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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E8_B5_84_E6_c37_583219.htm 第一节劳动经济学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

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劳

动力是一种稀缺的社会生产性资源，研究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货币工资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分配，就是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它着重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运作及其结果，未来和

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以及与劳动力资源就业和

收入分配有关的公共政策。 劳动经劳济学是一门既引人入胜

又非常实用的学科。它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发

生直接的联系。如：有什么样的职业可供选择，工资水平如

何决定，劳动条件如何等等。它涉及社会热点和争议的问题

。如：应不应当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应不应当实行失业救济

金制度，工会的作用如何，技术进步与失业的问题，效率、

公平、就业之间如何兼顾等。 为什么你要读大学？ #8226.大

学生为什么会就业难？ #8226.为什么会存在工会？ #8226.为什

么劳动者能力差不多，但收入差距却十分悬殊？ 一、劳动资

源的稀缺性 1、劳动资源的稀缺性是相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无

限需要和愿望而言，是相对的稀缺性。 2、劳动资源的稀缺

性又具有绝对的属性：考试/大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

段 3、本质表现是消费劳动资源的支付能力、支付手段的稀

缺性。 现代劳动经济学产生于劳动资源的稀缺性与成本的存

在，其研究对象正是这种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二、效用最大



化 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 收入循环模型显示：在生产要素市场，居民户是生产要

素的供给者，考试/大企业是生产要素的需求者，企业需向居

民户支付要素报酬（工资）。在商品市场中，居民户是商品

和服务的需求者，企业则是供给者，居民户向企业支付货币

，交换商品和服务。 在劳动力市场上，居民户是劳动力的供

给者，企业是劳动力的需求者，通过双方的选择，按照一定

的工资率将劳动力配置于某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的职业岗位

上。从生产要素的投入角度观察，劳动力市场供求运动调节

着劳动资源的配置；从收入的角度观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

运动决定着工资。就业量与工资的决定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

功能。 劳动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劳动力市场的种种

复杂现象，理解并提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工资

和就业决定机制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原理。 四、劳动经

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证研究方法 1、实证研究方法的特

点：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

揭示经济现实内在的构成因素及因素间的普遍联系，归纳概

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描述事实，不作价值（好坏）

判断 第一、目的在于认识客观事实，研究现象自身的运动规

律及内在逻辑。 第二、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并可根据经

验和事实进行检验 2、实证研究方法的步骤 （1）确定所要研

究的对象，分析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

素，考试/大搜集并分类相关的事实资料。 （2）设定假设条

件。 （3）提出理论假说。 （4）验证。 （二）规范研究方法

：作出价值（好坏，应当与否）的判断 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基

础，说明经济现象及其运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其目的在于



提出一定的标准作为经济理论的前提，并以该标准作为制定

经济政策的依据，以及研究如何使经济现象的运行符合或实

现这些标准。 特点： 1、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基础，解决客观

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说明所要研究的对象本身

是好还是坏，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价值问题

更强调社会价值。 2、目的在于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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