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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五一节假期的第一天，偶然读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黄宗

智教授 2013 年在《开放时代》题为“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的一篇文章，文章

中提到：“今天（2010 年），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

就业人员中的 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

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黄宗智，2013)读到这个结论深感震撼，随即在

朋友圈转发。 

后有不少朋友指出，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而非劳动合同

的就业者都不适用《劳动法》。这点提醒确实对。但我想黄宗智教授在这里主要是

想强调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是否受到明确劳动相关法律的保护。如根据黄宗智教授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定义，“正规经济指的是城镇就

业人员中具有劳动法律保护的劳动人员的工作状况…非正规经济则是相对正规经济

而言的工人和工作条件，没有同样的工时限制，没有失业、退休、工伤等社会福利

或保险。”(黄宗智，2021)这里需要介绍，“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

个词最早是国际劳动组织(ILO)在 1960时代提出，后来广为流传。当然，正规经济

和非正规经济，如果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来指代，应该更好一些。因为党政机

关、公共管理和大量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说经济部门稍有些不合适。 

据黄宗智(2013)所讨论的 2010年已经过去了 10余年，当前中国劳动者到底有

多少？劳动参与率到底有多高？中国劳动者的城乡分布是怎样的，产业分布是怎样

的？中国劳动者中有多少比例是工作在劳动权益有明确法律保护的正规部门，有多

少比例是工作在劳动权益受保护程度不够好的非正规部门？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整

理了一下相关数据和稍作分析与评论，发出供各位参考。 

 

一、中国劳动者总量 

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一个数据“社会从业人员”，这个数据可以基本认为是中

国劳动者总量。国家统计局在其官网上曾指出，“从业人员”和“就业人员”在统

计上没有区别，都是指取得工资或劳动报酬的人员，城镇就业人口包括“雇员”

“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和“依赖性合同工”这五类。所以“社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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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不仅包括所有农林牧渔从业者、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

单位职工，也包括了各类党政机关的领导、公共部门、事业单位与企业的管理者在

内，也包括雇主、自雇者，是一个广义的劳动者概念。国家统计局同时还定期发布

一个指标“经济活动人口”，并曾解释“经济活动人口为 16 周岁以上、有劳动能

力、参加或者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也就是

说，经济活动人员=就业人员+失业人员。本文主要考虑实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

所以用“社会从业人员”来作为中国劳动者的指标。 

如图 1 所示，中国劳动者数量从 1952 年的 2.0729 亿稳步上升，除了 1959-

1960 年因为“三年特殊时期”而有所下降，其他年份一直保持较快增长。1990 年

有一个突增，应该是“四普”带来的数据调整。2014 年中国劳动者总量达到顶峰

的 7.6349 亿人，相当于 1952 年的 3.68 倍和 1978 年的 1.9 倍。但自 2014 年之后

中国劳动者总量开始出现持续下降，2021 年中国劳动者总量为 7.4652 亿人，比顶

峰的 2014 年少了近 1700万人，减少幅度为 2.22%，每年减少 240多万人。 

 

图 1：中国劳动者的总量和占人口比(1952-20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从业人员占各类人口比为作者结合人口数据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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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者占人口数量的比例来看，1952 年为 36.06%，之后除了 1959 和 1961-

1962 年、1971-1972 出现有下降，其他都是上升，1990 年也是基于“四普”而有

一个突增达到了 56.83%，之后基本稳定在 56-57%，但从 2013 年跌破 56%之后，就

一直持续下降，2021 年就只有 52.85%。也就是中国越来越接近，一半的人在供养

另外一部分人。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定义，“劳动人口是指 15岁及以上陆上非住院人

口，并符合就业人口或失业人口定义的人士”，“劳动人口参与率是指劳动人口

占所有 15 岁及以上陆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就业人口包括在统计前 7 天内有

做工赚取薪酬或利润或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15 岁及以上人士。无酬家庭从业员及在

统计前 7天内正休假的就业人士亦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劳动人口基本上是以 15

岁及以上人口为分母，劳动参与率也是基本参照 15 岁及以上人口来计算。这个定

义和统计口径与国际主流标准一致。 

从图 1 来看，中国社会从业人员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例（不完全等同于“劳动

参与率”但十分接近），从有数据可得的 1990 年开始，就开始一路下降，从 1990

年的 78.32%，2009年首次跌破 70%，2018年跌破 65%,2020年为 64.80%。 

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还是很高的（参见表 1）。2017

年中国官方统计的劳动参与率为 68.9%,虽然较 2000 年中国自己的 77.2%下降了 8

个百分点，但比 2017 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61.9%仍高出 7 个百分点。2017 年世界上

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平均为 60.3%，欧元区就只有 56.5%，中低收入国家平均

只有 61.3%，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 62.3%，只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72.4%，才

显著高于中国。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人还是非常勤劳。 

如果计算劳动时间，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中国城镇就业人员

2020年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7小时，而且近年来保持逐年上升的态势，比 2015年的

45.5 小时增加了 1.5 小时。而 OECD 统计局网站显示，OECD 国家的劳动者 2020 年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37小时，中国比之每周足足多了 10个小时，或多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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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际与中国劳动参与率(2000 和 2017 年)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2018》 

 

同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只有 15-64 岁人口是劳动适龄人口，65 岁及以上人

口很多时候不计入劳动力池。由于国家统计局只从 1990 年开始发布这个数据，我

们也只能从这年开始进行分析。1990 年中国 15-64 岁劳动适龄人口为 7.6306 亿人，

2000年为 8.8910亿人，2010年为 9.9938亿人，20年内增长了 30.97%。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虽然中国人口直到 2021 年还没有出现负增长，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中

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顶峰的10.1041亿之后就开始持续下降，

2020年为 9.6776亿人（根据“七普”数据），7年内减少了 4265万人，下降幅度

为 4.22%。可以说，2013年是标志着中国劳动力“人口红利”开始逐步减少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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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劳动者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来看，1990 年这个指标为 84.85%，整

个 1990 年代前半期基本在 84-85%。这个劳动动员率还是非常高的，抛去这个年龄

段里中国有数千万的在校学生、还有数千万因残疾和生病等原因无工作能力人士之

后，相当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有 90%以上在工作。但劳动者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

自从 1995 就跌破 84%，2000年为 81.08%，2005 年首次跌破 80%，2011 年之后一直

保持在 75%左右，2020 年“七普”数据校正后，略回升到 77.56%。 

1990 年后半期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这

个阶段中国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2000 年中国 15 岁以上的在校学生数

约为 3071 万人，到 2010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 7000余万人，10年间增加了近 4000

万人，其中高中阶段在校生增加了 2100余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增加了 1800余万

人。2020年中国高中和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到 7700多万人，较 2010年

又增加了约 700万人，其中高中阶段在校生减少了 520万人，但高等教育在校生又

增加了 1200 万人。2000-2020 年中国高中和高等教育在校生累计增加了约 4700 万

人，相当于 2020年中国 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 4.86%。而 2020年相对 2000年的

劳动者占 15-64岁适龄人口比的差值也就 3.5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 2000之

后没有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当前中国劳动者占劳动适龄人口比会比

2000 年水平还略高。但高中和高度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显然是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

了更强的后劲。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 14.64万元，

是 2013 年的 6.62万元的 2.21倍。 

从可见的趋势来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加快，未来中国劳动者数量只

会越来越少。回头来看，2014 年的 7.6349 亿人是中国劳动者总量的历史顶峰，可

见的未来都不会再回到这个数字，而只会越来越远离。2014 年，可以说标志着中

国劳动者总量意义上的拐点。 

 

二、中国劳动者的城乡分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 1952 年时候，中国劳动者中 88%

是在农村，不到 12%是在城镇。 

到 1978年，中国劳动者还有 76%是在农村，城镇劳动者还不到 24%。改革开放

后，中国城镇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但到 2000 年，中国农村劳动者

仍然占到了 68%，城镇劳动者占比仅为 32%，劳动者的农村占比下降缓慢。进入新

世纪后，借助进入 WTO 带来的春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

农村劳动者转移到城镇，2010年中国农村劳动者占比下降到 54%，城镇劳动者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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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46%。2013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农村劳动者占比下降到 50%以下，

而城镇劳动者占比超过了 50%。2021 年，中国城镇劳动者占比达到了 62.65%，而

农村劳动者占比为 37.35%，越来越趋向“三分之二劳动者在城里、三分之一劳动

者在农村”的格局。 

     与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进行对比。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在 1952 年为

10.64%,1978 年为 17.92%，2000 年也才增加到 36.22%，基本与劳动者的城镇化率

同步。但同样是在新世纪进入 WTO 后，中国城镇化率出现飙升，2010 年就达到了

49.95%，2011年首次突破 50%，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

人口。此后中国城镇化率保持每年增加 1 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增长，2021 年为

64.72%。总体来看，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始终要高于劳动者的城镇化率 2-3个百分

点，这直接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基于“七普”数据，可以推算得出，2020 年中国城镇劳动者占城镇 15-64 岁

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为 72%，而同年农村的同一指标达到了 90%！可见中国农村居

民基本上都在勤劳工作。 

 

图 2：中国劳动者的城乡分布(1952-20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比例为作者基于相关数据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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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劳动者的产业分布 

中国虽然从宪法上规定了中国的政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但在 1952 年时候，中国劳动者中只有 7.39%是在第二产业（第

二产业的标准定义参见注 2），加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也只有 16.46%，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占到了 83.54%。在大跃进的影响下，中国劳动者中的第二

产业比重在 1958年一度跃升到 26.60%，第三产业也达到 15.17%，第一产业比重跌

破 60%，为 58.23%。但好景不长，“三年特殊时期”让中国工业就业遭受很大打击。

第二产业的就业量从 1958年的 7076万人快速滑落到 1963年的 2038万人，占劳动

者比重也一路下跌到 7.65%，这是建国后除了 1952 年之后的历史最低水平。中国

劳动者的第二产业占比在 1960年代非常缓慢地恢复，直到 1970年才又重新超过了

10%，此后在 1970 年代有小幅增长。但到 1978 年，中国劳动者的第二产业占比仍

只有 17.30%，第三产业占比为 12.18%，还有高达 70.53%是第一产业人员。 

1990 年中国劳动者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为 21.40%、

18.50%和 60.10%，第一产业从业者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到 2000 年，中国劳动者在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分布分别是 22.50%、27.50%和 50.00%。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农民在劳动者中的占比低于一半。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到 2000 年这段时间，中国劳动者从 4.0152 亿人增

加到 7.2085 亿人，净增加了 3.1933亿人，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

业者增加了 7725 万人、9274 万人和 14933 万人，可见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增加量最

多，第二产业次之，但第一产业就业者也仍然保持较多增长，三个产业的劳动者涨

幅依次为 27%、134%和 305%。可以看到，这期间中国农村劳动者的转移更多是从农

业转移到服务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相对少一些。从劳动者的第二产业占比在 1978-

2000年期间累计只增加了 5.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比却增加了 15.32个百分点

就能看出。 

进入新世纪，因为进入 WTO所带来的工业化高潮，中国劳动者的第二产业占比

稳步增加，同时带动服务业就业同步增加。2010 年中国劳动者的二产、三产和一

产占比分别为 28.70%、34.60%和 36.70%，二产和三产的占比较 2000年分别增加了

6.2 个百分点、7.2 个百分点，一产占比下降了 13.3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期间，

中国二产和三产增加的就业量分别是 5623 万人和 6509 万人，一产就业量减少了

8112 万人。进入 WTO 带来的工业化高潮，不仅消化了 8100 多万的农业转移劳动力，

还净增加了 4020 万的全社会就业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新中国建国后也出现过

一些年份有农民绝对数量的下降，但并不持续，是从 2003 年才开始出现了农民绝

对数量的持续减少，一直到今天（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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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劳动者的二产、三产和一产占比分别为 28.70%、47.70%和 23.60%，

二产占比较 2010年没有发生变化，三产占比增加了 13.1个百分点，一产占比又下

降了 13.1 个百分点，即劳动者中的农民占比已经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了。2010-2020

年期间，中国二产就业者减少了 299 万人，三产就业者增加了 9474 万人，一产就

业者再减少了 1.0216 亿人。这十年间，不仅中国农民又净减少了 1 亿多人，中国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也在 2012年达到顶峰的 2.3241亿人之后开始缓慢滑落，到 2020

年下跌到 2.1543 亿人，较 2012 年净减少了近 1700 万人。从二产吸收的就业者数

量和占比两方面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开始整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然而，相比 GDP 的非农业化速度，中国劳动者的非农化速度要缓慢很多。中国

GDP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比（非农化占比），早在 1953年就超过了 50%，

到 1993 年超过 80%，到 2009年超过 90%，2021 年为 92.74%。这也是国内外学界一

直说“中国的城镇化长期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主要依据。 

中国劳动者的非农化占比长期大幅低于中国经济的非农化，一般认为主要是中

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较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小，同时城市经济对农

村劳动力有诸如落户限制、体制内就业单位非本地户籍不得招录等诸多制度性阻碍

和排斥，对农村劳动力吸纳不足。 

图 3：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产业分布(1952-20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比例为作者基于相关数据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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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劳动者的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分布 

由于农村就业的特殊性，考察非正规就业一般限于城镇从业人员。 

中国官方统计中至今并没有明确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或正规经济与非正规

经济的划分，也同样没有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明晰界定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中国学界对这些概念的划分存在不少争议，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共识。但一般认

为，如果着眼于关注劳动者权益，应该更多关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因为正规

部门中也有大量非正规就业如临时工、季节工、劳务派遣用工，非正规部门（如一

些学者认为私营单位都属于非正规部门）中也可能存在正规就业。 

根据《劳动法》（2018年版）的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同时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

照本法执行”。这也就是说，《劳动法》保护的是与各类“用人单位”形成了“劳

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的就业者，如果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依照公务员

法、聘用关系或劳务关系，则不在《劳动法》保护范畴。详情参见注 3。 

黄宗智(2017)认为，中国 2007 年版《劳动合同法》创建的“劳务派遣”制度，

将“劳务派遣工”定为“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使得非正规用工合法化。

劳务派遣工只与劳务派遣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用工单位之间则只存在劳务关

系。《劳动合同法》在 2012年 12月做了修订，第六十三条明确要求“被派遣劳动

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大量劳务派遣人员仍然存在劳动

权益难以有效受保障的处境。 

国内学者考察城镇非正规就业，一般主要从劳动关系加社保的复合维度来界定，

普遍认为个体工商户（非正规部门的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本人及家庭帮工明确属

于非正规就业，而劳动者在受雇佣情形下是否属于非正规就业，则取决于雇主是否

与其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相关社保。简单通过看是否有劳动合同来认定是正

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是不充分的。 

如薛进军、高文书(2012)界定非正规就业包括：家庭帮工、自营劳动者、非正

规部门中的雇主和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了劳

动合同但却没有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他们以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中的就业身份和单位类型信息为基准，结合劳动者是否有劳动合同和社保

的信息，计算出 2005年中国城镇非农就业者中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 58. 85%，

推算当年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应为 1.63 亿，同时城镇迁移劳动力从事非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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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比例(70.90%)远高于城镇本地劳动力(52.78%)，东部地区城镇劳动者中非正

规就业者(60.93%）高于中部地区(56.73%)和西部地区(54.66%）。 

由于参加社保是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前提，劳动者参加了社保也就被纳入了

政府监管范畴，考察有多少劳动者参加社保是最为简捷的测度城镇劳动者中正规化

程度的途径。但在这个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城镇就业在非私营部门和私营部

门的分布情况，因为一般认为非私营单位就业的正规性较好。 

非私营部门与私营部门规模 

中国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这一指标，并曾解释：“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

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

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

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而后国家统计

局明确了这个指标中的城镇单位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不包含私营企业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即这里的城镇单位都属于正规部门。同时还可见，这个指标中的就业人员

既包括在岗职工，也包括非在岗的临时聘用人员，后者可以基本认为属于非正规就

业范畴，而在岗职工都属于正规就业。 

 2020 年中国城镇社会从业人员为 4.6271 亿人，同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为 1.7039 亿人，相当于当年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员合计为 2.9232 亿人，

两者占比分别为 36.82%和 63.18%。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2020年中国

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在岗职工为 1.5887亿人，其他就业人员为 1152万人，这一部分

人员基本可以视为非正规就业者。 

社保参保规模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加对象是与用人单位形成

劳动关系的职工，随用人单位强制参加。 

根据 2015年 1月 14日《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决定》（国发[2015]2 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从 2014年 10 月 1日起

实施改革，参保此类养老保险的人员有以下三类：1、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

2、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3、行政类和公益一类、二类事业单位及其

编制。可以说，从 2015年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走

上了并轨道路，在很多统计上开始合并两类保险的参保人数。 

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20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5621 万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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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职工 32859万人，离退休人员 12762万人）。该公报同时显示，当年全国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企业制度参保人数为 39908 万人。 

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披露，2020 年全国企业及其他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 39908 万人(其中在岗职工 29124 万人)，同时也看到 2020 年全国机关

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713万人(其中在岗职工3735万人）。 

所以可以认定，2020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数合计为 32859

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71.01%），其中 29124 万人参保企业制度的基本

养老保险（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62.94%），3735 万人参保机关事业制度的基

本养老保险（占比为 8.07%）。2020年中国城镇从业人员中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13412 万人，占比为 28.99%，这部分可以基本认定为中国城镇

非正规就业的规模。 

 图 4 展示了 1999-2000 年中国城镇从业人员中参加各类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情况，可以看到非参保占比逐年下降，从 1999年的 57.66%、2005年的 53.78%（与

薛进军、高文书(2012)的估测十分接近）、2010 年的 44.06%下降到 2020 年的

28.99%，21 年内下降一半多。这显示了，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成熟和政府

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提高，中国城镇劳动者的正规化程度正在稳步增加。 

图 4：中国城镇从业人员各类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1999-2000)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比例为作者基于相关数据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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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以是否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来作为是否为正规就业的标准，也会存

在一定偏差。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大量私营企业和劳务派遣单位只给雇员上最低的

社保，即使在很多所谓正规单位，劳动者在劳动报酬的平等性与按时发放、其他

“四险一金”的保障、合理休息休假、工作场所的卫生性安全性、劳动争议受理、

劳动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都难以说满意或合乎法律要求。对中国城镇

就业中非正规比重更严格的测度，还需要未来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另外，如果把全部农村从业人员都当作严格意义上的非正规就业，或说只有受

到劳动相关法律保护的生产关系才能叫正规就业，那么中国劳动者的非正规就业比

例在 1999 年为 87%、2010年为 75%，2020年为 56.23%。 

 

 

五、要点发现总结 

2014年中国劳动者总量达到顶峰的 7.6349亿人，自 2014年之后中国劳动者总

量开始出现持续下降，2021年中国劳动者总量为 7.4652亿人，比顶峰的 2014年少

了近 1700 万人，每年减少 240 多万人。从可见的趋势来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

的加深加快，未来中国劳动者数量只会越来越少，中国劳动力在绝对数意义上的

“人口红利”越来越远去。 

中国劳动者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例在 1990 年为 78%，2020 年为 65%，下降幅度

很大。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还是很高的。2017 年中国官

方统计的劳动参与率为 69%，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62%高出 7 个百分点。在各收入

组国家中，只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72%，才显著高于中国。 

中国城镇就业人员 2020年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7小时，而且近年来保持逐年上

升的态势，比 2015 年的 45.5 小时增加了 1.5 小时。OECD 国家劳动者 2020 年平均

每周工作时间为 37小时，中国比之每周足足多了 10个小时，或多出 27%。 

中国劳动者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1990 年为 85%，2005 年首次跌破 80%，

2020 年 77.56%。1990 年后半期以来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主

要原因是这个阶段中国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 

2021 年，中国城镇劳动者占比达到了 63%，而农村劳动者占比为 37%。中国城

镇劳动者占城镇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为72%，而农村的同一指标达到了90%！ 

2020 年中国劳动者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为 29%、48%和

24%，即劳动者中的农民占比已不到四分之一，同时二产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2010-2020 年期间，中国二产就业者减少了 299 万人，三产就业者增加了 9474 万

人，一产就业者减少了 1亿多人。中国第二产业劳动者从 2012年达到顶峰的 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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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之后开始缓慢滑落，到 2020年下跌到 21543万人，较 2012年净减少了近 1700

万人，每年减少 213 万人。中国已经整体进入后工业时代。 

以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正规化就业的标准，中国城镇劳动者中

的非正规比重从 1999 年的 57.66%、2005 年的 53.78%、2010 年的 44.06%下降到

2020年的 28.99%。中国城镇劳动者的正规化程度正在稳步增加。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建议引用格式： 

陈杰(2022).中国劳动者的数量与结构分布[R].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

中心工作报告 

 

注释： 

注 1：2000-2020年中国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中国高中阶段

教育在读规模为 4163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为 249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

校生数为 1663万人，成人高中在读生 5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 4183万人

（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3285 万人，在学研究生 314 万人；成人本专科在读 777

万人，网络本专科在读 846万人）。可知 2020 年中国 15岁以上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数约 7757万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 年中国高中阶段

在读 4677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为 2427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2239 万人，其中包含普通中专在校生为 878 万人，成人高中在读生 11.5 万人），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 3105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2232万人，在学研究生

154 万人；成人本专科在读生 536 万人）。可知 2010 年中国 15 岁以上的全日制在

校学生数约 7052万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0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 年中国高中阶段

教育在读生 2518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为 1201万人，职业高中在校生数 415

万人，普通中专在校生数为 490万人，技工学校 140万人，成人高中 33 万人)，高

等教育本专科在学总规模为 909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556万人，成人高等

教育在读生 354 万人），在学研究生 30 万人。可知 2000 年中国 15 岁以上的全日

制在校学生数约为 3071 万人。 



14 

 

 

注 2：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

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

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301/t20130114_8675.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 

 

注 3：原劳动部 1995 年 8月 4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关于适用范围的

第二条规定，劳动法第二条中的“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一般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

工商户。关于适用范围的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

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

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参见： 

http://www.mohrss.gov.cn/fgs/202103/t20210312_411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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