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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就业难”--赵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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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就业问题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的难度之大，如今已是愈演愈烈。前不久，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

成平坦承：“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今后几年，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

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2005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未就业的有200多万人，到2008年的三年中，国有企业关

闭破产还会涉及360万职工”，“年内可能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农村有劳动力4.97亿人，除去

已经转移就业的2亿多人及从事农业需要的1.8亿人，尚有1亿左右富余劳动力。按照“十一五”规划目标要求，每年要

转移就业900万人。”专业人士对目前中国失业状况的估计就已经非常严重，按照专业人士的统计和估计，目前中国城

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的就业如此艰难？通常有两个解释： 

    其一，劳动力总量过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就业岗位有限的背景下，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

工作。比如，据权威部门的最新预测，2007年中国新增劳动力为2500万人，而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1000万人，缺口为

1500万人。如果追问：为什么会有劳动力总量过剩？专家们的回答是：由于历史上中国人口基数的过大和增速的过

高，导致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人口与生产资料的比例、人口与资本的比例严重失衡，其结果必然

表现为劳动力总量的过剩。 

    其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也就是说，在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的同时，存在着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比如，一方面

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无门，另一方面是技工和熟练工人以及某些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如果追问：为什么会有劳动力结

构性过剩？专家们的回答是：由于经济结构、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的扭曲，导致学非所用等人力资本投资的错位，

其结果必然表现为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 

    对于上面两个解释，有些人倾向于第一个解释，有些人倾向于第二个解释，也有人将这两个解释捆绑打包、合二

为一。在当下的中国，局部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现象的确存在；但说劳动力总量绝对过剩，这样的判断却经不住更进一

步的追问。 

    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生产资料，在经济学的意义上都可以通约成资本，换算成资本，表现为资本。相对于资

本的需求来看，劳动力总量过剩，意味着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资本的承载数量，或者说，相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劳

动力总量过剩，意味着资本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因此，如果劳动力总量过剩是客观事实，那么必然

伴随着资本短缺的现象。 

    令人困惑的是，除了耕地之外，当前中国的资本事实上并不短缺!换言之，劳动力的过剩与资本的过剩在中国居然

同时并存，有人把这个“悖论”称为资本与劳动力的“双过剩”。一个众所周知的证据可以证明资本的过剩：在今

天，“流动性过剩”不仅是经济分析中的时髦判断，而且也是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个悖论表明，劳动力找

不到工作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资本的承载数量，换言之，不是劳动力多了、资本少了。所谓“劳动力总量过

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也就是说，并不是相对于资本的数量，而是相对于资本的边际利润率而言，

劳动力过剩了。因此，问题很清楚，与其说人口过多是就业难的原因，不如说人口过多是就业难的结果。今天中国人之

所以就业难，决不是简单的中国人口过多，也不是资源、资本的短缺，而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超过了资本的边际利润率

对劳动力的需求。正是因为扩大投资、雇佣新的劳动力已经不能使资本家的报酬递增、甚至出现报酬递减，所以才会有

资本的过剩和劳动力的过剩同时并存。 

问题在于，老板是人格化的资本，利润的内在驱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时刻都在推动着老板要不断投资、雇佣新的

劳动力。为什么在今天中国，资本运动的链条会出现中断的现象？从理论上讲，老板缺乏投资冲动的情形无非有两种：

一种是老板个人消费的欲望非常旺盛；另一种是无利可图。作为消费者，老板个人的物质消费欲望总是有限的，因此，

影响老板投资的第一种情形并不存在。于是，剩下的就是“无利可图”这种情形了。 

    进一步分析下去，导致老板的投资无利可图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过高的税收减少了投资的回报率；第二

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无人购买。其实，政府过高的税收的确会影响投资，但还不是主要的因素，而产品无人购买才是导

致投资无利可图的基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产品无人购买呢？一种可能是产销不对路，个别商品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中国的商品几乎

全面过剩，说明“产销不对路”对过剩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有效需求不足，通俗地说，就是有钱的人不想

买，没钱的人买不起。要命的是，没钱的人又是绝大多数。据官方最近公布的数字，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



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

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样一来，产品过剩以及无利可

图便抑制了老板的进一步投资行为，结果便是大量的劳动力的“过剩”和失业。 

    于是就业难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广大普通老百姓“没钱”？其实，症结就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过大差距，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出了问题。今天，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

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结论很明确：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就业如此困难，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

于“人口过多”，而是在于分配结构出了问题。我们不妨把上述逻辑连接起来看一看：分配结构扭曲——有效需求不

足——产品过剩——无利可图——缺乏投资热情——劳动力过剩和失业。 

    由这个逻辑引申出来的政策含义是：(1)困扰中国社会的就业难题并非“无解”，政府对此应当而且能够“大有作

为”。(2)要想有效缓解中国的就业难题，必须抓住收入分配结构这个关键。(3)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从

而广开就业门路、拓展就业渠道的同时，扩大和提升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的一切措施，对于有效缓解我国的就业难题，

其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摘自《江汉论坛》2007年第9期，原文标题为《重新解读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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