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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知识失业
———基于一个修正模型的分析

盛 喆，周玉龙

(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相关制度等原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分
割特征，笔者认为，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即所谓的知识失业。本文中，笔者对
一个已有模型进行了合理修正，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知识失业的影响，得出结论: 大学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
工作的概率越高，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越发严重。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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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 ( 2008 ) 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
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
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
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
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
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
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 ( 2008 ) 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
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
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
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
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
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
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
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
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 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
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
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 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
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
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
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
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 ( 2005 ) 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
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
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 靳
卫东和高波 ( 2007 )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
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
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

业现象; 杨世杰 ( 2009 ) 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
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
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
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
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
永坡 ( 2005) 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 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 Inter-
national migration and “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
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
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
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

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
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①。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
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 ( 本文
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
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 1) 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

分布充分知晓。
( 2) 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 3) 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

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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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

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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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
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 1) 第一阶段，大学生毕业之后寻找工作，一般来

讲，他们首先必然会试图获得在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设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为 W1，找到工作的概率为 P1 ;
如果能找到工作，则搜寻工作过程结束。否则其面临两个
选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或者等待再次进入一
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 2) 第二阶段，当毕业生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
工资为 W2，设其保留工资为 Wc，当 W2 ＞ Wc时，接受工
作，工作搜寻结束; 否则继续准备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寻
找工作。

( 3) 第三阶段，毕业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
的概率为 P2 = P1 × ( 1 + a) ①。否则其在二级劳动力市场
接受平均工资 Wm 的工作。

另外，我们假设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服从正态分
布，W2 ( Wl，Wh ) 。其累积分布函数为 F，显然密度函

数 F' = dF
dW ＞ 0，即 F在定义域内与 W2 严格正相关。

具体如以下分阶段工作搜寻树状图所示。

分阶段工作搜寻树状图

2.2 模型推导
根据假设，我们可以得出，第三阶段毕业生的期望工

资为:
( 1 － P2 ) × Wm + P2 × W1 ( 1)

这里，Wm = ∫
Wh

Wl
WdF( W) 。如果设 r为其主观贴现率，其

第二阶段保留工资即为 Wc = 1
1 + r［( 1 － P2 ) × Wm + P2 ×

W1］

( 2)
当且仅当第二阶段提供的工资满足 W ＞ Wc 时，毕业

生接受工作。所以，毕业生不接受工作，选择等待性失业
的概率为

u = P( W≤ Wc ) = F( Wc ) ( 3)
把其对找到工作的概率求导，有如下关系式:
du
dP2

= du
dWc

dWc

dP2
= F'( Wc )

Wh － Wm

1 + r ( 4)

根据第三阶段的假设，F' ＞ 0; 同时由于劳动力二重
分割的假设，可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大于二级劳动力
市场的平均工资，即 Wh ＞Wm。故可得:

du
dP2

＞ 0 ( 5)

另外，注意到 Wc = 1
1 + r［( 1 － P2 ) × Wm + P2 × W1］

可得: du
d( W1 － Wm )

= du
dWc

dWc

d( W1 － Wm )
= F'( Wc )

P2

1 + r
( 6)

显然，有: du
d( W1 － Wm )

＞ 0 ( 7)

另外，我们将 P2 = P1 × ( 1 + a) 分别代入 ( 4) 式，
可得如下关系式:

du
dP1

= du
( 1 + a) dP2

= F'( Wc )
Wh － Wm

( 1 + r) ( 1 + a) ( 8)

显然，有: du
dP1

＞ 0 ( 9)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 ( 5) ( 9) 两式可得，毕业生知

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
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
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 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
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
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
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
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
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
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
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 ( 7) 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
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
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
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
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 ( 4 ) ，
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
风险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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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为固定系数，为确保 0 ＜ P2 ＜ 1，需要 － 1 ＜ a ＜ 1 / ( P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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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城镇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收入
差距 ( W1 － Wm )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
缩小，大学毕业生更易于选择除东部沿海以外的地区进行
就业。从本质上讲即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不同地区
的工作待遇差距变小，从而减少由此造成的知识失业。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
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 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
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
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
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
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
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
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
“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 ( 1) 的状
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
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
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
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
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
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
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
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
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
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
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
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
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
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
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 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
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
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
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
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
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
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

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 Wc 降低知识失
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
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
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
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
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
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
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
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
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
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
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
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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