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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入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
理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是课题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该课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学部首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管理的重点课题。
由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荣幸地承担
了该项目的研究。
自2002年立项，2003年正式启动以来，课题组诸位同仁刻苦努力，齐心协力，各司其职，各显其能，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
课题于2007年结题时，总计在国内外发表论文98篇，其中列入SSCI的国际重要期刊7篇，国内核心刊
物77篇，其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顶级刊物5篇，有近20篇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不少论文被广泛引用，还有数篇论文获省部级科研奖励，有些政策建议得到了领导批示或采纳。
另有在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的论文17篇，已出版专著5部。
研究成果得到了基金委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课题结题评审总体为优秀，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
　　按照课题立项的要求，本项目旨在运用现代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前沿理论
，研究如何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供给，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和制度变革，建立规范
有序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劳动力资源，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实现和谐社会构
建的宏伟目标。
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有：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与投资决策、人力资本产权与劳资关系、教育市场与
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义务教育与财政制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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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课题立项的要求，本项目旨在运用现代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前沿理论
，研究如何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供给，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和制度变革，建立规范
有序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劳动力资源，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实现和谐社会构
建的宏伟目标。
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有：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与投资决策、人力资本产权与劳资关系、教育市场与
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义务教育与财政制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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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建议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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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背景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中国政府直
接分配劳动力是其核心部分之一。
为了快速工业化的最高目标，政府为了降低劳动成本，人为地将工人的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并且将工
作分配的权利完全集中于政府之手。
而低工资水平是通过政府补贴食品价格以及提供各种非工资形式收入来维持的，包括提供住房、托儿
所、医疗保险以及退休金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雇主）都与政府劳动人事局所提供的工作岗位相匹
配。
终生雇佣制得到了保证，但是不管是地域之间还是职业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几乎都是不允许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劳动人事部门通过一个等级系统来集中决定和控制城镇区域内所
有工人的工资。
工厂中的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严格地划分为8个等级，行政与管理工作人员分为24个等级。
工资水平的提升主要基于资历而非劳动能力来决定。
虽然工资等级制度允许在不同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工资差异，但是这种工资差异非常之小。
同时，政府通过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和生活津贴的方式有效地排除了教育的私人直接成本。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府计划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导致了对工人的激励不足，并造成生产率降
低、创新意愿被抑制以及普遍的资源配置错位。
正是这一灾难性的局面引发了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经济改革。
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废除了集体合作社，将土地经营权归还给家庭承包经营。
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快速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
然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的改革步伐依然很缓慢，到90年代末期局面才有所改善，这是
由于中央政府为了维持政治稳定，一直在提高经济效率与保持对城镇劳动者福利保障所做承诺之间谨
慎权衡所致。
　　第一阶段的工资改革允许获利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并奖励生产率较高的工人，使得工人之间出现
较大的收入差距。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将工资总
额定额制度改为浮动工资总额制度，在定额制度中所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均为计划统一制订，而在改革
后的浮动制度下，每个企业的工资水平反映了该企业的获利水平（戴园晨，1994）。
　　就业制度的改革最终导致了终生雇佣制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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