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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廉价，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该成为

一个劳务输出大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全球约有 1.4 亿人在国外工作，而

中国境外就业人口总量还不足国际市场份额的 1％，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

落后于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目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自然人也开始像货物和资本一样在全球范围内

流动，且其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增加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劳务输出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呢？其外部原因为：国际上对于自然

人流动所造成的影响仍存在很大争议，导致很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自然人自

由流动，影响了自然人流动的自由化进程；其内部原因为：中国本身对劳务输出

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还存在很多人为措施影响了劳务输出的发展。 

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分析自然人流动的影响。因为传统自

然人流动的基础模型无法对自然人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给予合理解释，因此本人在

第二章尝试修正自然人流动的基础模型，为自然人流动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合理的

解释。在第三章本文将自然人流动按照不同类型分为技术劳动力流动和非技术劳

动力流动两大类，通过实证分别研究这两大类自然人流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经济的影响，并分析了自然人流动的国际趋势。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对中国劳

务输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为解决中国就业问

题提供一条可能途径。 

 

 

关键词： 自然人流动； 影响； 劳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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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abor is very rich and cheap, which is our stro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So China should become a large country exporting labor. However, compared with 

140 million people working oversea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mount of Chinese 

workers overseas only accounts for 1% of the total, which is not only small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Philippines, Pakistan, 

India and so on. 

  At present,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tinuing to develop, natural person 

flows globally like goods and capital, and expands its size ceaselessly, which 

increases trade in services as a new trend. Why haven’t Chinese labor exports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in such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External factor: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is still great controversy.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various measures to limit the fre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which blocks liber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Internal reason: we hav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labor exports. Besides there are 

many man-made measur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xports. 

  Therefo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methods.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fundamental model of fre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couldn’t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n the effects. So the author tries to amend the fundamental model in the 

second chapter in order to give mor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is 

divided into skilled and unskilled movement of labor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lows. Their economic effects o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nalyzed by Empirical methods.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studies the status about the 

labor exports and its problems in China in the fourth chapter and advances the feasible 

proposals, which will provide a possible way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China.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The Effects; Labor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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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人流动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 

 1

第一章 自然人流动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 

第一节 自然人流动的定义 

根据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定义，服务贸易

（Trade in Services）包括：①过境交付；②境外消费；③商业性存在；④自然人

流动。其中自然人流动的定义是：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

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务（刘庆林，2004）。在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是指国

际劳务服务，属于劳动力国际流动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劳务”是指劳动力所有

者提供给不具有对该劳动力支配权的单位或个人，能够满足某种需要的活劳动。

根据提供劳务技术的程度，可以将自然人流动分为技术劳动力流动和非技术劳动

力流动。技术劳动力指提供较高技术劳务的劳动力，如教师、医生、护士、厨师、

工程师、设计师等。非技术劳动力是指提供技术含量较低劳务的普通工人，如建

筑工人、农业工人、家佣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为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从一个国家到

另一个国家就业，就形成自然人跨国流动。自然人跨国流动一般分为两种：一是

永久性或长期在一个国家定居或就业的人，称为移民；二是短期性在一个国家就

业的流动个人，也就是指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本文所研究的自然人流动均

指第二种）。自然人流动起步较晚，且其流动规模和范围相对货物和资本的流动

较小。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空间不断变化和扩展，整个世界逐渐

连成一个整体，自然人也像货物和资本一样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且随着全球

化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国际社会对

自然人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是，自然人流动不同于商品流动，受到

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矛盾和障碍。 

第二节 自然人流动理论综述 

对自然人流动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拉文斯坦对人口流动的开创性研究，

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研究，发展成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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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二元结构学说、E.S.李德劳动流动研究

（田禾，200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劳动力跨国流动成本与

收益比较理论等。以下将详细介绍与自然人流动相关的代表性理论与研究。 

一、拉文斯坦理论 

19 世纪，英国统计学家 E·G·拉文斯坦（Ravenstein,1889）对人口的迁移、

流动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他指出：①人口的流动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

制造业、商业的发展以及先进交通工具的运用，促进人口流动规模日渐扩大；②

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和沉重的赋税负担是促进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③其他因素

主要包括人口过剩、受歧视和压迫的法律环境、气候不佳等也促进人口的流动。

因此，拉文斯坦认为人口流动总是从人口稠密的地区向人口稀疏的地区流动，或

者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其中 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他把人口流

动同经济联系起来，使人们开始探讨自然人流动的深层原因，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是这个理论的缺点也很明显，过于简单，没有较强解释力。 

二、推拉理论 

后来的学者继承并发展了拉文斯坦理论，衍生成“推”和“拉”理论。根据

辜胜阻的研究，恩格斯 早在 1845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就从工业发

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工农业比较利益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人口流动的拉力（辜胜阻，

1993）。较全面的“推拉理论”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博格（Bogue）明确提出的。

在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流动是由两种不同方向力量

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正面积极因

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

流出地，存在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失业和就业不足、

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较低的经济收入等，同时也存在拉力包括家人团聚的欢

乐、熟悉的生活环境等。人口之所以流出，是因为推力大于拉力，推力占主导地

位。在人口流入地，也存在推力和拉力，推力包括与亲友分离，陌生的工作生活

环境、激烈的竞争等，拉力包括高收入、良好的就业机会和条件、优惠的劳动力

政策、较好的文化环境等。自然人之所以选择流动是因为流入地拉力比推力更大，

即拉力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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