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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劳动力市场错配  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徐奇渊 
 

 
    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与潜在增速的变化方向一致，其具有必然性。对应的政策含义是：短期
宏观经济调控虽然仍要借助需求管理和周期性政策工具；但是更多的政策重心应放在供给侧。尤

其是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促进人力资本向真实生产能力转化。 
    目前就业在整体供、求上并不存在大的问题，甚至仍然表现出供不应求。但是劳动力的错误
匹配问题十分突出。资本、劳动力由于不匹配而同时面临闲置，对潜在产出造成负面影响。 
    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许多相关的问题、矛
盾将有望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从总体来看，中国在经济增速和一些产出总量指标面临一些压力，但是不少结构性指标都在
改善。这既体现了现在结构调整的进展，也为我们展示了将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此

基础上，本文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着重观察了从“人口

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瓶颈；并且，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渠道

进行了分析。 
    中国经济形势回顾：增长放缓、结构性特征突出 
    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态势，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支出法
三大需求的各自贡献来看，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36%，最
终消费支出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60%，净出口对 GDP增长率的贡献为 4%。与历史水平相比，
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危机前以及危机后的 4万亿刺激时期，是 2000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投资增速下
滑的背景下，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速起到了稳定作用。 
    2.从物价水平来看，在通胀率低迷的情况下，CPI和 PPI的缺口也在进一步扩大。2015年上
半年 CPI 同比通胀率降至 1.4%。而从企业角度来看，PPI 的同比通胀率已经持续 40 多个月为负
值、并且低于 CPI通胀率。最近的变化趋势表明，PPI和 CPI通胀率的缺口还在进一步扩大，PPI
通胀率尚未出现转正迹象。 
    3.从产业结构来看，过剩部门在去产能，而服务业正在稳步发展。2015年 1至 6月，第二产
业用电量增速为－0.4%，而第二产业中，主要又是重工业用电量下降，而同时，第三产业用电量
同比增 8.3%，这一增速比 2014年同期还高。 
    由此可见，用电量的下降主要发生在重工业。这表明，产能过剩部门正在去产能，而供给相
对短缺的服务业部门正在获得稳定发展，实际上二、三次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4.从需求角度来看，内部需求疲弱，外部比看上去的要好。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走
弱，市场机构的投资意愿仍然维持疲弱。2015年 1至 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环比、累计增
速同比，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不过在所有 21 个行业分类中，也有一些行业的投资增速稳定
甚至还出现了上升势头，而且这些行业全部几乎都集中在服务业。这些行业有：教育，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金融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其他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农、林、牧、渔业。其次，消费需求弱中趋稳。2015年以来，消费水平同比增速继续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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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8月一直维持在 11%以下，逼近个位数增速。不过消费需求已经呈现弱中企稳的迹象。最后，
出口比看上去的稳定。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5年 1至 8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为－1.5%，而
且月度出口增速基本是逐月走弱。尤其是 7月和 8月，中国出口增速分别为－8.4%和－5.5%。但
是我们认为，这和 2014 年同期的虚假贸易有关。在排除了基期的虚假贸易因素之后，实际上 7
月出口增速大约在 0%左右，而 8月增速约为 2%。可见，外部需求比看上去要好得多。而且在全
球贸易增速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是上升的。 
    中国潜在增长率两种分析视角：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 
    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有两个重要的角度：一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下降，
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二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提升，这表现为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增加，以及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增长。 
    基于前一种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的角度，社科院蔡昉、陆旸研究了中国的潜在增速变化，可
以称之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悲观预期情形；也有研究者从人力资本（劳动力质量）角度研究了

中国潜在增速的积极变化，可以称之为乐观情形。从事后结果来看，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经
济的实际增速全都落在了上述两种研究结果的估计区间之内。也就是说，实际增速均高于悲观情

景，但也都低于乐观情景。 
    悲观情景，实际上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乐观情景，则假设全部人力
资本均能够被充分利用，并全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而实际发生的情况

则介于两者之间，即人力资本的增长，对潜在增速有贡献；但由于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

存在一定障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导致人力资本的增长无法全部转化为生产能力。 
    作为一个非常近似的参考，我们尝试计算人力资本转化成真实供给能力的比例。计算基于以
下数据：两个情景对各年度潜在增速的估计，以及 2011年至 2014年实际增速水平。结果发现：
2011年和 2012年，新增人力资本分别有 53%和 49%转化为真实的供给能力，并提高了潜在产出
的增速。但 2013 年、2014 年这个比例仅为 31%、26%，因此经济增速更接近悲观情景。这也表
明在此期间，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有所加剧。 
    综上可以得到结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仍完全处于两种情形的潜在增速估计结果之
间。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与潜在增速的变化方向一致，其具有必然性。对应的政策含义是：短期

宏观经济调控虽然仍要借助需求管理和周期性政策工具；但是更多的政策重心应放在供给侧。尤

其是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促进人力资本向真实生产能力转化。 
    劳动力市场错配的具体表现 
    观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发现：尽管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却稳
步上升，劳动力市场总体仍然供不应求。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 4季度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
求人倍率为 1.15，达到了 2001 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一数据也意味着，企业的用
工需求有 13%无法得到满足。 
    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无法匹配，或者说：如果
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职位的空缺，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失业，这就是劳动力市

场的错误匹配。 
    根据人保部的数据，以求职者的学历来进行划分，可以观察以下两个劳动力市场，从而分析
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以下称为 A 市场）；大学
本科及大专学历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B市场）。 
    2001年至 2005年，两个市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失业，错误匹配问题并不显著；2006年至 2008
年，A市场的劳动力短缺在 5%左右，而 B市场的劳动力过剩在 20%左右，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
配逐渐严重；2009 年至今，A 市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明显加剧；2013 年以来，劳动力短缺比率
已上升到 20%左右，而 B 市场仍然处于供给过剩状态，2013 年的过剩比率为 13%。两个市场的
分化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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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目前就业在整体供、求上并不存在大的问题，甚至仍然表现出供不应求。但是劳动力
的错误匹配问题十分突出。这将在两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第一，局部劳动力市场，B市场的劳动
力供给过剩较为显著，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企业的职位空缺会使生产能力无法充分

实现，而作为较高学历的求职者，其积累的较高人力资本也无法转化为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力

由于不匹配而同时面临闲置，对潜在产出造成负面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 
    为了提高潜在增速，供给侧的调整应该以劳动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为目标。为了优化劳动力
配置，尤其是激活目前闲置的人力资本、释放其生产能力，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除了解决信息

不对称带来的过高搜寻成本之外，以下政策也将是有帮助的： 
    其一，改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状况。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制度性分割的情况：就业
制度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分割。具体来说，就业制度分割的情况包括：户籍制度、具有保护性的

地方就业政策，从农村或西部地区向城市或东部地区转换工作面临较大的进入成本和离去成本。

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包括：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社保制度存在分割。 
    这两种分割，一方面通过提高大学生未来工作转化的成本，从而提高大学生就业的保留工资，
即大学生心目中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也提高企业招聘大学生的成本，例如企业可能

需要解决户口等问题。由此造成了该劳动力市场难以实现供求平衡的状况。 
    其二，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还需要鼓励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
福利、信息技术、教育、研发、创意产业、环境保护、地质勘查等行业，将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

就业。而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服务业的发展较为滞后。而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劳动

力市场的错误匹配、阻碍了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 
    如果能够顺利推行上述措施，则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将得到明显改善，人力资本将得到有
效地激活和释放，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影响，

并有望使得潜在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 
    更具体地，服务业当中哪些细分行业是短板？我们可以对服务业的 13个主要行业进行分析。
作为一个参照的基准，我们选取美国的服务业就业分布作为比较对象。对比两国服务业就业人数

在 13个子行业的分布比例（2011年数据），可以发现在以下行业，中国的就业人数比例明显低于
美国：（1）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3）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4）金融业，（5）教育业。在上述 5个行业，中国的比例分别低于美国 13.4个
百分点、5.9个百分点、5.5个百分点、2.7个百分点和 1.2个百分点。 
    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许多相关的问题、矛
盾将有望得到缓解甚至解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服务业本身的扩大，将创造新

一轮的投资热点，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将对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善就业，尤其是医疗、金融、教育、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将

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现状。第三，服务业通常是技术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收入分配

向人力资本或劳动力倾斜，从而可能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第四，服务业的发展，将使目前受到

抑制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国民福利水平将获得提升。第五，服务业，即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

将有助于中国缓解外部失衡，并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内部市场，从而增强中国经济的

自我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