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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发布 
 

高等教育扩展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怎样变革 
 

本报记者   靳晓燕  
 

  高等教育扩展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就业难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有哪些？ 
  今天，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12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对以上问题作出解读。 
  作为每年一部的系列报告之一，此次最新发布的报告紧密追踪时代变化的步伐，将焦点聚集

到高等教育扩展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上。报告以严谨的事实与数据，说明劳动者受教育

程度和技能水平提高是一大正面结果，同时“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大学毕业生配置不均

衡等现象也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但劳动参与率的逐渐下降、过度教育抬头

等现象也要引起高度关注。 
  本报告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的快速扩

展持续了十多年，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人力资本。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挑战，更是机

遇。如何变挑战为机遇，是当前促进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良性互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他指出，当前阻碍人力资本潜力充分释放的因素更多地来自劳动力市场。虽然高校扩招以来，

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得越来越多，劳动力市场也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变革。但从人力资本释放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来看，劳动力市场必须作出更深刻、更全面的变革，以使大学毕业生有更优

化的配置和更多更好的就业，使教育有更高的经济回报，使人才有更充分的流动，从而使高等教

育与劳动力市场更有效地匹配。 
  变革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提高 
  劳动者素质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2000年，全国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和仅上过小学的
比例分别为 6.21%和 34.77%，二者合计超过了就业人口的 40%。到了 2010年，就业人口中未上
过学和仅上过学的比例分别为 3.41%和 23.86%，合计为 27.27%，比 2000 年下降了约 13 个百分
点。 
  解读：这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结果。高等教育扩招始于 1999年，并在 21世纪的前十年里
保持了规模的增长。因此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上升，从 2000 年的
4.66%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10.05%，上升了近 6个百分点。其中大学专科的比例最高，2010年为
6.05%。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各类就业者获得的职业证书数量均有
增加。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是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变革的一大显著特征。 
  变革二：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并存 
  2005年前后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逐年蔓延，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然
而，与农民工“招工难”现象相矛盾的是，扩招后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

根本的扭转。 
  面对大学扩招与劳动力市场不能有效对接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学界争议颇多，有时甚至是针

锋相对。比如有人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就在于大学扩招过快，是教育领域出现了问题；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学扩招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过错，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太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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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吸收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问题。孰是孰非，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 
  解读：报告运用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

场的影响与互动，认为是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调整过于缓慢，才使得高等教育显得相对过剩，

而且这种相对过剩并非是一件坏事，而是为将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准备好

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源泉。 
  变革三：收入差距面临缩小的拐点 
  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在持续不断地拉大；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我国收入

分配差距处于较大的状态，但扩大的趋势已经在减缓。报告认为，我国可能已迎来了收入差距变

化的转折点。但是，这一转折点还很不稳定，需要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报告指出，收入差距面临缩小拐点的主要证据如下：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

据有关研究，我国收入差距约 50%来自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的走向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动
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最近两年持续下降，从 2009
年的 3.33下降到 2010年的 3.23，进一步下降到 2011年的 3.13。另一方面是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
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 
  解读：今后一个时期，虽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对收入

差距缩小的趋势继续保持，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将得到改善。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因为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学历劳

动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渐稳定，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比不再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工资

趋同的现象，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随着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

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变革四：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过度教育现象 
  报告对 2008 年北京市的情况测算，城镇私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省国有企业的过
度教育发生率较高，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 57.04%、55.36%和 53.92%。利用同样数据，报告采
用众数法测算出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60.00%和 54.12%，在企业
和其他类型中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55.58%和 36.36%。从地区来看，东部的过度教育发
生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大于西部；就教育适度发生率而言，其从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

部和东部；就教育不足发生率而言，其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 
  解读：相对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言，我国整体上还处于教育不足、人才匮乏阶段。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高能低就”、“大材小用”、“有业不就”、“无业可就”等

现象日益凸显。“人才高消费”实质为过度教育，这种现象越普遍，就越反映出高人力资本存量

的劳动力与工作岗位越不匹配。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赵人伟： 
  缩小收入差距正在起步，有望出现一个从扩大到缩小的转折期，很难说是一个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要有密切的联系，要匹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完全用市场来衡量

高等教育。提到钱学森之问，不管怎么说，这个问还是问得非常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

斯曾表示：中国，缺的什么？缺的是思想的市场，缺少创意的市场。创意的市场从哪儿来？不可

能到立交桥下的劳务市场得来，不可能从保姆市场得来，只有在大学校园里面才可能形成思想的

市场。中国将来不仅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需要变化，需要有一批有思想有现代

意识的青年人，高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也要大发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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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要求太过目的性，让教育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本质。我们现在讨

论大学生就业难，板子应该打在谁的身上没有意义，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它客观的各方面的原因。

不管从教育系统内部来讲，还是社会对教育的认识来讲都有太多的目的性、功利性。任何一个孩

子上大学都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毫无非议，我们教育本身就是为了提高整个就业收入？恐怕这样

简单的理解就会让我们的教育走入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