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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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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J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 

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 、社会资 

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 

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 、朝鲜族 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 口的大量 

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 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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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l  

近十几年来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朝鲜族人口一直保持了负增长的态势，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10年朝鲜族人口为736 991人，与1996年的朝鲜族人口854 510人相比，年平均下降0．98％， 

而且延边朝鲜族人 口数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2年 自治州成立时的62％下降到 

32．45％，接近我国成立少数民族 自治区的临界数值。人口负增长将不利于延边朝鲜族自身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从2009 

年起延边州政府已经出台包括鼓励生育二胎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等政策， 并且已有一些学 

者指出长期人口外流和低生育水平是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造成劳动力大量外流和 

生育水平低的内在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本文根据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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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利用二元选择模型讨论延边地区劳动力外流特征和影响因素，从人口 

迁移理论和女性视角讨论延边地区经济状况、地理位置、民族特点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 

二、文献 回顾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有很多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著作《二元经济论》(中译本1989) 

中指出传统部门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国家只有发展现代部门才能吸纳剩余劳动力。 1966年美国 

学者E．S．Lee提出了著名的“推一拉”理论 ，认为推力(促进人口流动的力量)与拉力(阻碍人口流动的 

力量)共同作用影响人口迁移流动o C33Todaro(1969)研究得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并 

指出重视农村发展才能缓解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1991年Stark提出的新迁移经济学考虑了个人、 

家庭和环境因素对个体迁移的影响，认为在迁移决策过程中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以实现 

家庭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目标来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或迁移。 

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是基于国外理论的基础并结合我国国情而开展 

的。蔡日方(1995)认为，长期推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中国劳动力迁移的特殊动力 ，而改革开放以来 

日益扩大的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也是促进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力。 赵耀辉(1997)对四川省的人口流 

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外出者多为未婚、年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男性，同时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 

越小，流动的概率也越大。 蔡唠(1997)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土地经营体制特征决定了农村人口外迁 

大多采取家庭决策、劳动力个人迁出的方式，由于同等劳动力素质的女性外出打工收入低于男性，按 

照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女性外出频率大大低于男性。 蔡防(2001)指出我国当 

前的户籍制度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 李培林(1996)研究了社会网络及社会地位对劳动力 

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找工作的途径、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大多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 

带的社会网络。[Jo]谭文兵、黄凌翔(2002)应用人15城市化的生态动力学研究人口迁移问题，他们强调 

城乡生态系统都存在一个比例适当的问题，人15过多会在生态系统内部产生对过剩人El的排斥力， 

从中国的人口情况来看，农村人口已经超出了农村生态系统的容纳量，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 

市生态系统的压力相对减小，所以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n̈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 

也渐趋活跃。12 由于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人El流动的主要因素和影响也不尽相 

同，其中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的流动。李春敏等人 (2000)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近几年朝鲜族传统的居住方式已被打破，呈现出由聚居向散居发展的现 

象。l14 杨雪等(2011)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延边朝鲜族中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和农业户口的人更容 

易外出。 王化波等(2011)从朝鲜族人口学特征的角度指出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 

用。 林明鲜等(2006)指出一些延边朝鲜族人将涉外婚姻作为谋求经济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 

手段。17 郑信哲(2001)的研究表明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 

首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若要保持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就必须 

确保少数民族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维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加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连带性oilS]朴胜 

镇(2013)认为人口流动导致农村朝鲜族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朝鲜族农村学龄儿童减少、民族教育面 

临困境。_l9 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看，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 

和朝鲜族重视教育的民族人口教育观念。研究表明延边州人口负增长态势严重制约着延边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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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增大，而在年龄到达一定程度后，个体外出的意愿则会下降，年龄对外出的正效应逐渐减弱最后 

变为负效应，所以引人年龄的平方项进行验证。 

(2)家庭因素变量：包括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家庭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数，家庭中16岁以下的 

孩子数量(不含 l6岁)。 

(3)环境因素变量：用社区(村)中外出劳动力所占比例做代表。 

3．研究假设 

根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提出如下假设：(1)性别假设：按惯例假设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外出 

流动。(2)年龄假设 ：与年龄小者相比，年龄大者更易外出。因为考虑到年龄越大能力越强，经验越 

多，外出收人越高。但年龄的正效应存在一个上限，当年龄超过一定值时，则不利于外出。因为当年 

龄过大时劳动者的体力下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不但其个人外出的意愿会下降，家庭在做决 

策时决定其外出的概率也较小。(3)学历假设：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外出的概率越大。受教育 

水平越高，个人能力越强，就业机会越大，所以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流动概率就越大。(4)婚 

姻状况假设：没有配偶的个体要比有配偶的个体更容易外出。(5)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假设：家庭人均 

住房面积越大则个体外出概率越小。因为人均住房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在当地的生 

活水平，所以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则家庭农业收入可能越多，个体外出的意愿越弱。(6)家庭中老 

人数假设：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越多则个体外出概率减少。这是因为照顾年老父母生活等的需要 

而降低了其流动概率。(7)家庭中孩子数假设 ：家庭中孩子数越多，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出流 

动性就越低，因为这些子女需要照顾，通常女性承担家务更多。(8)社区(村)里劳动力外出比例假设： 

社区(村)里劳动力外出比例越高，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因为对于劳动力的自发流动主要是通过亲 

友介绍成行。 

四、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选择 

劳动力外出流动问题的因变量“是否外出流动”是一个二元变量，应当采用二元选择模型来进行 

分析。现有我国人15流动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使用的二元计量方法多为同方差假设下的Logit或Pro． 

bit模型。 。。 。。但如果数据存在异方差，同方差Logit或Probit模型不能保证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差是正确的，通常所用的假设检验已经不再可靠，它有可能引起显著性检验失效，从而降低了预测精 

度， 因此对具有异方差的数据 ，不能用Probit或Logit模型 ，而应当用异方差 Probit模型或异方差 

Logit模型。 圳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异方差检验后，发现性别和婚姻项存在异方差 ，故采用异方差Pro． 

bit模型来进行分析。 

2．结果分析 

异方差Probit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外流概率的影响程度：第一，常数项(即截距)有显著影响且其系数为 

负值。这说明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愿意选择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不愿意流动到其 

他陌生的环境 ，如果发生流动就一定是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按照Todaro(1969)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观点，延边朝鲜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水平低是该地区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 

重要原因。尽管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多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但他们在韩国或国内其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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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8．6％，这可以解释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知识面宽、掌握技术能力强，容易找到具有相对 

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具有高中文化的女性外出概率有19．1％的提升，是有较显著影响的因素。值 

得注意的是，比较表3和表4可见教育水平对女性的影响明显减小，表明朝鲜族女性即使文化程度较 

低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七，家庭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越多劳动力外流概率越大，这与原假设不符。老人数增加一个 ， 

女性外出概率增加5．0％。这个事实说明在这个调查样本数据中，老年人大多数都可以承担部分家 

务，减少了劳动力外流时的牵挂，有助于劳动力外流。 

从上述定量分析可见朝鲜族女Il生吃苦耐劳的特点使朝鲜族女性劳动力外流概率高于男性，婚姻 

和小孩数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不明显，周围环境、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外出概率虽有显著影响但相对 

男性影响偏小，从而更具体表明朝鲜族民族特点对女性劳动力外流具有重要影响。 

六 、结论 

利用前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 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 

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朝鲜族女性劳动力流动 

概率高于男性，婚姻和小孩数对外出影响小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 

按照Todaro收益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相对落后是朝鲜族 

劳动力流向韩国和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根本原因。同时，延边朝鲜族与韩国人同属一个民族以及 

延边地区到韩国很方便的地理位置减少了流向经济发达的韩国的流动成本。朝鲜族女性吃苦耐劳 

的民族特点决定了朝鲜族劳动力女性外流比例高于男性，婚姻和孩子数量对延边朝鲜族的人口流动 

影响很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人口减少，再加上流动人口生育率远低于非流动 

人口，从而引起出生率下降，久而久之势必导致人口负增长，既影响朝鲜族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延边 

地区经济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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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abor Outflow in Yanbian Koreans and Its Influence 

LIU Wei-jiang ，DING Yi 。YANG Xue ．WANG Xiao-feng 

(A．BusinessSchoolofJilinUniversity；B．CenterforNortheastAsianStudiesof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urvey data concerning the migrants and impact factors in the“three types region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o analyze of the cross border out— 

flow’S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Jilin Province．The results indi— 

cate：gender，age，social resources，education level have significant infuence on labor flow，malty status 

and the nutuber of children don’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bor flow，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Ko- 

rean ethnics labor floW are the outflow rate of femal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Low life level，Korean eth— 

nics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reason of most population outflow and it 

may lead to Yanbian Korean ethnics population negative growth． 

Key W ords：Yanbian Prefecture，Yanbian Koreans，labor outflow，population negative growth，Heteroske— 

datstic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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