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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普数据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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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人口的主体，其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

生深刻影响。我国在过去实现了长达 4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保

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发展做出显著贡献，人口红利效应被普遍认可( 蔡昉，2010; 王

桂新、陈冠春，2010; 童玉芬、王静文，2017)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

所放缓，同时伴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剧，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

也出现新变化，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就业压力依旧存在; 另一方面，不少地区尤其东南

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用工荒”现象。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科技进步、生产效率

提高对劳动力人口需求的改变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 杨伟国等，2018; 孙早、侯玉琳，

2019) 。劳动力人口形势的新变化不仅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更关乎我国未来劳动力市场

的健康运行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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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后文简称“七普”) 主要数

据情况( 国家统计局，2021) ，其中涉及最新的、权威的劳动力人口相关数据，这为我们全面及

时了解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最新动态以及准确做出形势判断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基础。本文

主要从七普数据出发，结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外相关数据，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

分析我国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新形势与新特点，为未来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变化及劳动力市场的

健康运行提供支撑和依据，并为今后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1 中国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新形势与新特点

分析劳动力人口变动状况是把握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基础。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人口变

化的新形势与新特点可以概括为 4 个方面。
1．1 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但规模依然比较庞大

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 8．94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63．35%。如果按照 15～64 岁国际通用口径计算，则该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 9．68 亿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8．55%。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

降了 4530 万人，比重减少了 6．79 个百分点;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了 3073 万人，比

重减少了 5．98 个百分点。
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是在 2013 年达到 10．06 亿人的峰值后开始负增长并

逐年下降的，2019 年已经降至 9．89 亿人。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进一步降至 9．68 亿人，劳动

年龄人口规模呈现持续缩减的态势。2013～2020 年间，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平均每年

减少 542．86 万人( 见表 1) 。

表 1 1999～ 2020 年中国 15～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变动趋势

Table 1 Trends in the Size and Proportion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at Age 15－64 in China，1999－2020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规模( 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 %)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规模( 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 %)

1999 8．52 67．70 2010 9．98 74．53
2000 8．89 70．15 2011 10．03 74．43
2001 8．98 70．40 2012 10．04 74．15
2002 9．03 70．30 2013 10．06 73．92
2003 9．10 70．40 2014 10．05 73．45
2004 9．22 70．92 2015 10．04 73．01
2005 9．42 72．04 2016 10．03 72．51
2006 9．51 72．32 2017 9．98 71．82
2007 9．58 72．53 2018 9．94 71．20
2008 9．67 72．80 2019 9．89 70．65
2009 9．75 73．05 2020 9．68 68．55

资料来源: 2010 年和 2020 年数据来自七普主要数据情况( 国家统计局，2021) ，其他年份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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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早于规模的缩减。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 2010 年

达到 74．53%的峰值后就开始逐渐下降，到 2019 年降至 70．65%。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进一

步降至 68．55%，首次跌破 70%。2010～2020 年间，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下降

0．60 个百分点。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在增大，2019 年较 2018 年下降了 0．55
个百分点，2020 年较 2019 年则下降了 2．10 个百分点。

尽管我国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均处于下降状态，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估

算，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在世界各国中依然排名第一。2019 年，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

人口规模( 9．89 亿人) 不仅比排名第二的印度( 9．16 亿人) 多 7300 万人，而且是美国( 2．14 亿

人) 的近 5 倍，日本( 0．75 亿人) 的 13 倍多，德国( 0．54 亿人) 的 18 倍多。2020 年，即使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已经缩减到 9．68 亿人，但基本可以判断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

仍然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一，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劳动力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见表 2) 。

表 2 世界 15～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排名前六位的国家

Table 2 Size and Proportion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Some Selected Countries

国家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

中国 9．68( 2020 年) /9．89( 2019 年) 68．55( 2020 年) /70．65( 2019 年)

印度 9．16 67．00
美国 2．14 65．24
印度尼西亚 1．83 67．73
巴西 1．47 69．74
巴基斯坦 1．31 60．62
孟加拉国 1．10 67．61

资料来源: 中国 2020 年数据来自七普主要数据情况( 国家统计局，2021) ，2019 年数

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0》;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①。

注: 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均为 2019 年数据。

1．2 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也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内

部年龄结构随之老化。七普尚未给出详细的年龄结构数据，但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

以看出我国劳动力人口内部不断老化的变动趋势。本文将劳动力人口分为 3 个年龄段:

15～24 岁青年劳动力人口、25 ～ 44 岁中年劳动力人口、45 ～ 64 岁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 ～
2019 年间，我国 15～24 岁青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5～44 岁中年劳动力人口

比重整体呈现先波动上升后持续下降的趋势，而 45 ～ 64 岁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则呈现明显

上升趋势，从 2011 年的 33．74%抬升至 2019 年的 41．94%，增幅达 8．20 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劳

动力人口内部呈现老化趋势( 见表 3) 。由于年龄的老化是年龄组推移的结果，因此可以预

见，2020 年劳动力人口老化趋势不会发生扭转，而是会继续老化下去。

① 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取网址: https: / /data．worldbank．org．cn /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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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趋势 ( %)

Table 3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China ( %)

年份 15～24 岁 25～44 岁 45～64 岁

2011 22．18 44．09 33．74
2012 21．07 44．38 34．55
2013 20．09 44．03 35．88
2014 18．83 44．21 36．96
2015 17．49 44．33 38．18
2016 16．76 43．99 39．25
2017 16．10 43．77 40．13
2018 15．51 43．14 41．35
2019 15．20 42．86 41．94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1．3 劳动力人口继续向我国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未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迎来了人口流动浪潮，人口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

东南部及沿海地区，其中 90%以上是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

规模达到 3．76 亿人，较 2019 年大幅增加，也较前若干年大幅增加，与 2010 年相比增加 1．55 亿

人，增幅高达 69．73%。那么，这些人口的流动去向是哪里呢? 我们可以从人口的空间分布予以

揭示。
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规模为 5．64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9．93%，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2． 15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占 25． 83%，下降 0． 79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占

27．12%，上升 0．22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占 6．98%，下降 1．20 个百分点。

表 4 2010～ 2020 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比重变动趋势

Table 4 Trends in Population Size and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Ｒegions of China，2010－2020

年份
地区人口规模( 亿人) 地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10 5．06 3．57 3．60 1．10 37．78 26．62 26．90 8．18
2011 5．11 3．58 3．62 1．10 38．09 26．70 27．02 8．18
2012 5．15 3．59 3．64 1．10 38．18 26．65 27．03 8．14
2013 5．18 3．61 3．66 1．10 38．24 26．63 27．04 8．10
2014 5．22 3．63 3．68 1．10 38．29 26．62 27．04 8．06
2015 5．25 3．65 3．71 1．09 38．31 26．62 27．09 7．99
2016 5．30 3．67 3．74 1．09 38．37 26．60 27．11 7．91
2017 5．34 3．69 3．77 1．09 38．44 26．58 27．15 7．83
2018 5．38 3．71 3．80 1．08 38．49 26．57 27．18 7．76
2019 5．42 3．72 3．82 1．08 38．58 26．53 27．20 7．69
2020 5．64 3．65 3．83 0．99 39．93 25．83 27．12 6．98

资料来源: 2010 年和 2020 年数据来自七普主要数据情况( 国家统计局，2021) ，其他年份数据根据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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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年统计数据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2010 ～ 2020 年间中国人口空间集聚发生的

趋势性变化。如表 4 所示，2010～2020 年间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和比重始终处在上升过

程中，说明近年来东部地区的人口集聚态势一直在持续，尤其是 2020 年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为

39．93%，比 2019 年( 38．58%) 上升了 1．35 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不同，中部、东北地区的人口

规模和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中，东北地区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西部地区人口规

模和比重近年来呈现轻微的波动式上升，除了新疆是一个传统的人口迁入区以外，西部其他

地区近些年也出现一定的人口回流现象，但总体回流幅度不大。由于流动人口的构成主体是

劳动力人口，因而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劳动力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
1．4 劳动力人口素质大幅提升，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人口

和劳动力的素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第二次全国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64 年我国的文盲率高达 33．58%，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文盲率出现大

幅下降，1982 年时已经降至22．81%，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 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口数

从 1964 年的 416 人增加至 1982 年的 615 人，但人口素质依然不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

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人口素质随之得到较快提升。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人口达到 2183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由

8930 人上升到 15467 人，几乎翻了 1 倍;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 文盲率由 4．08%下降到2．67%，接近 1982 年的 1 /10。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大幅提升，

为我国今后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创新等奠定了非常好的条件，也是我国未

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2 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

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既给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2．1 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的潜在风险

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预测以及国内部分学者的人口预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

会继续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 蔡昉，2010; 王欢等，2014) 。表 5 呈现了

有关中国未来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变动的几种预测结果。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劳动力

人口规模将会继续下降，2050 年将下降到 8 亿人左右。劳动力供给进一步萎缩，与此同时内

部年龄结构加剧老化，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日渐消失。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规模的下降已成必然趋势，但在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根本转变之

前或在转型期间，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依然很大。如果以实际就业人员规模代表就业岗位供

给，也即劳动力需求总量，那么，2019 年我国就业人员规模为 7．75 亿人，意味着劳动力需求总

量依然非常庞大( 见图 1) 。虽然自 2017 年起，就业人员规模开始缩减，2017～ 2019 年间平均

每年减少 84．5 万人，也即劳动力需求规模在缩减，但与劳动力供给规模的下降幅度相比，劳

动力需求规模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当前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速度要快于劳动力

需求规模下降速度。如果今后劳动力需求规模下降持续严重滞后于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就

可能会面临实际的劳动力数量短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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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 15～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的 3 种预测结果

Table 5 Several Predictions of China's Working-age Population at Age 15－64

年份

《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修订版

中方案

陆杰华、刘瑞平( 2020)

中方案
翟振武等( 2017)

规模( 亿人) 比重( %) 规模( 亿人) 比重( %) 规模( 亿人) 比重( %)

2020 10．12 70．32 9．82 70．05 9．87 69．13
2025 10．07 69．05 9．73 68．82 9．83 67．78
2030 9．86 67．37 9．51 67．40 9．60 65．98
2035 9．43 64．56 9．08 64．80 9．32 64．45
2040 8．98 62．00 8．54 61．70 8．94 62．51
2045 8．71 60．94 8．13 59．81 8．63 61．25
2050 8．38 59．78 7．71 58．28 8．24 59．83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修订版数据( United Nations，2019)

以及陆杰华、刘瑞平( 2020) 和翟振武等( 2017) 文章中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图 1 2010～ 2019 年中国就业人员规模及增量变动趋势

Figure 1 Size and Increment of Employment in China，2010－2019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绘制而成。

2．2 劳动力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带来挑战

我国劳动力人口内部年龄结构不断老化，45 岁及以上高龄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在不断扩

大，而中青年劳动力人口作为劳动力市场上最为活跃的要素，其规模和比重却整体呈现下降

趋势，这种劳动力人口的老化趋势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虽然老年劳动力人口积累了丰富

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 童玉芬、廖宇

航，2020) 。但不少研究均指出，老龄化社会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产生不利影响( 杨道兵、陆杰华，2006; 毛中根等，2013) 。例如，高龄劳

动力人口的身体素质通常低于年轻劳动力人口，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学

习能力也会下降，导致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效率难以提高，劳动产出下降，不利于生产效率

的稳步提升。同时，劳动力人口老化也不利于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主要源于有意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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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开发活动，高龄劳动力人口的知识和技能更新换代较慢，研究和开发能力相对较弱，中青

年劳动力人口更能适应发展要求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创新水平。此

外，劳动力人口老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等作用于经济增长，抑制社会

经济发展活力。总体来看，劳动力人口的加速老化必然会给今后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以

及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2．3 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发展问题

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3．76 亿，大量流动劳动力人口持续向东部地区尤

其特大城市集聚。城市作为流动人口的承载主体，仍然存在户籍制度阻碍、公共服务不均等问

题，导致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他们虽

然在城市地区有工作，但是受到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处于飘而不落、流而不迁、迁而难

居的状态。这既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难以提高的原因，也对流动劳动力人口本身的生存和发

展不利。因此，如何有效促进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融合，加快推进流动劳动力人口市民化进

程，既是对未来城镇化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未来只有尽可能解

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流动劳动力人口在空间上稳定下来，实现长期居留，从而加快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进程，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2．4 劳动力人口素质亟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近些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但仍难以满足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而且与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素质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目前，美国 25 岁及以上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4 年，日本为 12．8 年，德国为 14．2 年，与之相比，我国仅为 8．1
年，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 8．5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见表 6) 。可见，未来

我国在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表 6 2010～ 2019 年主要国家 2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Table 6 Average Number of Years of Schooling for People at Age 25
and over in Selected Countries，2010－2019 ( Years)

年份 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印度 世界平均

2010 7．3 11．5 11．6 13．3 13．8 13．2 10．9 5．4 7．9
2011 7．4 11．8 11．8 13．4 13．8 13．0 10．9 5．3 8．0
2012 7．5 12．0 11．9 13．4 13．9 12．9 11．0 5．5 8．1
2013 7．5 12．2 12．0 13．3 13．9 12．6 11．2 5．8 8．1
2014 7．6 12．5 12．1 13．3 14．0 12．7 11．4 6．0 8．2
2015 7．7 12．5 12．1 13．3 14．1 12．8 11．5 6．2 8．3
2016 7．8 12．7 12．2 13．3 14．1 12．9 11．4 6．4 8．4
2017 7．8 12．8 12．2 13．4 14．1 12．9 11．4 6．5 8．4
2018 7．9 12．8 12．2 13．4 14．1 13．0 11．4 6．5 8．4
2019 8．1 12．8 12．2 13．4 14．2 13．2 11．5 6．5 8．5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①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① 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获取网址: http: / /hdr．undp．org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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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能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作用于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劳动力人口素质提高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技术创新能

力。在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劳动力人口素质提高能够为我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撑，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王小鲁

等，2009)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价值链不断向高端环节转移，一些基于信息和知识的生

产性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就业岗位正面临从低技能、中低技能向更高技能水平的转变，越来越

需要受教育水平更高且具备更高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资源。

3 应对策略

针对我国劳动力人口变动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 3 个

方面的应对策略。
3．1 通过进一步调整劳动力需求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劳动力规模绝对短缺

如前所述，劳动力是否短缺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侧，还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侧以及

劳动参与率水平。虽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目前都在减少，但如果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劳动力

需求的下降相匹配，则可以避免出现劳动力绝对短缺问题。然而，受人口规律的影响，劳动力

供给下降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生育政策放开对劳动力供给的补充作用也很有限，且在时间

上是滞后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给下降的长期趋势。而劳动力的需求侧可以根据经

济发展的水平、速度以及技术进步来加以调整，政策的作用空间相对较大。
既然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下降难以扭转，为了避免潜在的劳动力绝对短缺，今后应

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劳动力需求侧的调整上，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

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尤其是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用技术和资本

替代来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3．2 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缓解结构性失业和局部劳

动力短缺现象

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继续提高人口素质，用劳动力质量代替劳动力数量，这样能够从

根本上解决未来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在劳动力市场

中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失业和就业不足也是值得特别关注且需要着重改善的问题。今后随着

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由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导致的就业失衡问题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同行业、区域的结构性失业或局部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凸显。因

此，需要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给的素质潜力，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通过加强劳动者技能培

训与知识转换，增强劳动者自身素质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度，减少结构性失业和局部劳动力

短缺问题的出现。
3．3 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减少地区性劳动力供需失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不同地区内部产业结构不同，对劳动力人

口规模与类型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区域制度性分割等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不同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难以实现优化配置。东南部及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大城

市劳动力集聚程度较高，但内部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就业机

会较少、就业层次较低，难以吸引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地区间劳动力供需失衡问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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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存在。因此，未来要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空间结构，促进劳动力的合理空间流动，实现劳动力

供需匹配，从而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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