禀赋值”[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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