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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口转变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在2004年以后逐渐步人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
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
然而，2008年、2009年中国经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冲击。
到2009年底，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实现了V字形的复苏，失业也得到控制，2010年春节之后还发生了普
遍的民工荒现象。
刘易斯转折点是否会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发挥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领域
面临怎样的挑战？
这是本书所收集的各篇报告尝试回答的问题。
　　按照以往的结构，本书分为两篇，分别是有关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专题报告，以及分析性的
报告。
在第一篇中，我们收入了不同政府部门提供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报告。
虽然这些报告基于不同的调查，信息有一定的差异，但反映了相同的趋势。
这些报告构成我们对农民工状况的认识基础。
　　在第二编的各章中，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发展趋势，以及基于人口预测做出的劳动力供给分析的
报告。
我们还提供了从不同角度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面临的挑战的报告。
一方面，我们继续争论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就这个问题，虽然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学术界和政策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特别是对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判断，远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我们希望，本书提供的分析，能够说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本书编者和作者绝非低估劳动力市场仍然面临的挑战。
我们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分析，说明了未来哪些群体会主要面对哪些就业困难。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新需求，探寻经济增长源泉，包括
从劳动力市场领域、人力资本培养领域和社会保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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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并没有改变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长期趋势，相反．这个短期
冲击却以更多的证据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
这个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将突出地表现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中。
这本绿皮书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了诸如人口发展趋势如何、劳动力流动出现了哪些新特点、为什么就
业压力和民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如何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城
市化为什么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怎样处理节能减排与扩大就业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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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口数量变化趋势预测　　四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五　结论　第二章　中国的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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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飙升系调查偏差所致　　三　在出生漏报和生育率问题上的认识迷茫　　四　当前生育率研究
中的一些认识问题　　五　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其他影响因素　　六　长期持续很低生育率会有什么样
的人口后果　　七　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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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面对低生育率调查结果的反应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
在世界其他地方，低生育率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强烈震惊，随之而来便会产生大量的研究和对策。
而我国出现很低生育率已经近20年了，却是虽有迷茫但波澜不惊，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已经
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这个事实。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贻误人口决策的战机。
　　当前国内的人口研究和宣传仍然偏重于强调人口增长、人口压力，呼吁长期坚持现行生育政策，
主张先达到人口零增长再说。
总之是认为只要经济发达了人口问题就好办。
这种观念对未来严重人口老龄化和急剧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挑战和威胁则考虑不足。
　　在低生育率时期，外国学者根据各国生育率来计算人口减半时间来反映人口内在的负增长速度。
按日本1.33的生育率，其内在人口减半时间将为46年；按中国为1.70的生育率，内在的人口减半时间将
为75年。
然而，近年中国人口调查的生育率其实与日本的水平差不太多，那么从以上推算结果可知，中国人口
的内在减半时间其实会更为短促。
　　低生育率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个新的重大问题在以往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从未得到关注，更
未得到研究。
人口原理告诉我们，当前的生育水平越低，持续时间越长，虽然可以较快达到人口零增长和较低的总
人口峰值，但是所积累的负增长惯性也会更大，因而未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就越大。
其实这与借钱还账的成本核算类似，今天值不值得借钱要看未来得还多少账，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借钱
可以不还。
人们都知道计划生育成功地在短短30多年中减少了几亿出生，走完了别的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变进程。
然而人们未必了解，正是由于人口转变速度太快，所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非常畸形，再继续太低
的生育率就意味着未来人口结构将更加畸形，这就意味着将更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刻人了人口结构之
中。
也就是说，我国现在的低生育率不仅决定近期人口发展，而且也决定了未来近百年的人口发展。
所以，不能将视野局限在近三五十年，只顾缩短到达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和降低未来总人口峰值，还必
须将眼界放得更远，高度关注持续的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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