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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的特点有哪些？ 劳动力要素的特点有四： （1）

动力性，亦即主体推动性。没有主体，就没有一切。正如斯

密所说：“由于勤劳，人类才能得到堪称丰富的实际必需品

。” （2）自我选择性，即劳动要素作为主，在构成劳动力

供给与否和劳动力供给的投入数量与方向上，具有自主决定

权与选择偏好。但是这种选择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文

化水平。（3）个体差异性，即不同的劳动要素个体，在个人

的知识技能条件、劳动力参与率倾向、劳动力供给方向，以

及社会劳动岗位对其需求与选择方面，均有一定的差异。（4

）非经济性生产要素供给，除了追求“高收入”的经济利益

外，还有非经济方面的考虑。2、如何理解劳动者与雇主的对

立关系？如何理解在对立中的平等与不平等关系？ 劳动者与

雇主之间的对立关系，根源在于劳动者向雇主让渡自己劳动

，雇主对劳动者发放与其劳动相应的报酬，双方都具有自己

的权利与利益。实际上，“对立”关系既有平等性，也有不

平等性。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存在平等关系的原因有两点：其

一是劳动者与雇主都是法律面前的完全平等的主体。其二是

在双方的交换中，各自进行经济计算，都要趋利避害（雇主

想工资付得少而产量、利润高，劳动者想工作干得少而工资

、福利高），即双方在这种交换中都想获取更多的利益，而

作为双方都 接受的结果，就只平等的了。 劳动者与雇主之间

存在不平等性关系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劳动者和雇主共居



于同一个社会组织的高低不同层次，因为，在科层制组织中

先天就有着下属与上级之间的“服从和领导”的关系。其二

是雇主出于“趋利”本性，为了节约人工成本、为了获得更

高产甚至会通过非人道的、乃至非法的手段进行管理，这更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甚至会引起急诊、冲突，导致斗争。其

三是由于劳动者与雇主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不同，这种市场

环境也影响到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就一般情况而言，劳动

者是过剩的，雇主是稀缺的，因而求职者和已经就业的工处

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在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技能、经验因而

成为稀缺性资源的情况下，劳动者可能处于有利的地位。3、

如何理解劳动者与雇主的共存关系？ 劳动者与雇方之间又有

着共存的关系。因为，劳动关系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没有

劳动者，企业就不能进行生产，不能获取利润；没有雇主，

劳动者就不能获得工作岗位，没有工资收入。只有双方处于

“从业——雇用”的统一体中，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运行。

这种经济活动使双方都得到利益，即成为社会中得到利益的

共同体。缺少劳动者或雇主某一方的合作，不仅对方会受到

损失，自己也无法取得利益。实际上，共存关系就是互利关

系。劳动者与雇主双方合作，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益，这种“

共存”的局面就可以带来“共荣”的成效，即只有在效益增

长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增加利润，劳动者才能多得工资。正

因为如此，雇主就开始自学地为搞好双方的关系、提高劳动

者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而努力。4、人力资源的含义是什么？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

能力的总和，也被称为“劳动力资源”或者“劳动资源”。

在现行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中，“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劳



动力供给实体、作为一个统计对象，是指以国家或地区为范

围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5、什么是微观劳动力供给？

微观劳动力供给即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劳动力供给。从经济学

原理来看，它取决于经济单位（社会、地区、部门、用人单

位）的工资水平。6、影响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包括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两个方

面。数量因素有：（1）人口因素；（2）劳动参与率；（3）

劳动时间。质量因素有：（1）遗传、其他先天和自然生长因

素；（2）教育因素；（3）人力投资数量；（4）人力投资的

动力；（5）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制；（6）社会文化与观

念因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