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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目前劳动经济理论中
,

人们企图运用边际效用理论
,

把闲暇作为消费品
,

在闲暇一物品两种消费品中

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来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
。

本文认为边际效用理论并不能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
,

它只能据以推导

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
。

劳动力是生产出来的
,

其生产是要 花费成本的
。

边际成本理论能合理解释劳动力供给曲线
。

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

而且可获得实证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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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边际效用理论并不能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

在 目前劳动经济理论中
,

人们根据边际效用理论
,

把闲暇作为消费品
,

在闲暇一物 品两种消费

品中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来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
。

笔者认为边际效用理论并不能推导劳动力供给

曲线
,

它只能据 以推导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
。

设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以 表示
,

是工资率
,

为闲暇边际效用
,

为物品边际效用
,

则闲暇和物品的效用最大化选择满足等式

假定闲暇消费和物品消费都属于递减的边际效用
,

那么当工资率上升时
,

人们倾向减少闲暇
,

增加

劳动时间 而当工资率下降时
,

人们倾向增加闲暇
,

减少劳动时间
。

显然
,

根据上述效用最大化选择

等式推导 出的是 向上倾斜的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而不是劳动力 人数 供给曲线
。

但是
,

在 目前劳动经济理论和有关文献中
,

人们却一直把这条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当成劳动

力 人数 供给曲线并应用于劳动力供求均衡分析中
。

笔者认为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并不能代替劳

动力供给曲线
,

将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运用于劳动力供求分析是无用的
,

因为

它不能分析充分就业
。

将个别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水平相加可得市场劳动 时间 供给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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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该曲线是根据既定的所有能进人市场的劳动力在不 同的工资率下愿意提供的劳动时间而建立

的
。

设 表示劳动力
,

、 表示市场劳动 时间 供给
,

则 、。 。 ,

终
,

孕 。
,

显然
,

市场
口 乙

工资率的变化只影响已就业劳动力劳动 时间 的供给
,

而不影响劳动力的就业人数
。

无论工资率

如何变化
,

市场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所表示 的劳动力就业人数都是既定不变的
。

因此它不能分析

充分就业
,

不能用以分析经济中的失业问题
。

它不能与劳动力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进行劳动力供求分析
。

劳动力需求曲线是根据不 同工

资率下劳动力人数发生变化而建立起来的
。

它表明
,

在生产要素组合中
,

假定其它生产要素不变
,

随

着雇用的劳动力 人数 的增加
,

劳动边际产品价值递减
。

设其它生产要素为
,

几 为劳动力需求
,

则
,

、
。

瓷
。

,

瓮
。

显然
,

劳动力需求曲线表明工资率与劳动力 人数 之间的关

系
,

即工资率越低
,

企业雇用劳动力 人数 越多 工资率越高
,

企业雇用劳动力 人数 越少
。

而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表 明工资率与已就业劳动力提供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
。

由于变量不统一
,

劳动

供给曲线与劳动力需求曲线无法结合在一起用于劳动力供求分析
。

因此
,

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并不能替代劳动力供给曲线
,

将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用于劳动力

供求分析必然带来概念上的混乱
。

事实上
,

为便于分析
,

人们都把据边际效用理论推导的劳动 时

间 供给曲线理解或表达为工资率与劳动力 人数 的关系
。

因此
,

理论上迫切需要对劳动力供给曲

线重新进行解释
,

建立真正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

二
、

边际成本理论能合理解释劳动力供给曲线

人们在进行劳动力均衡分析时
,

常常把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当成劳动力供给曲线来使用
。

劳

动力供给曲线与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一样向上倾斜吗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

我们确实看到
,

随着工

资率的提高
,

进人某行业或某企业的劳动力人数在不断增加
。

那么
,

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什么向上倾

斜

众所周知
,

劳动力是生产出来的
,

其生产是要花费成本的
。

因此笔者拟从成本角度来解释劳动

力供给曲线的形状
。

劳动力是 由家庭投资生产的产品
。

劳动力首先是 由家庭生产
、

养育出来的
。

在生
、

养过程中

要花费许多成本
,

包括机会成本
,

即为把孩子养育成人所损失的工时费用 生活费用
,

即抚养过程中

的吃
’

、

穿
、

用
、

住
、

烧
、

交通等费用 教育费用
,

即为提高孩子智力而投资的费用 医疗费用
,

即孩子的

医疗保健费用 婴儿夭折均摊费用
,

即死亡婴儿的养育费用均摊到存活者身上 的那部分费用 利息

费用
,

即以上述费用计算的利息
。

家庭生产
、

养育劳动力有两种 目的
。

一是非经济 目的
,

如感情需

要
,

传宗接代等
。

这一 目的对投资成本无弹性
。

二是经济 目的
。

家庭为此 目的花费了投资成本不

仅要求在将来有生之年收回投资成本
,

而且要求取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回报
。

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

在所投资 养育 的劳动力进人经济中就业后每年从其获得的收人中提取
。

当投资报酬率小于或等

于市场利息率或者说从其所获收人中提取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小于或等于要求的数额时
,

该投

资将终止
。

由于所获收人中扣除投资成本和 收益后 的余额必须能满足维持被投资者的生存需要

自身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

因此
,

当被投资者进人经济中就业所获工资率小于或等于投资者所要

求的工资率 该工资率扣除投资成本和收益能维持被投资者生存需要 时
,

该项投资将终止
。

劳动力是由其 自身投资生产的产品
。

劳动力经其生育家庭投资后
,

可 自筹资金增加投资深

度
,

从而表现为 自身投资生产的产品
。

是否进行 自我投资
,

取决于投资回报率
。

自我投资所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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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学费
、

书费
、

住宿费
、

交通费
、

其他比不投资多花费的部分
、

机会成本 即因投资读书而放弃的收

人 以及这些投人的利息成本
。

自我投资收益指投资教育 智力投资 终身带来的收人增量
,

即投资

教育 智力投资 比不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收人差
。

当自我投资收益率小于或等于市场利息率时
,

自

我投资将终止
。

或者说当自我投资完成后进人经济中就业所获工资率小于或等于所要求的工资率

时
,

自我投资将终止
。

劳动力供给可表述为投人成本的增函数
。

首先应对劳动力供给进行层次划分
。

由于资金状

况
、

寿命预期等不同
,

家庭和 自我对劳动力投资深度也不同
。

资金宽裕
,

寿命预期较长
,

对劳动力就

有较深投资或者说投资周期较长
。

否则
,

资金紧张
,

寿命预期较短
,

对劳动力的投资周期将较短
。

被投资者学习才能状况也影响劳动力投资深度
。

由于投资深度不 同
,

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层次则不

同
。

我们在进行劳动力供求分析时
,

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
。

如果对劳动力进行层次划分
,

则可使同

质内涵更为清晰
。

可根据投资深度将劳动力划分为不 同层次
,

如小学
、

中学
、

大学
、

硕士
、

博士毕业

者
。

不同的家庭和 自我对劳动力投资成本不同
,

从而所要求的工资率不同
,

如果按非经济目的和经

济目的
,

将不同工资率的劳动力相加
,

便可得到一条 向上倾斜的某层次劳动力供给曲线
。

如图所

示
,

设 表示劳动力 同层次同专业等
,

表示工资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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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边际成本理论应用的可行性与实证分析

一 边际成本理论应用于劳动力供给的可行性

笔者以产品市场供给曲线及其均衡分析为参照来探讨边际成本理论应用于劳动力供给的可行

性
。

我们知道
,

个别厂商产品供给是生产成本的增函数
,

将所有个别厂商产品供给曲线加总便可得

产品市场供给曲线
。

但是个别劳动力供给不能表达为生产成本的增函数
。

劳动力作为人力产品
,

家庭生产 生
、

养育 和 自我生产时
,

是一个一个独立生产的
,

而不像厂商物质产品那样成批生产
。

因此
,

个别劳动力供给曲线只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点
。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加总个别劳动力供给

曲线
。

由于各个家庭和 自我之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不同
,

因此加总个别劳动力供给曲线便可得市场

劳动力供给曲线
,

它可表达为生产成本的增函数
。

产品市场供给可表为价格的增函数
,

那么
,

劳动力市场供给可表述为工资率的增函数吗 就经

济目的而言
,

家庭和 自我在成本一效益分析中进行劳动力投资
,

当投资回报率低于或等于市场利

率
,

或者说当被投资劳动力进人经济中就业所获工资收人低于或等于所支付的成本时
,

劳动力投资

即供给将终止
。

因此随着工资率的上升
,

有更高的投资成本能收回
,

从而劳动力供给在更高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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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达到最大化或者说达到均衡
。

因此
,

劳动力市场供给可表述为工资率的增函数
。

产品市场静态均衡分析的假定条件是所有个别厂商产品供给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保持不变
,

在

进行劳动力市场静态均衡分析时同样可 以假定个别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和位置保持不变
。

当然假

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更趋近现实
。

在资本和技术发生变化时
,

产品市场可进行动态均衡分析
,

而在

资金状况
、

寿命预期和学习才能等发生变化时劳动力市场同样可以进行动态均衡分析
。

总之
,

劳动力供给既能表述为生产成本的增函数又能表述为工资率的增函数
,

同时能用于供求

均衡分析
,

因此根据边际成本理论建立劳动供给曲线是可行的
。

《二 边际成本理论应用于劳动力供给的实证分析

关于非经济目的劳动力供给
。

感情和传宗接代等需要引致的劳动力供给对成本无弹性
,

这

一命题很容易得到证实
。

我国人 口 占世界人 口总量近
,

这与人 口增长对成本无弹性直接相关
。

在我国特别是农村
,

家庭消费品结构较为简单
,

人们将大部分感情寄托于儿女身上
,

再加上传宗接

代
、

繁荣和光耀家族的封建传统观念
,

导致人们生儿育女不计成本
。

在农村
,

有些家庭为 了多生一

个或为了生一个儿子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计划生育的规定 而在城市
,

计划生育规定只能生一个
,

许

多家庭不计成本进行投资就只为一个孩子
。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

一旦子女到 了成年
,

就要 自立 门

户
,

父母很难从儿女那里得到经济收益或其他方面的好处
,

人们生儿育女也纯粹是为了感情上的需

要
。

关于经济 目的劳动力供给
。

人的行为动机
,

除了感情需要
,

还有其他精神和物质生活需要
。

因此
,

家庭在满足了感情需要之后
,

再进行劳动力投资
,

就必须强调经济利益
。

也就是说
,

对劳动力

投资必须能收回成本并且获得一定报酬
。

否则
,

投资将终止
。

这一点也很容易得到证实
。

在我 国

农村
,

老年保障差
,

劳动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养儿防老
,

以便将来在无劳动能力的时候从

被投资者 儿女 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和照顾 收回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
。

如果满足不 了这点
,

就会

减少生育
,

而将投资资金用于储蓄养老或其他用途
。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许多家庭宁愿买东西 包括

储蓄 不愿生养孩子
,

其低生育率或负生育率也说明了这点
。

已被投资的劳动力增加 自身投资深度都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

这一点无论在市场

经济发达国家
,

还是在我国都是很明显的
。

近年来
,

由于投资收益 的不断增加
,

我国越来越多的人

在攻读硕士
、

博士学位
,

正说明了这点
。

关于劳动力供给性质的发展
。

家庭劳动力投资性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
。

与低生产力水

平相适应的是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 如我国农村
,

并且 以手工劳动为技术特征
。

在这种条件

下
,

劳动力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对象
。

投资费用少
,

只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
,

少许的发展资料
,

根本不需要享受资料
。

但收益大
,

新增一个劳动力就能增加较多收人
,

这种低水平投资
,

比较容易

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收回
。

同时
,

投资周期较短 教育不发达
,

投资者能在较长时期从被投资者那里

获得投资收益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生产 日益社会化
,

家庭作为生产单位 的职能逐渐为社会所代

替
。

家庭成员要通过在社会上就业的途径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相应的收人
。

要增加就业

机会就必须提高劳动力质量
,

这导致投资费用不断增加
,

投资周期不断 教育周期 拉长
。

劳动力越

来越成为不是最合适的投资对象
。

再加上家庭关系的变化
,

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
,

人们越来越不愿

意进行劳动力投资
。

因此
,

家庭对劳动力投资的经济目的特征逐渐淡化和消失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家庭劳动力投资主要表现为非经济目的性质
,

而经济目的供给主要表现为个人 自我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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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论

运用边际效用理论
,

在闲暇一物品两种消费品中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推导 的是劳动 时间 供

给曲线而不是劳动力供给曲线
。

而且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也不能替代劳动力供给曲线用于劳动力

均衡分析
。

劳动力是生产出来的
,

其生产是要花费成本的
。

劳动力供给曲线 向上倾斜的特征应 由

边际成本来解释
,

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

而且也得到实证支持
。

运用边际成本理论重新解释劳动力供给曲线
,

其意义在于

建立 了真正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

避免了目前以劳动 时间 供给曲线代替劳动力供给曲线所

带来的概念上的混乱
,

使劳动力均衡分析成为可能
,

从而可正确解释工资率的变动
。

使国家人 口 政策有了更完善的理论工具
。

一个国家劳动力 人 口 的增长或负增长
,

主要是

由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 目的性质决定的
。

因此
,

一个国家要解决就业压力或劳动力 人 口 资源不

足状况
,

应主要从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性质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

使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市场均衡模型的建立成为可能
。

劳动力 的投资与教育直接相联系
,

因

而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市场之间就形成了内在的运行机制
。

劳动力供给层次划分与教育市场的不同

层次相对应
,

劳动力 人数 供给与受教育者供给 人数 相联系
,

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市场均衡

模型的建立成为可能
。

该均衡模型一直未得到建立
,

其根本原 因就是 以边 际效用理论建立的劳动

时间 供给与受教育者供给 人数 不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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