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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给，通过时

间序列预测模型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需求，得出“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

资源供需均衡情况。结合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推断出云南省 2016～2025 年少数民族人力资源供

需均衡情况。得出“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人力资源供需形势较为严峻的结论。此基础上提出“全面二孩”

政策背景下促进云南省人力资源实现供需平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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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边疆民族地区省份，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就业岗位增加相对缓慢，这对云南省经济社会长远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我国从 2016 年 1 月 1日起，“全面二

孩”政策正式实施。此背景下，对云南省人力资源供需预测分析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预测云南省 2016～

2025 年人力资源供给，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预测云南省 1980～2025 年人力资源需求(其中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需求为区间

外预测)，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云南省人力资源实现供需平衡的策略。本文对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需均衡的分析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首先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给(15～64 岁人口)；其次采用时间序列预测

模型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需求(就业人员数)；最后对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需均衡进行分析。

一、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给

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相关内容，界定劳动年龄人口中 15～64岁人口为劳动力(即人力资源)。人力

1 作者简介：骆华松，男，湖南新田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问题研究”(JD2014ZD09)；“中国西南边境地

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机制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D2016YB0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形

态演化特征分析研究”(XKJS201519)；“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云南省新型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2

资源供给分析的核心部分就是预测未来处在此年龄段的男女人口总数，据此，我们采用劳动力供给预测的主要方法是分要素人

口预测方法。分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实际上是采用基于系统仿真思想的结构功能模型，该模型可以对区域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动态

变化趋势和过程进行模拟分析，而且可以同时考虑到不同的参数变化和区域人口生育政策变化带来的对未来人口的影响。该模

型的计算过程大致包括 4 个步骤。

(一)根据当前人口状况建立生命表

建立生命表的目的在于通过生命表方法，对当前年龄人口的存活概率予以估计(生命表略)。

（二）构造存活转移矩阵

式中x 的取值范围是0岁到 100岁；npt1(x)是在 t1时刻年龄在 x 岁至x+n 岁的人口数；npt2(x+n)是在 t2时刻年龄在 x+n 岁

至 x+2n 岁的人口数；nL(x)是确切年龄在 x 至 x+n 队列存活人年数；nL(x+n)是确切年龄在 x+n 至 x+2n 队列存活人年数。

（三）建立生育模型

式中 pt2(0)是在 t2时刻年龄为 0 岁人口数；npft1(x)是在 t1时刻年龄在 x 岁至 x+n 岁的妇女人口数；x 取值范围是 15 至

49；nF(x)为年龄在(x，x+n)之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nF(x+n)为年龄在(x+n，x+2n)之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

（四）总人口模型

式中 Tpopt2为 t2时刻的总人口数；npt2(x)是在 t2时刻年龄在 x 岁至 x+n 岁的人口数。根据以上分析，采用 CPPS 软件，就

可以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总人口数、老年人口数及 0～14 岁人口数变化的情况，然后便可以测算出云南省 2016～2025 年

人力资源的供给数量如表 1 所示。
①2

2 ① 李菲，石培基.CPPS 软件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研究[J].河南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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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 1 可以得知，云南省 2016～2025 年 15～64 岁人口数是逐年增加的，并且占总人口的比重先增长后下降，根据云南

省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云南省 1982 年 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是 56.4%，1990 年是 61.2%，2000 年是 68.0%，2010

年是 71.7%。这也说明了从历年来看，云南省 15～64 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云

南省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经历了一个先快后慢的过程。

二、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需求

人力资源需求，即一定范围的用人主体对人力资源所提出的需求。区域人力资源的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支付能力条件下区域

内各经济单位对现实性人力资源需求的总和，也即区域内的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就业总数。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可以估计出云南

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

(一)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据特征

用就业人员数代表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就业总数，也即人力资源需求，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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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用 P 表示)数据输入 EViews6.0 软件中，做出 P的时间序列图以及 P的一阶差分时间序

列图如图 1、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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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明，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P)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此区间也有略微的起伏，从其数据特征呈

现出的不断上升的趋势来看，P显然是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图 2表明，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据的一阶差分时间序

列 D(P)围绕零值，呈现出上下波动的趋势，除了个别区间起伏比较大以外，整个区间起伏不大，从其数据呈现出的这一特征来

看，D(P)是一个平稳时间序列。
①3

(二)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据平稳性与自相关性检验

在时间序列数据 P 窗口点击 View 键，选择 correlogram 功能，将滞后期定为 10 期，可以得到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

员数据(P)的相关图、偏相关图(相关图与偏相关图略)。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 P相关图的分析，可以得知时间序列数据 P相关图

衰减得很慢，可以认为时间序列 P为非平稳序列。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 P 偏相关图的分析，发现时间序列数据 P 滞后任何一期

的 Q-Stat 统计量的 Prob 数值都小于 0.05，则表明时间序列数据 P存在自相关。

进一步通过 EViews 软件可以得到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据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DP)的相关图、偏相关图(相关图

与偏相关图略)。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 DP 相关图的分析，可以得知时间序列数据 DP 相关图衰减呈指数形式衰减，可以认为时间

序列数据 DP 是平稳序列。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 DP 偏相关图的分析，发现时间序列数据 DP 滞后任何一期的 Q-Stat 统计量的 Prob

数值都远大于 0.05，则表明时间序列数据 DP 不存在自相关。同时时间序列数据 DP 偏相关图滞后一期的 Q-Stat 统计量的 Prob

数值为 0.021，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表明可能存在一阶自相关。

(三)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时间序列模型估计

在 EViews6.0 软件方程估计窗口中输入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一阶差分时间序列 DP 的模型估计命令如下
②4
:

3 ① 杨俊生，薛勇军.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人才需求趋势预测———兼议云南省的应对措施[J].学术探

索，2014，(4).

4 ② 张晓峒.EViews 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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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估计结果:

通过对时间序列回归结果偏相关图中 Q-Stat 统计量 Prob 数值的分析，发现时间序列 DP 回归结果滞后任何一期的 Q-Stat

统计量的 Prob 数值都远大于 0.05，说明时间序列 DP回归结果已经不存在自相关，模型回归结果的随机误差项是一个白噪声序

列。同时，可以得到自回归过程的特征根为:1/0.37=2.70，满足平稳性要求，可以直接使用 EViews6.0 软件中的 Forecast 功能

进行预测。

(四)云南省 1980～2025 年就业人员数时间序列模型预测

通过 EViews6.0 软件中的 Forecast 功能进行预测，可以得到云南省 1980～2025 年就业人员数预测数据，其中云南省 1980～

2015 年就业人员数预测值是区间内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就业人员数预测值是区间外预测。此基础上，通过计算也可以得

到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预测值与真实值偏离值以及预测值与真实值偏离度数据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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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云南省 1980～2015 年就业人员数(区间内预测)预测值与真实值偏离值比较小(大部分数据偏离值绝对值

都低于 50 万人)，预测值与真实值偏离度也比较低(大部分数据偏离度绝对值都低于 3%)，这说明，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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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比较理想。因此，可以推断出云南省 2016～2025 年就业人员数(区间外预测)预测结果也是可信的。

三、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需均衡分析

人力资源的供需均衡要求人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之内的供给与需求大致接近或相等，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源的最优分配，同

质的人力资源获得同样的工资，人力资源的充分就业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做出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

的供需图，以进一步分析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的供需均衡，如图 3所示。

从图 3可以看出，2016～2025 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都大幅增长。因为云南省正处在向工业化急速过渡的

经济起飞阶段，生产持续发展，人力资源需求强劲。同时，云南省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遵循历史惯性，也高速增长。同时，云

南省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远远大于需求数量，差值基本维持在 300 万～400 万左右，因此，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云南省劳动

力供过于需的局面，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从图 3 中也可以看出，云南省劳动力供需有接近均衡状态的趋势。

另外，我们假定的 2016～2025 年云南省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 11%是用现价表示，没有考虑贴现率。如果考虑到贴现率，可以

按可比价计算 2016～2025 年云南省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应该是 8%以上的水平(因为在没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多数年

份云南省平均每年按可比价计算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按现价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大约 3 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云南省 2016～2025

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高于 8%(按可比价)的话，则云南省劳动力供需接近均衡的速度会加快，如果云南省 2016～2025 年平均每

年经济增长率低于 8%(按可比价)的话，则云南省劳动力供需接近均衡的速度会变慢，甚至云南省的劳动力供需状态会失衡。因

此，“十三五”时期，为了促进云南省劳动力实现供需平衡，云南省经济增长率应该至少不低于 8%(按可比价)的水平。从产业

结构来看，目前由于云南省大量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因此，2014～2020 年云南省劳动力会大量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尤其是第三产业会吸纳大量劳动力。并且 2016～2025 年云南省劳动力素质结构会得到较大改善，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会得到

较大提高。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人口规模超过 5000 人，并形成一定聚居区的民族共有

26个，占全国民族种类的 46.43%。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云南省总人口的 33.37%(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占同期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的 13.71%，是全国仅次于广西的第二个少数民族人口大省，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大省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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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①5

因此，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析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力资源供需均衡情况，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知道云南省汉族和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所占比重情况如表 4 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出，“一普”到“二普”期间，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二普”到“三普”

期间，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略微上升，“三普”到“四普”期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省总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四普”到“五普”再到“六普”期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比重与汉族趋于一致，并且呈略微下降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汉族人口增长，主要是受

人口迁移流动等原因的影响，流入云南省人口中汉族人口所占比重比较大，而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比较多。可

以肯定未来数年内。流入云南省人口中汉族人口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大，而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仍然比较多。我

们可以预测，云南省 2016～2025 年少数民族人力资源供给应该与汉族趋于一致，并且呈略微下降趋势。同时，云南少数民族人

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择业观念较为陈旧，劳动技能也比较落后，在择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并且少数民族人口在就业方面所

遭受歧视性待遇依然存在。可以认为，相比起云南省人力资源的供需关系，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供需形势要严峻得多。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 2016～2025 年人力资源供需均衡分析，得出云南省人力资源的供需形势较为严

峻的结论。为了促进云南省人力资源实现供需平衡，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如下:

(一)加强云南省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移民开发

应加强云南省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移民开发，促使云南省贫困地区富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鼓励贫困地区

农民放开眼界，走出家门，为其拓宽就业门路，增加收入。云南贫困地区政府部门可通过健全劳务输出信息网络、加强劳务人

员的技能培训力度、加速发展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途径，促进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进一步发展，并把有计划的劳务输出作

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开拓输出领域，扩大输出空间，提高输出效益。尤其是云南省一些生态环境脆弱、水土资源

配置极差的边远地区，如怒江、文山、昭通等地区的许多地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不具备经济发展

的基本条件，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加大投资力度，并统筹规划，加强宏观领导，强化对

生态脆弱地区移民工作的组织管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贫困地区移民工作的开展，把不具备自身移动的那部分贫困地区

人力资源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再分布。根据安置去向的不同，相关部门可采取插花分散安置、村内就近安置、梯度转移安置、投

亲靠友安置、项目集中安置及特殊群体安置等方式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进行移民开发。
②6

5 ① 罗淳，罗辉.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及其因素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

6 ②张燕茗，张飞桥.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机遇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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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云南人力资源职业培训体系

云南省相当一部分人口的文化素质不高，其掌握的技能也比较单一，所以怎样对他们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使其技能

与工作岗位的需求相适应已经成为职业培训中的最突出问题。云南省应该建立多层次、低重心与高活力的职业培训体系，低重

心即从云南省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考虑，加强对人口基本实用技术培训，着重培养社会所急需的初、中级职业技能

人才；
①7
多层次即重点培养初级、中级技能人才的同时加强复合型、多技能高层次人才的培训开发力度，用以适应经济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高活力即职业培训在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具备高度灵活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达到人才技能素质与岗位匹配

的最优配置。

(三)推动创业创新活动

李克强总理最早在 2014 年 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强调创业创新是带动就

业的重要途径。云南要推动创业创新，简政放权，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与促进创业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

化行政审批手续，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营造有利于创业的良好环境；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建立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激发企业动力，鼓励创新创造；需要推进投融资体制、税收、流通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打开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

的闸门，对扩大就业起到“推进器”“容纳器”的作用；需要政府加大创业资金支持，健全有利于创业的政策，做好创业培训

服务；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降低创业门槛、减轻创业税费负担，设立“富滇创业就业投资基金”，继续实施“云南创业省长

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业，打造“互联网+”创业扶持模式，设立州(市)县创业园和园区众创空间，建设校园创业平台，来

扶持创业，争取在未来 5 年通过创业创新带动 300 万以上城乡劳动者就业；要满足越来越多的新的就业形式需要，加快推进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保障对灵活就业者、短期就业者、独立创业者的全覆盖。总之，要培养开拓创新意识，冲破一切束

缚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人力资源创新能力。

(四)高度关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就业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人力资本存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且高素质人才仍在不断外流，使少数民族地区与

发达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继续拉大。由于受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对外交流水平不

高，这决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难；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也缺少相应的技能培训，并且云南省

有些少数民族汉语能力较低，这使得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就业受到影响；由于缺乏相应的促进就业措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以及

信息不完全对等，再加上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传统观念的影响，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大多集中在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

很难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因此，多数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仍然滞留在第一产业，就业难、就业层次低等问题比较突出，

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不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平等，这也决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难。

因此，应该高度关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就业问题，创新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观念，首先是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要尊重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风俗习惯，消除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尤其是要消除对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的歧视，

这既是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反映，也是对云南省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因素的

反思而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其次是加快云南省少数民族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技术建设。目前由于云南省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极不平衡，对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虚拟化认识存在不足，网络还没有渗透进入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不少民营及微型

企业对网络信息缺乏了解，认可度不高，这对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应当实行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同时注重加强云南省少数民族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技术的建设，实现县-市-省-国家四级少数民族劳动者就业信息管理的网络联

与共享，从而有利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难问题的解决；
②8
最后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改变云南省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环境，

7 ①孟凡强，初帅.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问题研究进展[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6，(4).

8 ②杨鸿，盛祖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及对策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11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以人为本，增强云南省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积极促进云南省少数民族的普遍参与、共

同进步。
①9

9 ①邹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问题研究———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D].昆明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