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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劳动力市场理论

第二节 劳动力供给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劳动力供给总量 ★

2.个人及市场劳动力供给 ★★★

3.家庭劳动力供给与周期性劳动力供给 ★★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

1.人口总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最重要基础是人口总量，取决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净人口流入率三个

因素。其中净流入率的数值越大，本地人口增加越多。

人

口

的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总量而言，人口规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的构成。关于劳动年

龄的界定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规定。

（1）劳 ①劳动适龄就业人口：并且正在从事有报酬社会劳动的人口



构

成

动年龄

内人口

②失业人口：有劳动能力并且要求参加社会劳动，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口

③就学人口或在校人口：有劳动能力，但是正在从事正规学习的人口

④家务劳动人口：有劳动能力但是完全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的人口

⑤现役军人：有劳动能力但是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⑥劳动年龄内其他人口：有劳动能力，但未参加社会劳动，也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

的其他人口，如不依靠工作收入维持生活的赋闲者

（2）劳

动年龄

外人口

①未成年就业人口：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已经在从事有报酬的社会劳动的人口

②老年就业人口：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但是仍在继续从事有报酬社会劳动的人口

③劳动年龄外其他人口：劳动年龄外且未就业的其他人口 （老人孩子）

2.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希望走出家庭，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寻找并实际从事工作的意愿

高低。

（1）概念界定

①由于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规定，16 岁为法定最低可工作年龄，因此，劳动力参与率通常

是指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16 岁以上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见下

页）

②另一种说法是，16 岁以上的总人口为潜在的劳动力人口，而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总和

则为实际劳动力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为实际劳动力人口与潜在劳动力

人口之比。（见下页）

（2）劳动力参

与率与劳动者

个人的保留工

资有很大关系

所谓保留工资，就是指为了使一位劳动者愿意到市场上来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所必须达到

的最低工资水平。是一种工资的心理价位。

在劳动者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和其他情况一定的前提下，市场工资率越高，则劳动者到市场

上来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就会越高。

3.周平均工作时间

周平均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平均每周在劳动力市场上愿意提供的工作小时数的总和。即一位劳动者在愿意到

劳动力市场上来工作的情况下，平均每周愿意提供的工时总量。

周平均

工作时

间的确

定

①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实践中一般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即企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

决定员工的周工作时间的权利。

②劳动力供给方在周工作时间选择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自主权，劳动者可以通过很多决策来实现自己

的理想周工作小时数。例如，决定从事全日制工作还是非全日制工作，是否从事兼职工作，从事何

种类型的职业以及到哪一个企业中去工作等。

周平均

工作时

间的变

化

周工时数量通常会随企业的经营波动以及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发生变化。

①企业经营的快速扩张时期以及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周工时数量会多一些；

②企业订单减少或整个经济处于不景气时期，周工时数量会有所减少。

同步练习题

【例-单选题】某市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该市共有 2 000 万人，其中 16 岁以上的人口为 1500 万，就业人口总

数为 1000 万，失业人口为 200 万，则该市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

A.50% B.60%

C.70% D.80%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力参与率的计算。

劳动力参与率=（就业人口+失业人口）/16 岁以上总人口×100%=（1 000+200）/1 500×100%=80%。

二、个人及市场劳动力供给

（一）个人劳动力供给决定的基本原理

1.收入效应与

替代效应

（工资率变化）

收入效应

工资率的上升就有可能会导致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闲暇时间的

消费；

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工资率下降时，收入效应导致的是劳动力供给时间的

增加。

替代效应

工资率上升导致享受闲暇时间的成本更高，替代效应会促使劳动者增加

市场劳动力供给时间；

相反，在工资率下降的情况下，替代效应则会导致劳动者减少市场劳动

力供给时间。

两者作用

工资率上涨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作用方向是相

反的。当工资率上升时：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则劳动供给时间减少；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则劳动供给时间增加。

2.非劳动收入

与个人偏好

（1）个人非劳动收入或财富总量越大，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动机越弱。

（2）偏好闲暇的人比偏好工作的人更不愿意增加劳动力供给。

同步练习题

【例-多选题】关于劳动力供给的说法，正确的是（ ）。

A.非劳动收入不会影响个人劳动力供给

B.工资率下降时，替代效应会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

C.工资率变动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作用的方向是相同的

D.非劳动收入越大，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动机就越弱

E.劳动者的个人偏好也会影响个人劳动力供给

网校答案：BDE

网校解析：工资率变动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工资率变动对单个劳动者劳动力

供给时间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要看两种效应的大小。同时，除了工资率外，非劳动收入和个人偏好也会影响

个人劳动力供给。

【例-单选题】关于工资率上涨对个人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工资率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都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

B.工资率上涨的替代效应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

C.工资率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都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增加

D.工资率上涨的收入效应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工资率上涨的收入效应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减少。工资率上

涨的替代效应导致个人劳动力供给时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