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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 正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生深刻的

影响。它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 促使劳动力的产业转移 , 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第一个任务的完

成 , 但不利于其第二个任务的完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两个基本任务顺利完成 , 需要消除人口

分布不合理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双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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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需要

完成两个基本任务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 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 , 1998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 1978 年

增长了 5128 倍 (按可比价格计算) , 与此同时 , 经

济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 , 表 1 描述了 80 年代中期以

来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和就业人员结构的增长

变动状况。

表 11 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员结构与增长情况 　　　 ( %)

年
份

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

一产　二产　三产

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三次产业劳动力增长

一产　二产　三产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2711 　4410 　2819
2618 　4319 　2913
2517 　4411 　3012
2510 　4310 　3210
2711 　4116 　3113
2415 　4211 　3314
2118 　4319 　3413
1919 　4714 　3217
2012 　4719 　3119
2015 　4818 　3017
2014 　4915 　3011
1911 　5010 　3019
1814 　4817 　3219

313 　1012 　1211
417 　1317 　1414
215 　1415 　1312
311 　318 　514
713 　312 　213
214 　1319 　818

417 　2112 　1214
417 　1919 　1017
410 　1814 　916
510 　1319 　814
511 　1211 　719
315 　1015 　911
315 　912 　716

6019 　2119 　1712
6010 　2212 　1718
5913 　2214 　1813
6011 　2116 　1813
6011 　2114 　1815
5917 　2114 　1819
5815 　2117 　1918
5614 　2214 　2112
5413 　2217 　2310
5212 　2310 　2418
5015 　2315 　2610
4919 　2317 　2614
4918 　2315 　2617

013 　810 　516
113 　415 　617
118 　316 　518
310 　- 114 　210

1519 　1317 　1616
017 　116 　315

- 019 　216 　610
- 214 　415 　814
- 215 　216 　918
- 218 　215 　910
- 210 　315 　612
- 011 　119 　216
311 　- 013 　117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 年提供的相关资料整理与计算。

　　从表 1 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 第一 , 我国的产业

结构 , 特别是产业就业人员结构尚处于低级水平。

先不与发达国家相比 , 仅就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

斯教授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十大指标中的非农业产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就业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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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比 , 我国 1998 年相对应的指标值分别相差 4

个百分点、12 个百分比点和 20 个百分点 , 见表 2。

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 , 我国也有一定

差距 , 这是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比

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二 , 1998 年对比 1986 年 ,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18412 % , 但比整个国民经济

增长率 20319 %和第二产业增长率 32012 %都低。尤

其是进入 90 年代后 , 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率每年都低

于第二产业 , 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体上仍然比较

慢 , 还没有进入快速发展期。更重要的是 , 在 12 年

中 , 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增长最大 , 而其增加值增

长率却基本上低于第二产业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的

各年) , 就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的比重共增

加 915 个百分点 , 而其增加值占国民经济增加值的

比重只增加 4 个百分点 , 显示出经济学家富克斯曾

经描述的“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

特征。

表 21 我国若干现代化指标与现代化标准的比较 　　　 ( %)

现代化指标 1994 年中国 1998 年中国 现代化标准 1994 年排序 1998 年排序

非农业产值比重 7918 8116 85 以上 80 位 72 位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3119 3219 45 以上 111 位 109 位

非农就业人口比重 4517 5012 70 以上 79 位 76 位

城市人口比重 2816 3014 50 以上 91 位 94 位

资料来源 : 根据表 1、《中国统计年鉴》1999 年和《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可见 , 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

发展时期 , 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调整我

国的产业结构 (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

构) , 发挥经济结构优化的总量增长效应 , 需要完成

两个基本任务 : 一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 增强其吸

纳劳动力就业的力度 , 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

转移 (这也是再就业工程的长期任务) , 调整国民经

济的产业结构 ; 二是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

构 , 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 从而优化第三产业和整个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 , 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

益水平。从发展的逻辑推理 , 宜首先完成第一个任

务 , 然后进一步完成第二个任务 ; 从现实的眼光考

察 , 完成第一个任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当务

之急。一方面 , 按照现代化的指标衡量 , 我国第三

产业的增加值比重需要从 1998 年的 3219 %上升到

45 %以上 , 其途径之一是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

第三产业蕴含着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在力量 , 如果

其就业人员比重提高到目前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40 %

以上 , 意味着可增加 1 亿多就业人员 ; 而长期压抑

着庞大的劳动力释放的第一产业 , 如其就业人数的

比重降低到 30 %以下 , 所需转移出来的近 114 亿个

劳动力 , 正好从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及其带来的结构

调整中找到吸纳空间。为此 , 我国劳动力的产业转

移 ———释放和吸纳的有效平衡机制是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通过加速第三产业发展 , 带动结构调整 , 从

而大力吸纳第一产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劳动

力 , 将有利于完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第一

个任务 , 也缓解失业和下岗问题 , 促进我国经济社

会的稳定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与优化第一个任务的完成

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 , 按照著名人口学专

家张纯元的测算 , 21 世纪前 10 年的老年人口约增

2000 万左右 , 2010 年以后 30 年中的老年人口将加

速度增长 , 每一个 10 年平均增加 6000 万人以上 ,

进入所谓的老龄化典型时期。这是人均预期寿命延

长所使然。按消费经济学的观点 , 当老年人口的绝

对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 满足具有老年人特色的

衣、食、住、行、乐、医等各方面数量极大的物质

和文化需要 , 将形成一个崭新的庞大消费市场 , 促

进一个“阳光产业”———老年产业 (即适用于老年

人消费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业群体) 兴旺发展 ,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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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社会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和市场产品结构调整

变动的强大推动力。

特别是我国城市社会竞争的激烈和工作节奏的

加快 , 家庭中子女个数减少 , 农村日益增多的青壮

年背井离乡 , 外出打工挣钱 , 或是谋求新的生存天

地 , 家庭中成年子女的精力和时间已变得难以用心

照料和护理老年人。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与子女分

开居住的老年人得到子女的照顾愈来愈少 , 即使与

子女同居的老年人也是如此。我国胜利油田曾进行

一次抽样调查 , 老年人对“上门服务合作社”提供

服务 , 表示需要的占 70122 % , 认为无所谓的占

20144 % , 表示不需要的占 9134 %。济南市 1997 年

曾对老年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过调查 , 对就

医就诊的需求为 26179 % , 对住房的需求为 9125 % ,

对及时发放退休金的需求为 25147 % , 对子女赡养

的需求为 3196 % ,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为

34153 %。可见 , 如今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要求已经

弱化 , 对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需求极为强烈。

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受到严重冲击 , 转向社

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方式 , 这将大大地推动

各类老年人产业的发展。

老年产业大体包括以下几大行业 : (1) 老年医

疗保健服务业 ; (2) 老年家庭服务业 ; (3) 老年日

用消费品业 ; (4) 老年保险业 ; (5) 老年房地产业 ;

(6) 老年婚姻市场 ; (7) 老年娱乐业。老年产业是

一种综合的非独立的产业 , 它包括第一、二、三产

业中的多个行业 , 但以第三产业为主。也就是说 ,

人口老龄化将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 , 其重点是带动

第三产业的大发展。究其原因 , 主要是三点。其一 ,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他们更多需要的是第

三产业创造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劳务 , 而不是第

一、二产业提供的一般消费品 ; 其二 , 第一、二产

业提供的产品中部分只要根据老年人的需求特点适

当加以改进就可以了 , 而第三产业直接服务于老年

人的部分则需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去大力发展 , 以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 其三 , 在现有三

次产业体系中 , 第一、二产业相对发展 , 第三产业

相对滞后 , 发展缓慢 , 与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很不协调。在老年产业体系中 , 最值得关注的

是老年医疗保健业、老年家庭服务业、老年保险业

和老年娱乐业等 , 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例如 ,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较差 , 抵抗疾病的功能衰退 , 不

可避免会出现高发病率 , 他们需要特殊的医疗保健

护理 , 花钱买健康的要求更加迫切 , 成为医疗保健

业的主要客户。又如 , 老年人自理能力减弱 , 需要

有人进行经常性照顾 , 小到端汤送水、问寒问暖、

卫生清扫、买米买菜、做菜做饭 , 大到卧床守护、

临终关怀、看家理财、陪护出游等 , 这自然会带动

社会和社区兴办各种养老机构 , 如老年公寓、敬老

院、托老所、老人之家、老年食堂等 , 为老年人提

供各种各样的家政服务。再如 , 老年人健康长寿是

建立在精神享受的满足之上的 , 他们从工作岗位退

下后 , 渴望享受余生 , 享受自然 , 也有了充裕的时

间去娱乐、学习、外出旅游。于是老年娱乐业应运

而兴。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 , 从而有

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 , 并且有力促

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 , 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

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 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

整。在人口老龄化促进发展的第三产业中 , 除了医

疗和保险等部分行业外 , 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业

领域的就业门槛低 , 资金投入少 , 吸纳劳动力较多 ,

因而比较适合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再就业劳动力

(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的就业。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

余劳动力和下岗待业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分析 , 他们

主要以青壮年为主 , 而且女性偏多 , 文化层次较低 ,

比较适合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业

的要求。1998 年抽样调查表明 , 16 - 19 岁的失业率

高达 2512 % , 20 - 24 岁的失业率也达 1017 % ; 从

失业人员的总体看 , 年龄在 24 岁以下者占 6114 % ,

年龄 在 34 岁 以 下 者 占 8812 % , 其 中 男 性 占

49131 % , 略少于女性 ; 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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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6 - 24 岁占 80 %以上 , 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

人员的年龄大多在 20 - 40 岁之间 , 其比重也在

80 %左右。这部分人中较低年龄的女性 (20 - 24

岁) 占多数。同时 , 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待

业劳动力的文化层次整体水平较低 , 从未工作正在

寻找工作的人员中 ,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412 %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2716 % ,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6812 %。而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中 , 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219 %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2717 % ,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6914 %。目前在发

达国家第三产业中 , 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从

业人员一般占 50 %以上 , 我国目前只占 20 %左右 ,

就业发展前景广阔。顺应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

以及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社会化的大趋势 , 努力发

展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 , 是符合国情和有利

于加快劳动力的产业转移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大举措。

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两个基

本任务顺利完成所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人口老龄化虽然直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

优化的第一个任务完成 , 但这个任务的完成以人口

的集中度为基础 , 更为重要的是 , 实现产业转移的

劳动力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 使其内部

结构更加不合理 , 从整体上拖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后腿 , 这就不利于第二个任务的完成。换

言之 , 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两个任

务完成 , 面临两个基本问题的制约 , 即人口分布不

合理的制约和劳动力质量不高的制约。只有消除这

两个问题的制约作用 , 才能顺应人口老龄化 , 发挥

其促使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顺利实现的有效功能。

从人口分布不合理的问题看 , 我国人口分布要

么过于分散 , 要么过于集中。所谓过于分散 , 是指

我国 2/ 3 左右的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散落在广大农村 ,

人口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低于工

业化率 (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 近 20 个

百分点 ; 所谓过于集中 , 是指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

主要集中于超过合理人口容量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中 , 增加所在城市的就业压力 , 提高下岗职工再就

业的难度。这种不合理的人口分布 , 不仅拖了工业

化水平提高的后腿 , 而且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特别是 , 直接对人口 (尤其是老年人口) 提供

服务的行业的发展是以人口的集中度为基础的 , 很

难想象在人口城市化率低的大背景下 , 人口老龄化

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和劳动力产业转

移的顺利实现。我国把扩大内需 , 开拓国内市场 ,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 而有

效增加内需 , 提高消费需求总量 , 有待于我国中西

部地区的成功开发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较快提高。

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发挥

促进作用的重要基础。

从劳动力质量不高的问题看 , 我国劳动力总体

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为 8 年左右 ,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的 14 - 18 年。人口老龄化带动发展的第三产业主要

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老年医疗、老年保险等行

业除外) , 包括社区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

娱乐等 , 服务项目比较简单易做。这些行业对劳动

力质量的要求比较低 , 适合质量不高的劳动力就业

需求。但这也同时决定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

力数量的增加来推动 , 而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关系

不大 , 将可能促使我国第三产业现存的增加值和就

业人员两方面的增长很不协调的局面继续扩展 , 不

容易消除“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

特征。换言之 ,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 , 在人口老龄

化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 促进劳动力产业转移的过程

中 , 我国需要完成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个任务 ,

即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 提高其劳动生

产率 , 从而优化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

构 , 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水平 ; 这个任务

的完成面临劳动力质量不高的严重挑战 , 存在相当

大的难度。

实际上 , 人口分布不合理 (尤其是城市化率低)

和劳动力质量不高的两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相互制

·15·



约、相互促动的。我国人口分布不合理 , 在城市的

集中率比较低 , 大部分人口生活在经济社会条件比

较差的农村 , 其中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相对落后的农

业生产劳动 , 囿于狭小的农田活动 , 受客观环境、

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影响 , 长期形成了封闭、保

守、自我为主的小农意识 , 对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技

术 , 参与科学文化教育的自觉性和能力都比较差 ,

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及其赡养人口的质量的

提高。反过来 , 人口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过程出现

的世界性产物 , 其实质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

第二、三产业 , 形成一定的集中程度和规模效应 ,

并带动其赡养的人口汇集而引起的居住地经济社会

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如果劳动力质量不高 , 其

自身产业转移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 就不可能完成产

业转移的历史任务 , 更不可能带动其赡养的人口实

现城市化、市民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即使农业剩余

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 也难以在城市站稳脚跟 ,

最终还是有相当部分回流到原住地。而且 , 劳动密

集型产业也需要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经济效益和

市场竞争力 , 才能持续生存与发展 ; 没有科技进步

和劳动者素质的改善 , 就不能转变其粗放型的增长

方式。可以这样认为 , 人口分布不合理是表象的问

题 , 劳动力素质不高是内在的问题 , 需要标本兼治 ,

治本为主。

按照经济学家哈比森的说法 , 人力资源是国民

财富的最终基础 , 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

因素 , 人作为积累资本 , 是开发自然资源 , 建立社

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量。

人力资源通常是指劳动人口总体拥有的劳动能力 ,

它是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表示的存在于人的生

命有机体的一种国民经济资源。如果将劳动力质量

引入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将其动态化 , 得到

一个包含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增长模式 (即 R = L·

Z , R 表示人力资源 , L 表示劳动力数量 , Z 表示劳

动力质量) , 从中可以证明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的贡献

之和实质是人力资源的贡献 , 经济增长不仅与投入

的劳动力数量有关 ,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劳动力质量

的提高。因此 , 解决人口分布不合理和劳动力质量

不高的问题 , 借助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完成我国产业

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两个任务 , 根本途径是落实科教

兴国战略 , 建立全社会的宏观教育网络 , 制定配套

的政策体系 , 采取多种形式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

育质量 , 一手抓外向型复合人才的培养 , 造就更多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新人 ,

另一手抓在职人员和下岗待业人员的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 , 逐步提高他们掌握多种职业技术 , 增强适应

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变动能力。这是两个不可或缺

又不可孤立的教育任务。而且 , 从我国总人口和老

年人口主要居住在农村 , 需要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以

质量比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的基本国情出

发 ,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 建立全社会的宏观教育网

络 , 需要与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

的三化进程结合起来 , 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 加快

基础建设投资 (生产性基础建设投资和包括教育、

信息、科技和环保等的现代基础建设投资) 结合起

来 , 与我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倾斜 , 开发中西部地

区 , 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合起来 , 构成一

个全社会的巨系统工程 , 全面实施 , 才能落到实处 ,

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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