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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为国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它是劳动经济学
的深入和细化。
它建立在劳动经济学基础之上，除包括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外，即除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
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劳动关系、工会与罢工等问题的研究外，还重点
研究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各种机制，包括各种劳动政策等问题。
在体系和结构方面，劳动力资源配置除包含相应的理论外，还结合了我国的具体实践，这是目前劳动
经济学教材，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具备的。
目前，与该课程相近的“劳动经济学”已有十余种教材出版，但尚未有“劳动力资源配置”教材问世
。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研究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中具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
即人口总体所具备的劳动能力，它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是多方面的，除了土地、资本这些“死”的资源外，更多依赖劳动
力这种“活”的资源。
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能动性和时效性。
劳动力是劳动过程中最积极的生产要素，是财富和价值的根本来源。
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就是生产过程，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不仅生产财富，而且生
产使用价值并创造价值。
劳动力资源的状况，也是构成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
重要依据之一。
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意味着宏观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力，逐步实现充分就业，形成良
好的就业结构；又意味着微观上在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实现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有效结合，以取
得较高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
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使用，可以取得较大的效益。
劳动力资源不及时使用就会白白浪费，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具有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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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要分析中国是否出现了拐点，国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拐点（以中国社科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为代表）。
针对中国经济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镇工业部门以及出现所谓“民工荒”的
状况，蔡防（2006）断言小国经济的转折点已经到来，理由是2003年以来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并
且工资持续上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超过50％。
吴要武（2007）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社会经济现象，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
规模变化等角度进行了经验数据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还远没有出现拐点（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为代表）。
周祝平（2007）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理由是中国城市化水平依
然很低，目前中国城市人口比例还不足45％（其中包括了流动人口），随着未来中国城镇现代部门的
扩张，仍然有农村新增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人城市。
他说，即使按照近10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200万，再过30年中国农村人口仍
有4.3亿，城市人口才达到68％－70％，的水平。
此外，王诚提出了“准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即中国目前接近刘易斯拐点，其表现是中国经济出现了
伴随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这种“准拐点”的特征表象是从“民
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
所谓“民工荒”，就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农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求大
于供），即农民工劳动力出现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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