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口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诸多经济社会影响。由

于受底部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和顶部老龄化(人口寿命延长)双重影响，我国在很短时间内(约
18年)完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年轻”的人口结构，曾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资

源和高储蓄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的生产性功能下降，经济社会也将发生重大变

化。本文着眼于我国“人口—经济”关系格局的变化，探索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深刻

影响。

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

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跨过历史拐点，进入负

增长。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在 2015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劳动力

供给趋紧，将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尤其是 2003年以后，我

国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随着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普通劳

动力的工资迅速上涨。从国际比较上看，根据 2012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人均月薪

购买力排行、《全球工资报告 2014》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推算，改革开放以

来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工资差距呈现收缩趋势，由最初的近百倍降至 2015年的 3倍左右。

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同时有助于诱使技

术变迁，改变企业对不同类型技术的选择(比如劳动节约型技术)。

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

劳动参与率是指参与生产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通常，15—24岁的年轻群

体劳动参与率较低，25—54岁的劳动群体劳动参与率最高，54岁以上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

低，呈现出鲜明的“倒 U型”生命周期特征。当更多的年轻人步入老年群体，不同年龄群

体的相对人口规模发生改变，从而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劳动参与率。来自一些发达经济体

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可以解释约 50%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近年来

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由 2005年的 76.0%降低到 2011年的 70.8%。我国正进入退休高

峰期，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劳动参与率将大幅度下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依

然缺乏弹性，老年人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较多，缺乏相对灵活的、适合于年长者的

就业方式和工作岗位。年龄大、技能水平低的劳动者容易遭受市场歧视而失去就业机会，造

成隐性失业和劳动参与率低下。

劳动生产率面临负面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不同年龄群体的创新能力分布及其异质性。经济体

中的劳动力是由异质的群体(不同年龄区间)构成的，不同的年龄区间人群的认知能力存在较

大差别，人口老龄化过程会改变一国的创新能力和新技术采用的分布特征。通常，年龄与生

产率呈“倒 U型”关系。有研究表明，15—29岁年龄段和 65岁以上人口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为负，中间年龄段人口对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老年人口比重更高的国家采用前沿技术

的比例低。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人口中的年长劳动者比例提高，将导致经济体整体劳动生产

率的下降。当然，由于年长劳动者在工作经验和阅历上具有一定优势，这在一定程度可以抵



消老龄化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此外，老龄化会倒逼一个国家进行防御性创新，督促企业提

高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就目前中国而言，60岁以上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

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对其他劳动力的替代弹性，难以在短时期内适应新技术变革。因此，从

整体趋势上看，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需要护理照料，将催生“银发产业”，进而带来新的工作岗位需求和

劳动力市场结构重组。据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超

过 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 500万个。

完善制度 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不复存在，“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以及人口红利的

过早衰减，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人口—经济”关系格局的新变化，要求在政策

层面做出积极回应和相应调整，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上。

第一，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减少就业歧视和流动障碍，为劳

动力跨区域流动提供良好的制度软环境(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合理

配置，充分发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群体的“质”，提高

劳动力有效供给。由于工人工资普遍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需引导企业构建劳动力价格信号

的调整机制，积极进行技术革新。根据劳动力市场状况选择适宜的偏向型生产技术，并与现

行人力资本相匹配，有效提高生产率，保持一定的竞争力。第三，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搭建

老年人终身教育和培训体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升老年人生产效率。鼓励企业与有技能

老年劳动者形成灵活的雇佣关系，将有技能的年长者纳入劳动力队伍，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

劳动参与率，而且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报 魏下海 王临风 林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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