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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了 1995～2000 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

发现省际迁移人口 (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

劳动力的迁入 ,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推动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了 10 %以上 ,对东

部地带 GDP 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 15 %。而且在东部地带 ,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 ,迁入人口规

模越大 ,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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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通常主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 ,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

带。东部地带 (亦称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条件优越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历来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所划分的三大地带 ,东部地带国土面

积约占全国 11107 % ,而国民生产总值 ( GDP) 却占全国一半以上 ,并且该比重仍呈上升趋势。1995 年 ,

东部地带的 GDP 约占全国的 55164 % ,2000 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 57129 %。而且在此期间 ,东部

地带的 GDP 增长率达 73198 %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带) ,增长量几乎占全国同期增长量的 60 %

(59168 %) 。因此 ,考察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对探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

动因及其未来发展的持续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资本和劳动力两大要素。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 ,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 ,但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劳动力 ,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不可

或缺的生产要素之一。中国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 ,也同样应该符合这一基本经济规律。但是 ,根据国

家统计部门发表的常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1995 年东部地带从业人数为 24005129 万人 ,约占全国从业

人数的 3815 % ;到 2000 年则减少为 23886195 万人 ,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相应下降到 3718 %。而

同期全国从业人数却呈增长趋势。可见 ,在此期间 ,东部地带从业人数的减少与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趋

势相背 ,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与从业劳动力的关系 ,似乎不支持以上结论。虽然 ,可以认为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等因素 ,已开始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但劳动力要素是否已无关紧要呢 ? 要回答这个问题 ,只要考察一下在此期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流

向、流量分布 ,就不难发现其答案所在。因为到目前为止 ,政府各级统计部门正式发表、常规统计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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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数据 ,基本都是指在本地拥有户籍的所谓本地劳动力 ,而大量流入东部地带、尚无东部地带

迁入地户籍的所谓外来劳动力并未包括在内。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在 1995～2000 年期间 ,迁入东

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达 259615 万人 ,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 7614 % ;若剔除地带内迁移 ,则东部

地带迁入人口为 217316 万人 ,占全国地带间省际迁移人口的 8316 %。而且相对中、西部地带 ,东部地

带为唯一人口净迁入地带 ,净迁入人口达 196716 万人。如此大规模的迁入人口 ,对东部地带的社会经

济发展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如考察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消费者”,如此大规模的迁

入人口将成为刺激东部地带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作为“生产者”,如此大规模的迁入人口更将成为缓

解东部地带劳动力减少、特别是结构性不足矛盾 ,满足东部地带经济发展需求 ,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快

速、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本文的目的 ,即主要从人口迁移和“生产者”角度 ,考察 1995～2000 年间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贡献之大小。

2 　人口迁移是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人口迁移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引

擎”;在一定意义上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 ,也就是人口迁移的历史 (王桂新 ,2001) 。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以来的人口迁移 ,尽管尚处转轨过程中 ,也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在整体上对激

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却已日益显彰。就东部地带而言 ,人口迁移同样也已

成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11 　人口迁移为东部地带提供了大量年富力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

首先 ,迁入人口年龄结构轻 ,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在所有迁往东

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 ,仅 15～34 岁的青年人口即占八成以上 (80118 %) ,其中尤以 20～24 岁年龄

组所占比重最高 ,约占 26153 % ,15～19 岁、25～29 岁、30～34 岁三个年龄组 ,也分别占 21142 %、

20107 %和 12117 %。这一比例比东部地带本地同年龄组人口竟高 4615 个百分点 (图 1) 。若以劳动年

龄人口计算 ,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高达 92198 %。也就

是说 ,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 ,基本是一支劳动力队伍。

图 1 　东部地带迁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2000 年人口普查 0195 ‰抽样资料。

其次 ,迁入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8186 年 ,比东部地带本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 1139 年。在省际迁入人口中 ,以初中文

化程度者比重最高 ,约占半数以上 (56108 %) ,高于本地人口近 20 个百分点 ;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者 ,

占 20159 % ,比当地居民约低 15 个百分点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也占有 20194 %的较高比重 ,该比重

亦明显高于本地人口的同一比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入迁 ,提高了东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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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常住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使东部地带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7148 年上升至 7155 年。因

此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的大量入迁 ,及其所带来的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

高 ,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必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 ,在迁往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 ,以经济原因迁入为主 ,显示了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

带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以“务工经商”原因迁向东部地带的迁移人口约占

73174 % ,加上“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其他经济原因 ,则因经济原因迁入东部地带的人口比重可高

达 80188 %。这说明 ,迁入东部地带的约八成人口 ,将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 ,从而影响当地的经济

发展。事实上 ,在省际迁入人口中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 8211 % ,比东部地带本地人口的就业比例

(4816 %)高 3315 个百分点 ,也说明了这一点。

212 　迁入劳动力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需求 ,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 ,迁入劳动力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迅速增长的需求。如前所述 ,在 1990 年代后期 ,东部地带

本地劳动力出现减少变动 ,但其经济却呈迅速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 ,东部地带大量入迁的劳动

力 ,虽然未被完全统计在从业人员中 ,但客观上却弥补了东部地带劳动力的不足 ,满足了东部地带经

济迅速增长的需求。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在 1995～2000 年期间 ,东部地带迁入人口中约有 213013

万劳动力在东部地带就业 ,其中从中、西部地带迁往东部地带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 181817 万人。以广

东省为例 ,1995～2000 年间迁入广东就业的外来劳动力约为 110016 万人 ,约为其 2000 年本地就业劳

动力 (3861 万人)的 2815 %。像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若干企业的生产 ,几乎都由外来劳动力支撑和

完成。可以说 ,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劳动力入迁就业 ,不少企业就无法正常进行生产 ;正是大量的入迁

劳动力 ,补充和满足了当地经济迅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 ,迁入劳动力缓解了东部地带城市地区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东部地带城市地区在基

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建筑业、制造业及家庭、餐饮服务业等“脏、累、

险”职种为主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主要受传统观念及就业意识的影响 ,东部地带城市地区本地劳动

力多不愿从事这些职种 ,因而使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出现短缺或不足现象。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的制约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城市迁入劳动力 (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很大限制 ,绝大部分又

只能参与到以上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就业 ,从事那些“脏、累、险”职种或工作 ,这样就很好地缓解甚至解

决了东部地带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如以上海为例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上海迁入就业

的外来劳动力中 ,从事“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及“运输设备操作”职种的约占 4812 % ,从事“商业服

务”、“餐饮服务”及“居民生活服务”职种的约占 2714 % ,二者合计达 7516 %。另外 ,还有占 713 %和

116 %的外来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及“废品回收”。这些外来劳动力 ,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解决

了上海相关部门劳动力需求结构性不足的矛盾 ,为上海城市建设及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做出了贡

献。

第三 ,迁入劳动力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东部地带迁入就业的在业人口和本地在

业人口的职业构成 (表 1)看 ,和本地劳动力主要从事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的职业构成不同 ,迁入劳动

力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领域 ,约占其在业人口的 67173 %。另外 ,迁入劳动力

中从事商业、服务业职种的比重也比本地劳动力高近 7 个百分点 ,几乎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两成。而

从事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职种的迁入劳动力比重 ,则明显低于本地劳动力。由图 2 亦可看出 ,与本地

在业劳动力的行业结构比较 ,迁入在业劳动力中 ,第一产业比重仅占 518 % ,而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则

高达 7019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高于本地劳动力。大量迁入劳动力的就业集中于第二、三产

业 ,不仅为这些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 ,促进第二、三产

业的发展及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 ,迁入劳动力在一些低层次行业、职种的就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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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地劳动力 ,从而有助于本地劳动力向更高层次的行职业转移。

表 1 　东部地带迁入在业人口和剔除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 %)

职 　业 迁入劳动力 不考虑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

合 　计 　 　　100100 　　　　　　100100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110 2130

专业技术人员 3142 615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159 3185

商业、服务业人员 18115 11117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5196 5514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7173 20164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103 0103

　　资料来源 :同图 1。

图 2 　东部地带迁入在业人口和剔除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的行业结构 ( %)

资料来源 :同图 1。

3 　人口迁移、劳动力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以上 ,仅从东部地带迁入劳动力的属性、规模、迁移原因、就业特征及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

的需求等方面 ,考察了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指出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

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下再根据雇佣弹性及回归分析等方法 ,对人口迁移及劳动力与东部地

带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以进一步揭示 1990 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特别是迁入劳动力对

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

311 　劳动投入与经济发展之分析

首先探讨东部地带就业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根据资料获得的可能性 ,现选用《上海统计年

鉴》(下同)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0 年东部地带各省市的 GDP 和从业人口L 两指标 ,并对二者做

相关、回归分析 ,得以下模型 :

Y = 8521575 + 11446L 　(调整的 R2 = 01754)

式中 ,Y为国民生产总值 GDP(亿元) ,L 为从业劳动力 (万人) 。

根据以上相关、回归分析知 ,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与从业劳动力L 的相关系数为 01870 ,显示此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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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回归分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R2 = 01754 ,显示模型

中从业劳动力L 对 GDP 也具有较强的说明力。也就是说 ,在此期间劳动力仍然是影响东部地带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且根据上述模型可大致概算 ,从业劳动力每增加 1 万人 ,GDP 产出约增加 11446 亿

元。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在以上模型分析中的从业劳动力主要为本地劳动力 ,但就其所反映的国民生

产总值 GDP 与从业劳动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 ,也间接说明了东部地带迁入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密

切关系。而且由此亦可推知 ,对人口主要迁入地或作为唯一人口净迁入地的东部地带来说 ,省际人口

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劳动力无疑对推动其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做一个简单推算 ,

如前所述 ,在 1995～2000 年期间 ,东部地带净迁入人数约达 196716 万人。如果以边际劳动投入产出

乘以净迁入人数 ,作为迁移人口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 ,则这一数值可达到 2845 亿元 ,可占

2000 年东部地带 GDP 总产出的 5 %左右。可见迁移人口对东部地带 GDP 增长的贡献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 ,以上回归分析模型相对比较简单 ,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变量 ,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

息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劳动力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12 　雇用弹性分析

雇佣 (或就业)弹性是从业人员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 ( GDP 增长率) 之比 ,也可以解释为经济增长

的劳动需求诱发效果。一般地说 ,如果雇佣弹性系数为正 ,说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 ,或

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雇佣弹性系数越大 ,说明同样的经济增长诱发的劳动力需求越

多 ,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投入依赖越大。反之 ,如果雇佣弹性系数为负 ,说明就业劳动力的增加将减

缓经济增长 ,即就业劳动力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 ;雇佣弹性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越大 ,说明增加劳动力

投入越多 ,对经济增长越不利。雇佣弹性系数为 0 ,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劳动力的增减无关。

为了正确地计算雇佣弹性系数 ,更好地反映东部地带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本文计算东部地

带各省市雇佣弹性系数的劳动力 ,采用其本地劳动力与从其他省市迁入的外来劳动力之和 ,即各省市

参与经济活动的常住人口劳动力总数 ;经济指标采用各省市 GDP 增长率。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0195 ‰抽样资料 (用于计算省际净迁入劳动力)及《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计算所

得的 1995～2000 年间东部地带各省市的雇佣弹性系数如表 2 所示。由此可以看出 :

表 2 　东部地带各省市 1995～2000

年间的雇佣弹性系数

地区 雇佣弹性系数

东部合计 　　　　01094

北 　京 01153

天 　津 - 01154

河 　北 01027

辽 　宁 - 01138

上 　海 01273

江 　苏 - 01050

浙 　江 01093

福 　建 01141

山 　东 01018

广 　东 01440

海 　南 01046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上海统计年鉴》1995～2000 各

年版有关数据计算。

第一 ,在 1995～2000 年间 ,整个东部地带雇佣弹性系数为 01094。

该系数大于 0 ,说明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或换

言之 ,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以促进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 ;但该雇佣弹

性系数又不大 ,说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 ,受劳动力投入增加因素的

影响不是很大 ,劳动力已不是决定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而

受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将更大一些。

第二 ,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的雇佣弹性系数为负值 ,说明仅从

现有数据分析 ,这些省市就业劳动力的增加与其 GDP 增长的关系并

不明显甚至表现为负向关系。由于这里计算雇佣弹性系数的从业人

口增长率包括了净迁入从业人口和本地从业人口增长 ,因而仅根据

这一负弹性系数还无法得知其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

但是 ,因为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的本地从业人口增长都为负值 ,而

其净迁入从业人口为正 ,也就是说在其常住人口劳动力中迁移从业

人口比重有所增加 ,这或许也能间接反映相对于本地劳动力 ,迁入劳

动力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所增大的。当然 ,这三省市的雇佣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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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数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待做进一步探讨①。

第三 ,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广东和上海的雇佣弹性系数都比较高 ,其中广东省高达 01440 ,几乎

为东部地带平均水平的 5 倍 ;上海的雇佣弹性系数也达到 01273 的较高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省

经济迅速发展 ,省际迁入人口大量增加。特别在 1990 年代后期 ,集中迁入到广东省的省际迁移劳动

力 ,已约占迁入东部地带省际迁移从业劳动力的 60 % ,达其本地从业劳动力的 2815 %。已如前述 ,特

别像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若干企业的生产 ,已几乎都由外来劳动力支撑和完成。同样 ,作为全国最

大经济中心的上海市 ,进入 1990 年代以来 ,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年年变样 ,也吸纳了大量

省际迁移劳动力 ,规模仅次于广东 ,在本市常住人口劳动力中亦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均显示广东、

上海两省市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增加 ,特别是省际迁入人口、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具有密切关系。可以

说 ,广东、上海两省市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正如其较大

的雇佣弹性系数所显示的意义 :经济的迅速发展诱发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 ;省际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大

规模入迁劳动力 ,正满足了两省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入迁外来劳动力已成为两省市就业

劳动力队伍的重要方面军 ,对推动两省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

意义上 ,广东、上海两省市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增加的关系 ,应该更符合、更真实地反映和代表了东部地

带经济发展与省际人口迁移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增加密切相关的实际状况。以下分析将

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4 　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贡献之测算

以上考察分析说明 ,在 1990 年代后期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大量入迁劳动力不仅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缓解了东部地带劳动力就业

结构性不足的矛盾 ,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且作为东部地带从业劳动力队伍的一个重要

方面军 ,正在继续为推动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做出贡献。当然 ,东部地带各省市之间也存

在明显的差异。这一点 ,从以上雇佣弹性系数的计算分析结果已得以说明。为了正确把握和评价省

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下再主要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出发 ,进一步测算 1990

年代后期省际迁移人口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如前所述 ,经济增长要受若干因素的影响 ,从生产要素角度考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多

种方法。本文考察 1990 年代后期省际迁移人口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主要采用

以下要素分解法 (王桂新、殷永元 ,2000) 。在测算时 ,经济指标以 GDP 表示 ,劳动力指标以从业劳动力

表示 ,具体包括本地劳动力和省际人口迁移而带来的入迁外来劳动力 (净迁移)两部分。

411 　几个基本假定

考虑数据的局限和便于分析 ,本文拟作以下假定 :

第一 ,所有劳动力等质 (即不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 。基于此 ,将影响东部地带及各省市经济增

长的因素 ,两分为包括数量规模和就业结构的从业劳动力因素和除此从业劳动力以外其他所有因素。

在该假定下 ,本文将主要由从业劳动力数量规模和就业结构角度分析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及其大小。

第二 ,受数据制约 ,由于未能得到期初年份 1995 年各省市分产业的 GDP 数据 (上海除外) ,故假定

各省市分产业的 GDP 在 1994～1996 年间均匀增长 ,从而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求得 1995 年各省市分产业

的 GDP 比重。

第三 ,为考察省际迁移劳动力在迁移前后就业结构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假定 1995～2000 年间迁

① 如 1990 年代后期以来 ,不少地区的从业人员数因企业转制 (如国有企业民营化) 及相关统计口径的变化而有所减

少 ,实际从业人数则未必真正减少。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雇佣弹性系数为负值以及东部地带雇佣弹性系数总

体不高或许亦与这一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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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口的从业人员比重 (从业人数/ 总人数)以及在各产业的分布比例和 1995 年相同。

412 　方法和步骤—以上海为例

以下将分别从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两方面 ,测算劳动力要素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

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1)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首先 ,假定 1995～2000 年间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变 ,并在该假定条件下推算 2000 年第一、二、三产

业的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 (户籍)劳动力 (二者均指从业劳动力 ,下同) 。已知上海 1995 年第一、二、

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 010985、015447、013568 ,2000 年常住人口劳动力 (包括净迁入) 及本地劳

动力分别为 978117 万人和 828135 万人。则按 1995 年就业结构 ,可求得 2000 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

地劳动力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分别为 96135 万人、532181 万人、349101 万人和 81159 万人、451120

万人、295156 万人。

其次 ,在假定 1995～2000 年间劳动生产率不变前提下 ,推算 2000 年 GDP 产出。根据统计资料按

当年价格计算 ,1995 年各产业劳均 GDP 分别为 7882143 元、32592141 元、34973136 元。将该劳均 GDP

与以上推算的没有发生就业结构变动的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相乘 ,可得到 2000 年常住人口劳

动力 (包括净迁入)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第一、二、三产业的 GDP 产出分别为 75195

亿元、1736155 亿元、1220161 亿元和 64131 亿元、1470158 亿元、1033166 亿元。由此可求得 2000 年常住

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创造的三产业 GDP 总产出分别为 3033111 亿元和

2568155 亿元。

第三 ,在以上基础上 ,计算仅由劳动力数量增加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据统计 ,1995 年

上海三产业 GDP 总产出为 2462157 亿元 ,1995～2000 年 GDP 增长率为 84181 % ,则 1995～2000 年间仅

由劳动力数量增加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

常住人口劳动力数量增加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率贡献 =
(3033111 - 2462157)

2462157
= 23117 %

贡献度 =
23117 %
841813 %

= 27132 %

本地劳动力数量增加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 =
(2568155 - 2462157)

2462157
= 4130 %

由此可求得外来劳动力数量增加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为 23117 % - 4130 % = 18187 % ,对 GDP 增

长的贡献度为 18187 %
841813 %

= 22125 %。

(2)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假定 1995～2000 年间劳动力数量不变 ,即期末 2000 年和 1995 年相同。由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不同 ,所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发生就业结构的转移变动也会带来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

GDP 的增长。已知上海 2000 年各产业常住人口劳动力分别为 100127 万人、442162 万人和 435127 万

人 ,本地劳动力分别为 89123 万人、367104 万人和 372108 万人 ,则根据 1995 年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劳

均 GDP) ,可求得 2000 年第一、二、三产业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 GDP 产出分别为 79104 亿

元、1442161 亿元、1522129 亿元和 70133 亿元、1196127 亿元、1301129 亿元 ,即 2000 年常住人口劳动力

和本地劳动力在数量不变条件下、仅由于就业结构变动而创造的三产业 GDP 总产出分别为 3043194

亿元和 2567189 亿元。

根据以上 ,即可计算 1995～2000 年间仅由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

度分别为 :

常住人口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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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贡献 =
3043194 - 3033111)

2462157
= 0144 %

贡献度 =
0144 %

841813 %
= 0152 %

本地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率贡献 =
(2567187 - 2568155)

2462157
= - 01027 %

贡献度 =
- 01027 %
84813 %

= - 01032 %

由此可求得外来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率贡献为 0144 % - ( - 01027 %) =

01467 % ,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为 01551 %。

413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和步骤 ,可求得 1995～2000 年间东部地带各省市常住人口劳动力及其本地和外来

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表 3、表 4) 。由此可以看出 :

表 3 　东部地带劳动力数量变动对推动 GDP增长的贡献( %)

常住人口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本地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外来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东部合计 　　　2122 　　　3100 　　- 4187 　　- 6159 　　　7109 　　　9159

北 　京 11188 15129 - 7105 - 9107 18193 24136

天 　津 - 12100 - 15135 - 16193 - 21166 4193 6131

河 　北 2114 2173 2120 2180 - 0106 - 0107

辽 　宁 - 9127 - 13181 - 10188 - 16120 1160 2139

上 　海 23117 27132 4130 5107 18187 22125

江 　苏 - 3135 - 5104 - 5149 - 8126 2114 3122

浙 　江 6162 9129 - 0102 - 0103 6164 9131

福 　建 11145 14106 5195 7131 5150 6175

山 　东 1125 1176 0178 1110 0147 0166

广 　东 34196 43195 5159 7102 29137 36193

海 　南 1196 4163 - 0142 - 0199 2138 5161

　　资料来源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0 各年版、2000 年人口普查 0195 ‰抽样资料计算。

表 4 　东部地带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 GDP增长的贡献( %)

常住人口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本地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外来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东部合计 　　　2198 　　　4103 　　- 0178 　　- 1106 　　　3176 　　　5109

北 　京 - 0146 - 0159 - 1112 - 1144 0166 0185

天 　津 - 1144 - 1185 - 1181 - 2132 0137 0147

河 　北 2188 3167 2130 2193 0159 0174

辽 　宁 - 5152 - 8123 - 5176 - 8157 0123 0135

上 　海 0144 0152 - 01027 - 01032 0147 0155

江 　苏 - 0141 - 0162 - 1156 - 2135 1115 1173

浙 　江 9113 12182 4101 5163 5112 7119

福 　建 8181 10181 3188 4177 4193 6105

山 　东 1181 2156 1103 1146 0177 1109

广 　东 14120 17186 - 4124 - 5133 18144 23118

海 　南 0157 1135 - 1142 - 3136 2100 4171

　　资料来源 :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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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 1995～2000 年间 ,东部地带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73198 % ,而仅考虑数量增加和就

业结构变动的劳动力要素 ,使 GDP 增长了 5120 %(率贡献) ,约占全部影响要素总贡献的 7103 %(贡献

度) 。尽管这里可能由于没有考虑劳动力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而低估了劳动力要素对 GDP 增长的影

响 ,但总的来看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 ,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仍然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 ,但已不是影响其 GDP 增长的关键要素。而在其仅考虑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劳动力要素对

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从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大 (率贡献和贡献度

分别为 2198 %和 4103 %) ,数量增加变动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小 (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2122 %和

3100 %) ,二者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致成“六、四开”(57133 %和 42167 %) 。

第二 ,从整个东部地带来看 ,由于本地劳动力无论数量变动还是就业结构变动都已不利于东部地

带的经济增长 (均为负贡献) ,尤以数量变动 (减少)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最明显 (约使 GDP

减少 4187 %) ,所以上述劳动力要素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 ,几乎都是由外来劳动力完成的。

也就是说 ,仅就劳动力要素而言 ,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唯一贡献者。如果包括

抵消本地劳动力负向影响的部分 ,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外来劳动力 ,可使东部地带 GDP 增长

10185 %(率贡献) ,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为 14167 %。即 1990 年代后期外来劳动力推动东部地带 GDP

增长了 10 %以上 ,贡献了东部地带 GDP 增长的近 15 %。这一数据 ,清楚地说明了省际人口迁移对推

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 ,外来劳动力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 ,主要是由其数量增长贡献的。由表 3、表 4 可以看

出 ,在 1995～2000 年间 ,外来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可分别使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 7109 %

和 3176 % ,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 9159 %和 5109 % ,二者之比均大致为 65 :35。这主要是因为 ,

外来劳动力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地带城市地区 ,在城市地区又主要是从事一些虽然不可缺少、但多

为“脏、累、险”且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职种 ,所以外来劳动力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和贡献 ,主要是通过以庞大的“人海战术”实现的 ;而通过就业结构变动、促进东部地带产业结构调

整进而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

第四 ,各省市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是省际

人口迁移 (外来劳动力)推动了东部地带各省市的经济发展。虽然河北省外来劳动力在数量上不利于

其经济发展 (人口净迁出) ,但其迁入劳动力对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仍然使省际人口迁移对

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正向推动作用 ;二是除河北、山东两省以外 ,其他各省市的外来劳动力

都是以数量增加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较大 ,而就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和贡献较小。这些共性

特征 ,决定了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以及外来劳动力主要是以“人海战

术”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第五 ,各省市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大小亦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根据外来劳

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大小 ,可将东部地带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是北京、上海、广

东三省市 ,其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 20 %以上 (上海最低亦为 2218 %) ,尤以广东外来

劳动力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贡献度高达 60 % ;第二类是天津、浙江、福建、海南四省市 ,其外来劳

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都比较大。天津相对最小 ,约为 6178 % ,浙江最大 ,外来劳动力对本地

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6150 % ,福建、海南两省居二者之间 ;河北、辽宁、江苏、山东四省为第三类地区 ,外

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 5 %以下。已有研究指出 ,北京、上海、广东都是中国 1990 年代

后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强势吸引中心 ,而天津、浙江、福建则为同期省际人口迁移的次级吸引中心 (王桂

新、刘建波 ,2003) 。可见外来劳动力对推动本地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 ,与是否为省际人口迁移重要吸

引中心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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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考察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的属性、规模、迁移原因、就业特征等入手 ,对 1990

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劳动力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及省际迁移人口 (外来劳动力) 对推动

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大小进行了定量分析 ,发现虽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

或制度创新等因素 ,已开始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即使对中国比较发达的

东部地带来说 ,劳动力要素仍然是其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 ,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

大量外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 ,几乎推动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了 10 %以上 ,贡献了东部地带 GDP 增

长的近 15 % ,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 ,分析结果显示 ,东部地带大部分省市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已不能适应当地的经济发

展 ,甚至已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毫无疑问 ,无论何时劳动力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

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在 1990 年代后期 ,东部地带为什么出现本地劳动力供给不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甚

至产生消极影响 ,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主要受其影响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导致劳动力

减少而供给不足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事关东部地带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问题。

研究表明 ,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

入 ,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在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中外来劳动力又主要是以增加数量的“人海战术”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而且 ,越是省

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 ,净迁入人口规模越大 ,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

就越大 (二者相关系数为 01923) ,显示了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因此 ,在目前及

未来一段时间 ,如何进一步刺激和活跃省际人口迁移 ,扩大省际人口迁移规模 ,推动东部地带以及全

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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