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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劳动力市场 第一节 劳动力供给 一、劳动力供给曲

线与劳动力供给弹性 （一）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 1、形状是

向后弯曲的。横坐标是工作小时数，纵坐标是工资率。表明

：在某一工资率水平下，工资率的上升会导致个人劳动力供

给时间的增加，而在此工资率水平之上，工资率的上升反而

会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减少。 2、市场工资率的提高

会同时给劳动者带来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影响收入效应和替

代效应。 3、收入效应：工资率上升，劳动者相当于获得了

一种“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劳动者劳动

者力供给时间的减少。⋯⋯ 4、替代效应：工资率上升也提

高了消费闲暇的机会成本，因此会减少闲暇时间，转而增加

市场劳动力供给时间。⋯⋯ 5、闲暇的机会成本就是为获得

闲暇而放弃的劳动收入。 6、工资率上升时，如果收入效应

大于替代效应，那么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

⋯ （二）市场或单个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横坐标

是总工作小时数或雇用人数，纵坐标是工资率。 1、向上倾

斜的曲线（比较常见） 2、垂直形状的曲线（反映市场工资

率的变动对于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完全没有影响的情况

，如：一些短期情况，如某类人才需求量大增，但短期内无

人胜任或无人应聘。或者可能描述的是一个已充分利用了它

的劳动力资源的经济社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在封闭条件下

，如果一国劳动者已实现了充分就业，那即使工资率增加也



不可能再增加劳动力供给了。） 3、水平形状的曲线（①可

以反映欠发达国家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情形；②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上，单个劳动力需求者即单个企业所面对的劳动力

供给情况，它表明，企业只要能够支付市场“通行工资率”

，便可雇用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低于此工资率

，便一个人也雇不到。） （三）劳动力供给弹性：劳动力供

给曲线反映的是劳动者劳动力供给意愿与经济刺激之间的关

系。所谓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指劳动力供给的数量随条件的

变化而发生变动的灵敏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供给弹性＝

劳动工时变动%/工资率变动%＝（工时增加或减少绝对数量/

初始工时）%/（工资率上升或下降绝对数量/初始工资率）%

。供给弹性＝1时，称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单位弹性；＞1时

，称富有弹性；＜1时，称缺乏弹性。＝0时，无弹性（垂直

曲线）；＝∞时，称具有无限弹性（水平曲线）。 二、家庭

生产理论与劳动力供给的周期理论 （一）家庭生产理论 1、

家庭生产理论实际上是把劳动者放在家庭背景下去分析他们

的劳动力供给决策的一种方法。它倾向于将夫妻双方之间的

劳动力供给决策看成是一种联合决策，而不是彼此独立的两

种决策。 2、家庭生产理论将家务劳动也看成是一种生产性

劳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其可以利用的时间总和可以被花

费在三个方面，即除了工作和闲暇外，还可以把时间用在家

务劳动上。 3、时间密集型生产方式：花费较多时间而使用

较少半成品或利用较少辅助设备。商品密集型生产方式：花

费较少时间而大量使用半成品或利用辅助设备。 4、如何在

市场工作、家庭物品的生产以及闲暇之间分配的原则采取比

较优势的原则。 （二）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周期与生命周期 1



、在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对家庭劳动力供给产生两种并行

的效应，就是附加的工人效应和灰心丧气的工人效应。这两

种效应对官方的失业率统计数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衰退

时期，官方的失业率数字往往会低估，在经济恢复时期，往

往又会高估。 2、一个人的时间密集型闲暇消费活动往往发

生在早年或晚年，在这些年龄电话体中，时间的机会成本较

低或时间相对较为便宜。 第二节 劳动力需求 一、短期劳动力

需求 （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劳动力边际产出量 1、在经

济学中，新增一个工人所增加的产出被称为劳动力的边际实

物产出（MPL），简称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量”。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量是理解短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核心概念，它同

时也是最古老、最著名的经济思想之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

主题。 2、边际递减规划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把一种生产要

素逐渐越来越多地增加到数量固定的另外一种生要素上去，

那么不断增加的这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边际产出量最终会下

降，甚至会变为零。 （二）竞争性企业的短期劳动力需求曲

线 1、劳动力边际收益（MRPL）反映的是第增加一个工人所

增加的收益。与MPL的联系是：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

力边际产出量的价值量，即前者是后者的货币转化形式

。MRPL＝MPL×P（P为单位产品价格） 2、在短期中，企业

的劳动力边际收益曲线就是它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3、工资

率与企业愿意雇用的人数，即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负

相关的关系，因而劳动力需求曲线应是下倾的，即斜率为负

，这就是说，竞争性企业的短期劳动力需求曲线就是劳动力

边际收益曲线的下降部分。 二、长期劳动力需求 1、分析短

期劳动力需求行为时，一般假定企业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



且资本量不随工资率的变化而变化。但生产要发展，企业不

可能永远不增加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 2、工资率变

动在长期中能够比短期中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更大的影

响，主要是因为工资率变动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能够得到

充分的实现。 3、所谓规模效应，又称产出效应，它是指工

资率变动首先直接作用于生产规模或产出规模，然后再进一

步影响劳动力需求量的作用过程及其结果。 4、工资率上升

的替代效应是指工资率变动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相

对投入比例而对劳动力需求量产生影响的作用过程及其结果

。工资率上升时，企业势必会更多地依赖资本来进行生产，

而更少地使用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

5、工资率变动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方

向是相同的，即在长期内，工资率上升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

应都使劳动力需求减少。长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走向，因此

只能是向右下倾斜的，其斜率为负。（工资率变动方向与劳

动力需求方向相反） 三、劳动力需求弹性与派生需求定理 （

一）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η）η＝劳动力需求变动

％／工资率变动％＝（△Ｌ／Ｌ）／（△Ｗ／Ｗ）；η的值

为负数，但经济学通常重视的是弹性的绝对值。｜η｜＞1时

，富有弹性；｜η｜＜1时，缺乏弹性；｜η｜＝1时，单位

弹性。 1、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富有弹性的，那么当工资

率上升时，劳动力需求量下降的速度会超过工资率上升的速

度，工资总量就会下降，反之，工资率下降，工资总量将上

升。 2、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缺乏弹性，那么当工资率上升

时，劳动力需求量下降的速度会慢于工资率上升的速度，工

资总量就会上升，反之，工资率下降，工资总量将下降。 （



二）派生需求定理 1、影响劳动力需求自身工资弹性的因素

被归纳为四条（①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②要素替代的

难易度；③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④产品总成本中劳动

力成本所占的比重），通称派生需求定理，或称“希克斯马

歇尔派生需求定理”。 2、产品需求弹性越大，生产此种产

品的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也越大；其他生产要素对劳动力替代

越容易，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就越高；其他生产要素

的供给弹性越大，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也越大；总成

本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越大，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

越高。 3、长期劳动力需求曲线比短期劳动力需求曲线更富

有弹性。 4、在劳动力需求曲线无弹性的市场上，工会能够

为其赢得更大的工资增长；工会将努力采取措施降低对其成

员的劳动力需求自身工资弹性；工会首先会选择在劳动力市

场需求无弹性的市场上组织工会。 （三）劳动力需求的交叉

工资弹性 1、是指一种劳动力的工资率变化1%所引起的另一

类劳动力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如是正值，即一种劳动力的

工资率提高促进了另一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增加，说明两者是

总替代关系；如是负值，说明是总互补关系。 2、产品需求

的价格弹性越大，规模效应就越大，如果规模效应小于替代

效应，则两个电话体间是总替代关系；如果规模效应大于替

代效应，则两个电话体之间就是总互补关系。 第三节 劳动力

市场均衡 一、单一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所谓的劳动力

市场均衡，是指在某一市场工资率下，劳动力需求正好等于

劳动力供给这样一种状况。此时的工资率即为均衡工资率或

出清工资率，在这一工资率下通过市场实现的就业量即为均

衡就业量。 二、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破坏与重建（用曲线比较



直观）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及政府的作用 一、劳动力

市场运行的结果：就业、失业与收入分配 1、社会总人口可

以分为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两部分。非劳动力人口主

要包括在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劳动年龄以上的退休人

员、劳动年龄以内的学生以及因各种健康原因无法参加劳动

的人员、依靠其他途径谋生而不愿意工作的人员。劳动力人

口又可划分为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因此，与劳动力市场有

关的身份主要有三种：非劳动力、就业者、失业者。 2、收

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衡量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与此相关的

是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是洛伦兹曲线和完全平等线之间区

域的面积。基尼系数越大，则越不平等。 3、影响个人之间

出现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有二：正规教育的数量和质量、

在职培训，但个人能力、家庭背景、歧视等也会对个人收入

产生影响。 二、政府与劳动力市场 （一）政府促进就业的宏

观经济政策 1、这些政策包括：货币政策（通过总需求，扩

张性促进就业）、财政政策（调整税率和政府支出，扩张性

促进就业）、收入政策（工资物价指导）、人力政策（再就

业培训）、产业政策（发展就业弹性高的产业）和就业结构

调整等。 2、一般来说，就业弹性高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比重较大。 （二）最低工资立法及其影响：压缩

效应和扩大效应（实际导致最低层的工人的收入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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