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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速放缓，亟待加快改革以创造就业 

林衛基、刘晓光 和 席瑞德  

2015 年 9 月 16 日  

中国正朝着“新常态”迈进，以实现更安全且更可持续的增长。为此，确保劳动力市场
的弹性至关重要。改革旨在抑制信贷累积造成的脆弱因素，这可能暂时减缓经济增长，
导致失业率上升，但在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支持下，这些改革将提高生产率，促进更可
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这种风险值得一冒。 

 

尽管过去几年增速放缓，但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弹性。得益于服务部门的扩张，维
持劳动力市场稳定的种种努力正在带来回报。 

 

劳动力市场形势一片大好 

截至 2015年 8月，采购经理指数中的高频就业指标有缓和迹象，但在更广范围内，尽管
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状况
似乎仍然保持良好。  

 

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达 
1360万个，2015年上半年又新
增就业岗位 710万个，正在接近
政府制定的今年新增就业岗位
1000万个的官方目标（图 1）。 

   

尽管工资增长率不断放缓，但
今年上半年仍保持在 8%左右，
与名义 GDP 增长率基本保持一
致。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收入
相当，官方登记的失业率稳定
保持在 4%左右，调查失业率也
保持稳定（约为 5.0%-5.1%）。 

 

劳动力市场保持弹性的原因有哪些 ？ 

在近期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 15/151号）《“新常态”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我们
发现城镇化等长期趋势往往能支撑就业增长。 

 

服务业不断发展是一个主要因素。与其他部门相比，服务业的劳动力更密集，这为农村
地区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实际上，2014 年该部门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接近 40%，并
占到总附加值的 48%，超过了制造业。劳动力增加等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剩余劳动力减
少，也减轻了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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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现年度就业目标

（新增城镇就业；百万人）

来源： CEIC、教育部、国家相关部门、新华社和本文作者估计。

1/估计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依据是第一季度的产量和2012年到2014年第一季度与全年产量的平均比率，该比率保持在3.8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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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性值得特别关注。在经济放缓时，这些特征中的前两个，
即民工流（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心）以及持续且可能增加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在大
型国有企业），可能起到缓冲作用，但同时也引发担忧。第三个特征是缺乏数据，这使
得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更具挑战性。 

  

 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流

通常不会充分体现在失
业数据上，但可能减少
冲击。农民工大都从事
低技术行业，往往更易

受到增长放缓的影响。
经过实证分析，我们发
现民工流基本受增长和
城乡收入差距驱动。这
些正是了解中国劳动力
市场动态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2014 年民工流
增长愈加缓慢（年同
比），这与增长放缓一
致（图 2）。尽管该现象短期内有利于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但如果持续时间
过长，可能延缓经济转型和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 

 国有企业（国企）在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不裁减正式员工，
这在依赖重工业的省份尤其如此。尽管这能暂时抵御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但
从中期来看也会削弱劳动力的灵活性，从而妨碍必要的经济调整。近期的国企改
革企图在加强社会保障之下对经营不善的国企的提出退出机制，这会在中期内提
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劳动力市场数据不足导
致难以准确及时地评估
劳动力市场状况。中国

劳动力市场数据差强人
意。尽管可以获取主要
数据序列，但数据范围、
频率和及时性都非常有
限。考虑到劳动力市场
统计数据对政策制定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强化
数据统计成为重中之重，
而且政府正在采取措施，
将调查失业率的范围扩
大至所有城市，以使数

据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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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缓慢的情景

图3.失业率情景分析
（百分比；根据调查失业率得出2013-2014年水平）

来源：作者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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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DP增长和民工流
（百分比）

注：民工流动率是指民工年度净变化与就业总数的比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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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是维持未来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关键 

诚然，实施改革可能导致近期增长进一步放缓，但这是否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
呢？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了线索，认为风险适度且值得冒这个险。  

 

分析显示，在坚持实施改革且中期增长率稳定在 6%-6.5%的情况下，净城镇就业岗
位可保持在每年约 1000万个的水平上，达到政府当前的政策目标。 

 

当然，加强国企改革和对产能过剩部门的调整近期内将释放多余劳动力，从而推高
失业率。但这有利于结构转型，包括服务部门扩张和增加对生产型企业的投资，进
而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迈进（图 3）。在预算范围内对受影响的雇员提供定向支
持能推动转型，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网，这是通过保持这些行业就业水平所不能
实现的。 

 

相反，正如 2015 年基金组织中国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推迟实施改革将带来更多脆弱性，

削弱长期经济前景，而且可能导致中期失业率上升。因此权衡的结果显而易见。继续推荐

改革，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是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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