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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就业歧视的
社会成本分析

市移民歧视的现状

（一）就业机会歧视

一些城市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充

分就业，对外来城市移民进行总量控制，职

业、工种限制，以及先城后乡控制等，城市

移民因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力资

格和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大多被限制在收

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

力市场”上，从事当地居民不愿意做的脏、

累、苦、险等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1990 年人口普查 1% 抽样数据库》计算，

农村迁入城市在业暂住人口的前十位职业依

次为：瓦工、抹灰工个体流动小商贩；装卸

搬运工；采矿、采石工；家具、营建木工；

零售商；餐馆服务员；缝纫、缝制工人；旅

馆服务员；以及织布工等，这些行业绝大多

数属于非正规就业。（李强等，2002）

（二）就业待遇歧视

就业待遇歧视主要表现为工资歧视和

工作环境歧视。工资歧视是农民工遭受就

业待遇歧视的最直接体现，王美艳（2003）

运用工资差异分解模型对转轨时期农民工

的工资歧视作了计量分析，她将农民工和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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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移民无

疑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实
体经济，还影响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

造成大量城市移民失业，加剧了城市
移民就业歧视的现象。而城市移民的
就业问题更是关系我国社会能否持续

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
治久安的基本问题。本文从就业歧视
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两个方面来具

体分析城市移民就业歧视的成因以及
城市移民就业歧视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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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一系列个人特征造成的

工资差异，从工资决定中分离出来，测度

了歧视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认为工资

差异可以用歧视来解释。谢嗣胜、姚先国

运用差异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歧视程

度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显

示：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日工资差异的

59.4% 可以用歧视来解释。工作环境歧视

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普遍被安排在劳动条件

恶劣的环境下从事体力消耗极大的工作。

（三）就业培训歧视

目前，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由政府提供

免费培训，培训承担主体则是政府主办的

各类培训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补

贴，而地方政府在向其所属培训机构提供

经费补贴时至今仍以培训机构培训的城市

人口数为拨款数额的依据，而将所培训的

农民工排除在外，由此直接导致城市培训

机构把培训对象定位于城市人口，而把农

民工拒之门外。此外，由于农民工的天然

流动性，大多数雇主也没有为他们这些不

确定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意愿。

城市移民就业歧视的社会成
本分析

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将歧视作为研究的

热门问题之一，1944 年缪尔达尔的著作

《美国的困境》可视为歧视经济学产生的标

志。贝克尔作为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歧

视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鼻祖，首次运用经

济模型对歧视的经济效应做出了解释，他

认为歧视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偏见。阿罗、卡

恩以此为基础对歧视模型又进行了修正与

拓展，提出了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菲尔

普斯则从统计性歧视角度分析，认为即使

雇主不存在偏见，也可能由于获取信息的

方式和成本等因素产生歧视。

以上的理论主要是从竞争性来考虑歧

视产生的根源。而非竞争性歧视认为歧视

的主要原因在于厂商拥有某种垄断力量，

主要歧视理论包括德瑞格和皮埃尔提出的

双重劳动力市场歧视，伯格曼的拥挤假说、

皮来克的搜寻成本歧视以及串谋行为等。

最后，还有一种歧视是来源于劳动者进入

市场前人力资本投资歧视。西方劳动力市

场的就业歧视理论主要是运用经济学模型

对歧视来源进行的分析，对于研究我国城

市移民的就业歧视原因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总就业岗位减少

本模型以政府和企业的限制性就业政

策为例进行说明：

模型假定：本地职工与外地工具有相

同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为

定值。

模型说明：图1表示S为没有歧视的情

况下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曲线（本地职工

加外地工），S′为存在歧视的情况下劳动

力市场的总供给曲线。Sc 为本地职工的供

给曲线。由于S是加总本地工与外地工后的

供给曲线，因而S较Sc 更为平坦（在我国由

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S线甚至可

能呈现为一条接近水平的直线）。

模型分析：在不存在歧视的情况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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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均衡在 E 点。均衡工资为 W0，劳

动力数量为 L0，其中本地职工为 L3，外地

工为 L0-L3。现在由于歧视的存在，政府和

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提高了外地工进入城市

的门槛，减少了外地工的供给量，导致供

给曲线 S 向左上方移动至 S′， 均衡的工资

水平为W1，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到L1，此时，

本地职工数量增加到 L2，净增加量为（L2-

L3），由此可见，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的确增加了城市职工的就业。然而

却是以外地工就业数量更大的减少为代价

的：此时外地工数量减少到（L1-L2），净减

少量为（L0-L3）-（L1-L2），也即（L0-L1）

+（L2-L3）。其中（L2-L3）的就业岗位让位

于本地职工，而另外的（L0-L1）个岗位却

浪费了。

（二）社会福利降低（经济剩余）

经济学中采用经济剩余来考察社会福

利的变化。在图1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不存

在就业歧视的情况下，社会总经济剩余为

三角形 SEF 的面积 ，存在就业歧视的情况

下，社会总经济剩余为三角形 S′E′F 的面

积 ，经济剩余的净减少量为四边形SS′E′

E 的面积。由此可见，对城市移民的就业歧

视是以社会总福利的减少为代价的。

（三）产出减少（生产可能性曲线）

歧视还导致整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

产出（GDP）减少。《社会问题经济学》（夏

普等）中指出，由于种族歧视而造成的

GDP 的损失每年大约为 4%，由于性别歧

视而使 GDP 每年大约损失3%。1996 年种

族和性别歧视使得整个美国的产品和服务

的产出减少了5000多亿美元。再加上年龄

歧视、体质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美国

社会每年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损失将大大超

过5000亿美元。歧视引起了社会产品和服

务的损失，是因为它使经济效率不必要的

降低了。

同样，对城市移民的就业歧视也必定

导致了产品和服务产出的减少。本文用图

1 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来反映就业歧视对经

济中产品和服务产出的影响。

模型的解释：图2 中AA线代表生产可

能性曲线， B点和C点代表不存在就业歧视

时的X和Y的组合，D点代表存在就业歧视

时 X 和 Y 的组合，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效率。

模型分析：在不存在就业歧视的情况

下，产品X和Y的数量也许会扩展到像B点

或 C 点。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决定它会

选择雇用城市移民，因为城市移民的成本

比本地职工廉价的多。然而现实生活中，城

市的用人单位却并非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的

追求者，还承担了安置城市下岗职工再就

业等社会责任，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

业，虽然出于自身成本的考虑愿意雇用城

市移民，但是由于政企并未真正分离，为

了实现政治功能（安置下岗职工）这些企

业只能遵守当地政府的政策排斥城市移民，

因而由于歧视的存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组合就不可能扩展到 B 点或 C 点，而是位

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下方，表现出资源配

置选择时，效率的缺失。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城市移民就业歧视对

雇主、对城市移民的收入都造成了影响，歧

视性政策是以社会的总就业岗位缺失为代

价的，它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外部不经

济。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是顺应历史

发展规律的社会经济现象，整合城乡劳动

力市场的政策趋向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

迫的任务。

解决城乡就业冲突的政策取向，短期

来看，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出发，在不可

能一下子完全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下，可以逐渐取消对竞争性行业的就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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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可通过对城市劳动力的某种经济上的

补偿而不是制度性的保护，使他们接受发

育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培

育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协调和

处理好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的根本方向。

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求来看，改革国有

企业的用工制度是建立和完善平等竞争的

市场原则的关键，也有利于提高国企职工

的素质，增强其竞争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改革分配制度，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提

高企业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这样企业才

能发展并扩大就业；努力完善就业市场，提

供就业信息，尽量通过市场来配置下岗职

工的人力资源；加大对农村小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提高小城镇的社区服务质

量，吸引劳动力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减缓大

城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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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织，愿意为实现组织价值观与目标做

出努力，诱导组织氛围走向和谐，并在此

基础上实现组织和谐管理。

结 论

组织能否实现和谐管理是个人与组织

博弈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唯一的结果。个人

与组织在价值观与目标上是否匹配，个人

的利益和需求是否与组织一致并服从于组

织，是决定博弈结果的两方面条件。由于个

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组织的价值与目标和个人的需求与利

益是一致的，个人对于风险收益的追求也

导致了个人与组织可能形成两种不同的均

衡，但是均衡不一定就达到了组织和谐管

理。以上分析表明，只有个人与组织的价值

观与利益一致，才能达到组织与员工个人

双赢的均衡，才能实现组织和谐管理。

综上所述，个人在组织中追求风险收

益会增加个体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这就

给组织提出了一系列课题，要求组织在员

工招募、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上采取

有效措施，促使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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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相一致。组织还应当重视员工正当的利

益与需求，重视员工个人发展，使员工能

够分享到组织成长所带来的收益。在和谐

管理的主题下，加强人与组织匹配的研究，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