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力回流的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以杭州为例

刘央央!

!杨红伟"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浙江 海宁 $%&&'(#")政府管制研究院!杭州 *%''%($

摘 要!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回流现象日益显著%

杭州市虽未出现大规模劳动力回流!但也初现端倪%实证分析杭州市外来劳动力与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外来劳动力

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一致性是有条件的!即当有效就业率低于&就业充足临界值'时!劳动力回流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可以忽略!反之!劳动力回流会拉低经济增长率%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化的背景下!杭州市有效就业

率将长期处于高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流动人口本地城镇化!避免劳动力大规模回流!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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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杭州市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

;>?; 年第三产业占 EFG 比重首次超过了 H>I#其经

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决定了杭州市对外来劳动力的

依赖程度仍然较大%然而#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逐步

强化# 也使杭州市劳动力要素的配置状况出现一定

程度的变化% 一方面#工厂$企业因招工不足而陷入

困境#对杭州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负面效应&另一

方面#劳动力回流又会产生长远的正效应'!?"资源

共享主体减少#增加人均社会福利&!;"减轻社会管

理压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由此可见#劳动力

回流将为杭州市的经济带来长期而复杂的影响% 因

此# 研究劳动力回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明确当前劳动力回流对杭州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是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早期研究

多是基于劳动力决策不可逆转的观点#即劳动力流动

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直到视角逐渐转向微

观#学者们发现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暂时现象#一旦引

起流动的条件发生变化# 就会产生回流% J"9&$" &%9

K&$$*0 将心理因素引入人口流动模型 L?M

#F#01N&%%$

)/$6*" A/$6&''$姚先国等认为劳动者偏好$工资差异$

同乡所形成的社区效应$制度因素等会影响劳动力决

策L;OPM

%

劳动力流动势必会对流入地经济产生影响# 失业

率是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 因此国内外学者通常

将研究焦点放在劳动力流入对流入地失业率影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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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劳动力流入对失业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3/4

! 这

些实证研究质疑了传统文献中劳动力流入会推高失业

率的看法! 然而"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僵化"未将宏观经

济的周期波动纳入考虑!因此"5678基于宏观经济形势

提出了#产出缺口理论$"他认为劳动力迁入是否对一

个地区失业率有影响"要看产出缺口"如果产出缺口为

正"那么移民对本地居民就业率是很少"反之"则说明

短期内是有影响的2&4

%

国外不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故而这一

现象对流入地经济影响颇为有限" 也缺少相关研究成

果!但我国国内存在数量庞大的流动劳动力"回流已较

为普遍! 国内研究者通常认为劳动力回流对流入地是

有影响的! 马忠东等认为劳动力流动随经济周期自我

调节"经济繁荣时大量流入城市"不景气时回流乡村"

回流成为城镇失业的减压器204

!张素华等以广东为例认

为农民工回流对城市发展是不利的2.4

!而这些研究虽然

直接研究回流对原流入地的效应" 但实证经验分析较

欠缺"且缺乏恰当研究视角!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然

而"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就业率通常小于 %##9"即

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无效就业劳动力" 在就业人数一

定的前提下"这一类人员越多"有效就业率越低"劳动

生产率也就越低!蒲艳萍认为"有效就业变化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现出协同变化的

一致性2%*4

! 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劳动生产率

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应该是由有效就业率的高

低来决定的!因此"本文以杭州市有效就业率的测算为

出发点"拓展劳动力回流效应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构

建基于时间序列的线性回归方程" 实证研究劳动力回

流的经济效应!

三!劳动力回流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

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描述为隐性失

业" 则将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劳动力便可以描述

为有效就业人口! 也可以认为" 有效就业人口应为具

有劳动能力并在职工作且工作量充足&能够通过工作

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 有工作岗位且能够充分发

挥作用的劳动者! 而有效就业率则是一个地区有效就

业人口占在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与隐性失业率之和

为 %**9!

本文以杭州市有效就业率的测算为研究起点"正

是由于这一指标可以反映杭州市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

闲置的劳动力要素"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正确判断劳动

力回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下文中所用数据来自

'杭州市统计年鉴(%

"一#有效就业率测算

文中有效就业率的测算采用柏培文的方法 2%%4

"将

生产函数法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结合起来" 并假设社会

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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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边际产出 % 假定劳动力工资为 4

+

"则在满

足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量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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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产出为时对应的有效劳动力需求为%

假定 +年的从业人数为 3

!

+

"则有效就业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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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表示整个社会产出&1表示技术水平&2表

示物质资本存量&3 表示劳动力就业量"+表示时间""&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

在计算杭州市有效就业率时"全市各年就业人数&

生产总值直接取自'杭州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而不

同年份的资本存量则采用永续盘存法按基年不变价格

计算某年物质资本存量2%!4

% 其中"本文以 %..*年为基

年"基年经济折旧率假设为 '9"基年资本增长率采用

%.0.)%..,年年平均 <=5增长率%

基于此"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假设 ":%>!"

并用 %..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回归

结果见表 %%

将表 %中劳动力产出弹性 !带入公式,!-"可以得

出有效劳动力供给量"将其带入公式,,-则求得杭州市

!**%)!*%%这 %%年的有效就业率% 如此"便可在有效

就业率演变过程中" 对经济增长率与外来劳动力增长

率变化路径,见表 !&图 %-进行分析%

表 !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来"需

要指出的是" 由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数量数据难以直

接获取"因此本文假设外来劳动者即外来人口"且当年

曾出入杭州%考虑到外来人口可能多次出入杭州"也可

表 % 生产函数对数回归结果

!1



注!由于杭州市全社会平均工资数据从 !""#年开始公

布"因此表中数据也从 !""$开始计算#

年份
有效就业率

!!%"

经济增长率

!&'()%"

外来劳动力

增长率!&*%"

!+"$ ,-.-/0 #!.!+0 1.2"0

!""! ,/.2!0 $3.!"0 !.-20

!""3 -!."10 $/.!"0 ".330

!""2 -,."30 $/.""0 /.1,0

!""/ 4$.!30 $3.""0 2.220

!"", 42.-,0 $2.3$0 2./40

!""- 41.3,0 $2./10 -.!$0

!""4 41.$40 $$."20 ".-40

!""1 42.!"0 1.1-0 5+.3,0

!+#+ 4!.110 #!.++0 /.4-0

!+## 43.#!0 #+.#+0 63.1#7

表 ! 杭州市有效就业率!经济增长率与

外来劳动力增长率一览表

能整年驻留杭州#只能采用杭州客运人次合计!包括铁

路$公路$民航$水路"与旅游人次合计的两倍!假设旅

游者在当年入$出杭州"之间差值的年增长率来近似地

表示外来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记为 !"

#

"#而无法对外来

劳动力总数进行较为准确的估算%此外#因缺乏相关数

据# 这一指标未能剔除本地外出及来杭短期出差的商

务人士流动人员%根据表中数据显示#杭州市已开始出

现劳动力回流#!++1 年和 !+$$ 年的外来劳动力增长

率都为负数# 相对应地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位居

近十一年来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从图 $中# 可以看出外来劳动力增长率与经济增

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这种相关性在不同

时期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 !++$&!++2年间#两者的

走势相反#有效就业率较低'!++2&!+$$年间#两者的

走向趋同#而有效就业率较高% 可见#外来劳动力增长

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一致性是有条件的和变化的%

通过对有效就业率时间序列趋势的判断# 可以发现存

在一个临界值 $%# 当有效就业率高于这一临界值#外

来劳动力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较高#反之#两者

间相关性较低% 因此下文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临界值

的推测$劳动力回流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上%

"二#劳动力回流影响经济的实证研究

在对表 !中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阶段相关性分析

后#我们发现(

$.当 !

#

84+0时!即 !++2年&!+$$年"#!&'(

#

与 !"

#

的 )9:&;<=相关系数为 +.4/4!>?@.A"."","%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到(

)

!

A".-3,#*+!,-. / 01#23.A$.//, !2"

而当我们将观察点提升到更高的有效就业率水

平#!

#

A-,7时 !即 !"", 年&!""1 年"#!&*(

#

与 !"

#

的

)9:&;<=相关系数变为 ".1,2!>?@.A"."3,"%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到(

)

!

A".13"#*+!,-. / 01#23.A!.$2- !/"

!.当 !

#

B4+7时!即 !++$ 年6!++2 年"#!&*(

#

与 !"

#

的 )9:&;<=相关系数为6+.,34!>?@.A+.3,!"%

)

!

A+.13+#*+!,-. / 01#23.A+.1-2 !,"

根据上述计算#可以看出杭州市的 !&*(

#

与 !"

#

之

间存在以下关系(

第一#当杭州市 !

#

处于相对高位时!约大于 4+7"#

!&*(

#

与 !"

#

呈现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随着 !

#

上升到

更高位置!大于 4+7"后也随之上升!从 +.4/4 上升到

+.1,2"# 同样改善的还有 (C&D?=6E:%;<=检测值和 )

!

#

表明式!/"比式!2"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与拟合优度%

第二#当杭州市 !

#

处于相对低位时!约小于 4+7"#

!&*(

#

与 !"

#

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但并不显著#

(C&D?=6E:%;<=检测值远离 !以及 )

!较小#表明式!,"

缺乏解释能力与拟合优度'且限于数据样本较少#无法

测算这种负相关性是否随 !

#

的下降而下降%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上述线性回归方程的分析# 本文认为杭州

市有效就业率存在一个临界值 $%!4+7% 这个临界值

将就业劳动力是否被充分利用进行了划分 !文中称之

为)就业充足临界值*"#当 !

#

值低于这个临界线时#表

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当 !

#

值超越这个临

界线之后#表明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也可以认

为# 有效就业率是描述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

系敏感程度的指标#值越高#敏感度越高#劳动力市场

供给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越高%具体而言(

$.当 !

#

值低于 $%时#经济波动与外来劳动力之间

图 $ 杭州市 !++$$!+$$年有效就业率视角下

经济增长率与外来劳动力增长率关系图

!/



缺乏相关性!劳动力回流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当 !

!

值超越 "#之后!经济波动与外来劳动力之

间存在显著相关! 劳动力回流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

响"

理论上讲!较低的有效就业率!表明企事业单位中

无效就业人员规模较大!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劳动力

的真实需求远小于就业人数"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外来

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 一旦回流的规模未能让杭州市

有效就业率显著上升! 则就业人数仍远大于劳动力需

求!产出缺口为负!回流劳动力带来的岗位空缺能够迅

速被低效就业人员所弥补! 因此劳动力回流对杭州社

会经济总产出影响很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

市场机制的健全!杭州有效就业率近年来不断提高!逐

渐处于较高的水平! 这说明企事业单位中无效就业人

员规模较小!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就业市场

供需呈现动态均衡状态!产出缺口基本为零!劳动力回

流将减少杭州劳动力供给!打破市场均衡!即便市场重

新回到均衡状态!整体劳动岗位数量也会减少!从而影

响社会总产出"

杭州市 !#$%年与 !$$&年外来劳动力增长率都接

近零!但经济增长率却分别呈现截然不同的状况"这是

由于 !$$%年有效就业率未达到临界值!企事业单位已

有就业人员利用率低! 外来劳动力数量增长停滞并未

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 !$$&年的有效就业率已

超过临界值!在岗劳动力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因

此外来劳动力数量增长的停滞! 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

下降到近十年倒数第三位" 而在有效就业率依旧处于

高位的 !$$'年与 !$((年! 杭州市出现的劳动力回流

也导致了当年经济的低靡"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杭州市 !$$($!$(( 这 (( 年的有效就业

率% 经济增长率及外来劳动力增长率三者关系的实证

研究和理论实践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杭州

市尚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的连续性劳动力回流现象!

但个别年份存在外来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减少的现

象!且近年来这一趋势越发明显!如&!$$%年%!$$&年

分别为 $"%%)和 #*+&,!!$$'年%!$((年分别为-$.%/,

和-%.'(,#第二!经历了 0年的连续上涨!杭州市有效

就业率上升步伐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 !##&年停滞!

并于 !##'年大幅下降!这一变化反映了经济增长周期

的转变#第三!杭州市有效就业率的'就业充足临界值(

约为 &#,!在此之下!经济波动与外来劳动力增长率无

显著相关性!而在临界线以上!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性!劳动力回流与经济的大幅下滑相关)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认为杭州市对劳动力市场的

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劳动关系的市场

化改革!着重削减边际产出为零的岗位!促使劳动力资

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从而提高杭州市有效就业率*

第二!无效就业劳动力被解雇!会带来失业率的上

升!因此应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同时应

降低劳动力岗位匹配的交易费用*

第三!在保证有效就业率处于高位的同时!积极出

台吸引外来劳动力的各项政策! 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

本1(%2

!加快流动人口本地城镇化步伐!避免劳动力的大

幅度回流现象*

注释"

文中!流动人口"是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流动人口

标准#即将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

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统计为流动人口$!劳动力回

流"是指流动人口由于各种原因%被动返乡与主动返乡&重新

回到流出地超过一定期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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