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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西部十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①

李晓阳, 赵宏磊, 张 琦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结合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与C-D生产函数,探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逐

步加深的现状,选取西部十省劳动力流动数据,分别探究在不考虑和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流入与流出对经济

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流入与流出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抑制作用;考虑人

口老龄化时,尽管仅就人口老龄化来看,其对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但是发现此时劳动力流入对经济

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且劳动力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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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西部区域经济较东部与中部而言一直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的状态.1990年至今,中国

西部总体GDP在综合因素作用下持续增加,但增速较为平缓且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同时,在中国整体经

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西部区域大部分省市人均GDP与全国总体人均GDP差距越拉越大.根据新古典

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丹尼森(Edward.Fulton.Denison)[1]于1962年

的研究已经发现,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6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从劳动力流动来看,中国劳动力

在区域间及产业间流动频繁.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规制的演进,以及这一

系列的宏观政策与微观规制中多重主体(外流劳动力、城市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2],
大量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性大大增强,劳动力流动数量大幅增加[3].依据经济学已有研

究结论可知,这些劳动力流动将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劳动力集聚来看,中国东部沿海区域汇集

劳动力最多.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相关制度安排下,东部沿海区域成功发展了劳

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劳动力流入该区域.以广东省为例,一个省就吸纳了全国跨

省流动劳动力的一半[4].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由东部向西部转移.通过对

东中西三大区域劳动力流动统计发现,东部区域长期处于劳动力流入状态,且流入水平除2000年有较

大波动之外,其他年份流动保持基本平稳;中部区域维持劳动力流出状态且有一定波动;而西部区域劳

动力流动数最为稳定,虽然在2000年后的几年时间内流出大于流入,但在之后的年份中慢慢好转,尽

管净流入仍为负,但呈现出了逐渐增加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状况逐步加深,人口与劳动力也经历着持续变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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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6.96%,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越

来越深,并且自2000年起,中国西部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还高于中国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直至2010
年这一现象才有所缓解(图1).众多学者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对社会经济[5-6]和劳动力[7-9]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图1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综上,中国西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且具有独特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态势,并且人口老龄化、劳

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实上亟需、

理论上可行.本文拟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研究:① 在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基于劳动力流入与流出的

方向细分,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② 在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运

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劳动力流入与流出对中国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长久以来,劳动力一直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流动劳动力群体逐步扩大,劳动力流

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关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流动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学界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国内外对劳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将劳动力流动作为重要因素,研究其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当前,欧洲

劳动力市场正面临着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不断递增且熟练工人越来越缺乏的严峻状况[10].20世纪50年

代,刘易斯模型就已经对二元经济做了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从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变,

必须经历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过程[11].之后,刘易斯模型的扩展模型研究指出,从低生

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12].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间经济增长差

距的内在关系看,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一致[13].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劳动力流动对缩小

地区间经济差距有正向效应,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则具有负向效

应[14],而且,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好处将超过流入地与流出地所需付出的成本[15].
在中国,学界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剩余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所有制层面

的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16];也有采用1982-2010年数据,通过横截面加权最小二乘法对

劳动力大规模迁出、政府干预与迁出地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大规模迁出对当地经济产生了

显著负效应,抑制了经济增长的结论[17];还有国外学者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迁移模型,研究得出劳动

力流动受到区域间宏观因素、收入差异和制度文化差异三方面影响的结论[18].从新经济地理角度研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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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区域房价差异会导致劳动力流动[19-20],且相对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21].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一直推行户籍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流动.但是不少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并非是引导农民

工流动的主要因素,其作用有限,影响农民工流动更为主要的因素是社会网络和农村收入增加[22];同时,

较低的文化水平将导致农民工流动性高,参加技能培训则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性[23]2.
学界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现状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劳动

力流动或供给的关系.在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特征和人口老龄化特殊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不可逆转[24];在通过数据搜集与对比分析进行研究,则能得

出在总和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老龄化将使中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的结论[6].有学者通过对调研数据进

行分析与测定,得出农村劳动力正改变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25],劳动力流出增加会加剧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26].另一类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学者参考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研

究,通过建立拓展的交叠世代模型,学界得出尽管当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仍起到促进作用,但这样的

影响正在从积极转向消极[5].而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有学者引入人口老龄化因素对该模型进行

拓展,发现尽管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程度不同,但是存在的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减速效应就越明显[27];也有学者得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

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28].
综上所述,学界现有文献侧重于分别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鲜有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劳动力流动共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且探究人口老龄化程度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的文章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此,本文将分析:① 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② 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数据与模型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观察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文使用的中国西部十

省(重庆市与西藏自治区数据严重缺失,已剔除)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2.1.1 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部分选取数据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I)、人均受教育年限(H)和西部十省劳

动力流入(Lin)与流出(Lout).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I)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

关的费用的总称,此数据是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亦是衡量投资后经济发展效果的重要标准.
平均受教育年限(H)根据陈钊[29]的方法计算得到,即:

人均受教育水平(H)=∑A×该水平受教育总人数

各水平受教育人数总和

A: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分别折算为大学(及以上)计16年,高中12年,初中

9年,小学6年,文盲0年.
在中国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并缺乏全面户籍改革的条件下,人口流动主要体现为一种就业型的流动,

人口流动的方向基本能反映劳动力流动的方向[30].基于此,本文获得的省际间劳动力流动数据是由人口流

动数据替代,根据流动方向划分了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关于经济增长,本文选用人均GDP衡量来进

行研究分析.从流出地角度来看,各个省份劳动力流出大致呈减少状态,且人均GDP与劳动力流动呈反向

变动(图2);而从流入地角度来看,劳动力流入数据虽有波动,但基本处于增加状态,人均GDP与劳动力

流动呈同向变动,均随着劳动力流入的增多而增加、劳动力流出的减少而降低(图3);这也呈现出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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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入逐渐增加的态势.
2.1.2 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I)、人均受教育年限(H)和西部十省劳动力流入

(Lin)与流出(Lout)同前述相同,另加入人口老龄化程度(AGE).人口老龄化程度值(AAGE)为65岁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

AAGE=
65岁以上人口数

总人口数 ×100%

说明:坐标轴中主坐标表示数据取值时间区间内区域人均GDP差值,次坐标表示劳动力流出数.

1:1985-1990年;2:1990-1995年;3:1995-2000年;4:2000-2005年;5:2005-2010年.

图2 中国劳动力流出与区域人均GDP趋势关系

说明:坐标轴中主坐标表示数据取值时间区间内区域人均GDP差值,次坐标表示劳动力流入数.

1:1985-1990年;2:1990-1995年;3:1995-2000年;4:2000-2005年;5:2005-2010年.

图3 中国劳动力流入与区域人均GDP趋势关系

2.2 模 型

本文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growthmodel)为理论基础,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基

本表达式为

Y=AF(K,L)=A(t)K(t)α ×L(t)β (1)

其中,Y 为总产出,A 为技术水平,K 为总量资本,L 为总量劳动.
本文实证研究选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为

yit=α+xitβ+uit   i=1,2,…,N   t=1,2,…,T
鉴于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为探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从以下两个层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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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模型,代入所需研究问题的相关变量———经济增长量(国民生产总值GDP),用

GGDP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人均受教育水平(H),劳动力流入量(Lin)与劳动力流出量(Lout),分别用

Lin和Lout表示.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水平.为消除异方差,对

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计算,因此最终选用的具体模型为

方程1:

GGDPit =β0+β1Iit+uit

方程2:

GGDPit =β0+β1Iit+β2Hit+uit

方程3:

GGDPit =β0+β1Iit+β2Hit+β3Linit +uit

方程4:

GGDPit =β0+β1Iit+β2Hit+β3Loutit +uit

方程5:

GGDPit =β0+β1Iit+β2Hit+β3Linit +β4Loutit +uit

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时间且t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段.
2.2.2 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对经济及劳动力产生影响,基于希克斯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growth
model)和面板数据模型,代入人口老龄化程度值(AAGE)与经济增长量(GGDP),固定资产投资(I),人均受

教育水平(H),劳动力流入量(Lin)与劳动力流出量(Lout)等变量,对变量取对数处理,选用具体模型为

方程6:

GGDPit =β0+β1Iit+β2AAGEit +uit

方程7:

GGDPit =β0+β1Iit+β2Hit+β3AAGEit +uit

方程8:

GGDPit =β0+β1Iit+β2Hit+β3Linit +β4Loutit +β5AAGEit +uit

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时间且t亦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段.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对样本数据做平稳性检验,以尽量减少伪回归.本文选用同质单位根检验法

LLC(Livin-Lin-Chu)和异质单位根检验法PP-Fisher两种单位根检验法对变量平稳性进行考察,得出结果

为所有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平稳性检验

变量 定义 LLC PP-Fisher
statistic statistics

GGDP 人均GDP -16.0415*** 34.1031**

I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6.1108*** 63.426***

H 人均受教育年限 -24.5363*** 34.3382**

Lin 劳动力流入 -22.9171*** 56.5506***

Lout 劳动力流出 -34.5127*** 60.2603***

GAGE 人口老龄化程度 -19.0873*** 49.3166***

  注:表1中,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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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探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鉴于所选取的数据时期数为5,截面数为10,所以不需

要进行协整检验;为避免变量间内生性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选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数据

进行回归处理,得出结果呈现在表2.
表2显示,一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两个因素是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则都显著抑制经济增长.方程2,3,4,5的拟合优度R2 与调整的拟合优度R2 都在

85%以上,说明这4个方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都达到了较优水平.在5个方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受

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力度较大.
方程2仅考虑投资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二者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

进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模型的解释力度为89.1%,且都在1%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每增加一单位资本投入将带来0.312单位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

促进作用的可能原因是:这一阶段中,西部区域自身资本较为匮乏、经济不发达,而工业正处于成长期,工

业发展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支撑,因此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每增加单位人均受教育年限将带来0.875单位经济增长,促进力度较大.众所周知,教育是技术进步

的源泉,技术进步是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必将对经济增长

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方程3、方程4在资本投入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因素进行

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在同样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由

表3可见,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均对经济增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劳动力流入

的系数为-0.335,表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力流入将减少0.335单位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出的系数为-
0.345,表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力流出将减少0.1629单位经济增长,这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劳动力的

流出意味着这些人不能再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直接贡献,从而显著削弱流出地经济增长[17].
方程5综合多因素考虑,发现几个变量的综合效应与其单独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一致,劳动力流入

与劳动力流出仍然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认

为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尽管西部区域长期处于劳动力流出状态,但由于其本身劳动力的富余及廉

价,而流入西部缺乏高技能劳动力,因此,众多流入西部区域的劳动力难以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

进作用.就劳动力流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言,西部区域高技能劳动力流出最为严重,而高技能劳

动力的流动与地区人均GDP增长基本是同步的[23].大量的劳动力流出使得该区域已有劳动力分布结构遭

到破坏,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产出减少的结果,从而显著抑制该区域的经济增长.
表2 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常数项C -3.120** -6.281*** -6.024*** -4.449*** -4.455***

固定资产投资(I) 0.479*** 0.312*** 0.516*** 0.593*** 0.734***

人均受教育年限(H) 0.875*** 0.741*** 0.365*** 0.312**

劳动力流入量(Lin) -0.335* -0.290*

劳动力流出量(Lout) -0.345*** -0.302***

拟合优度R2 0.635 0.897 0.890 0.944 0.935

调整的拟合优度R2 0.625 0.891 0.881 0.939 0.927

  注:表2中,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仍动力不足.从西部区域整体层面来说,其中大部分省份仍处

于不发达阶段,资本缺乏、技术较为落后现象显著,因此,投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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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因素.就劳动力流动而言:劳动力流入因西部区域本身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所以决定了滞留在当地的

劳动力仍旧较多,并且劳动力流入数量偏少且流入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因此对经济增长显著抑制;而劳动

力流出中有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使得流出地的劳动力分布结构遭到破坏,影响到该区域经济增长,形成显

著抑制流出地经济增长的结果.

3.3 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研究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现象时,我们发现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劳动力流入显著抑制西部区域经

济增长.依据经济学理论,在常规情况下,劳动力流入任何区域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

1990-2010年中国西部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与常规不符.从人口老龄化角度考虑,老年人是社

会的重要组成成分这一现实不可忽略,人口老龄化程度必将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继续考

察在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为避免变量间内生性对回归结果造成影

响,本文选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数据进行回归处理,采用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I)、人均受教育年限(H)、劳动力流入(Lin)、劳动力流出(Lout)、人口老龄化程度(AAGE)为解释

变量,回归结果见表3.
表3回归结果显示,从1990-2010年,中国西部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考虑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多少受到影响.具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

和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性降低、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等.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现象就是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这样的结果表明在西部区域,人口老龄化程

度加深使得当地劳动力富余且廉价现象弱化,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劳动力流入一定程度上补给了劳动力

供给,从而形成老龄化程度上升,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的结果.另外,对于人口老

龄化程度对经济增长不显著的解释,笔者认为,无论是全中国还是中国西部区域都还处于人口老龄化初

期,鉴于滞后效应作用,人口老龄化程度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表3 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常数项C -9.843** -6.801** -3.464

固定资产投资(I) 0.828*** 0.352* 0.659***

人均受教育年限(H) 0.843*** 0.328**

劳动力流入量(Lin) -0.207

劳动力流出量(Lout) -0.348**

人口老龄化程度(AAGE) -30.796 -2.912 4.546

拟合优度R2 0.631 0.901 0.937

调整的拟合优度R2 0.611 0.892 0.928

  注:表3中,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

4 结 论

本文应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采用中国西部十省数据,分析了在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考虑人口

老龄化程度两种情况下,中国西部区域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不考虑

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增长显著抑制,这与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力流入会促进流

入地经济增长”有异;而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

从而更贴近现实.第二,无论是否考虑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流出始终对流出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第三,人口老龄化目前尚未对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它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对经

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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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从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角度来看,鉴于西部本身

劳动力资源富余,各区域应当保持劳动力现有分布结构,暂时不做任何吸引劳动力流入的政策调控,使西

部自身存在的劳动力做出最合理调配,达到帕累托改进.其次,从劳动力流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角度来看,

为保持劳动力现有分布结构,应当减少西部区域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流出,从而保证劳动力能对当

地经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提升社会经济水平.最后,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西部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虽

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已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在全国二孩政策已全面开放的情形下,西部

若鼓励人民积极响应政策,那么当未来西部老龄化现象有所削弱时,伴随国家对西部教育的大力支持,高

新技术产业、高技能劳动力能在西部大有发展,使西部经济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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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opulationAging,LaborMobilityandEconomicGrowth
———BasedonthePanelDataof

TenProvincesinChinasWesternRegion

LIXiao-yang, ZHAOHong-lei, ZHANG Q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Solowgrowthmodelandthe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incombina-

tiontoexploretheimpactoflabormobilityoneconomicgrowth.Atpresent,populationagingissteadily

growinginChina.BasedonthelabormobilitydataoftenprovincesinwesternChina,theauthorsanalyze

theimpactoflaborinflowsandoutflowsoneconomicgrowthwithorwithoutconsideringtheproblemof

populationaging.Theresultsshowthatwhenwedonottakepopulationagingintoconsideration,bothla-

borinflowsandoutflowshaveasignificantinhibitoryeffectoneconomicgrowth;whenputintoconsidera-

tion,populationagingseemstohavenomarkedeffectyetoneconomicdevelopmentinthewesternregions

ofChina.However,theinhibitoryeffectoflaborinflowsoneconomicgrowthbecomeslesssignificant,and

thatoflaboroutflowsoneconomicgrowthbecomesweaker.

Keywords:populationaging;laborinflows;laboroutflows;eco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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