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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公平与效率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行了分
析，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提高衣村经济效率的同时，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农村经济效率
的提高，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则虎于农村劳
动力转移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贫困地区和农户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分析也是对库兹涅茨曲线在
农村经济内部的一个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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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有关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各种论述中，库兹涅茨假说占有主导地位。库兹涅茨

通过对14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分析发现，假定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之前是平等
的，那么，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但随着经济继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的

状况逐渐缓解，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

差别缩小后，收入分配将变得较为平等。库兹涅茨假说可以用一条表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基
尼系数关系的倒U型曲线来表示，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根据库兹涅茨假说，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上升的。那么，能否将

这一经验性规律用于中国农村内部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即将农村经济看作一个整体，将劳动力转

移看作引起这个经济整体发生变动的一个经济力量？能否认为随着农村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

高，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当农村经济增长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农村内部收

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逐渐减轻？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即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作为分析
的起点，以农村经济和农民利益作为分析主体，考察在其他引起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变化的条件

基本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产生

了何种影响。也就是说，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是否可以使农村经济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还是只能兼顾其中一方。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与农村经济的公平和效率

库兹涅茨假说的有效性在 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了挑战。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

前的情况与库兹涅茨曲线相符，但7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一工资收入不平等呈急剧

上升趋势。类似的反例还可以从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据此，很多人对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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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茨曲线本身描述的关系及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提出了异议。 根据李实(1999)等人的

研究，就中国衣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来讲，它一方面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另 一方面又扩大了

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即，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似乎没

有使农村经济形成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具体分析如下：

（ 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有利于提高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

本文研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1980年代末以来的、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劳动力转移，它不

同于 80年代之前曾出现的以行政命令为导向的转移行为。 因此，下面就对1980年代以来的劳

动力转移行为与其追求的经济目标一 一一农民经济收入增长之间的发展变化关系作一分析。 总体

来看，部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后，衣民的收入结构由单一的农业收入变为农业收入

和非农业收入各占 一定的比例，作为收入结构改变的结果，农民收入总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与劳动力转移行为没有发生或发生较少的情况相比，1980年代以来的较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行

为的确提高了农民的总收入水平，因为转移行为既提高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同时也提

高了未转移出去的继续务农的劳动力的生产率。

1. 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报酬率高于非外出劳动力。 从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中国

农村被普遍认定为一个剩余劳动力经济。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中，部分劳

动力的移出无疑会有助千移出地劳动者收入的增长。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由于中国农村内部存

在着生产资源特别是土地自由流动的障碍，在理论上所预期的劳动力转移产 生的收入增长效应

在实际经济中可能难以充分显现出来。 这就需要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此收入增长效应进行经验

分析。

表1 家庭收入模型

解释变蜇 回归系数 标准差 解释变批定义

常数项 7. 7019* 0.0495 

衣村劳动力人数 0.0508. 0. 0110 农村劳动力人数

本地非农产业劳动力人数 0. 1910 * 0.0207 本地非农产业劳动力人数

外出劳动力人数 0. 5511 餐 0.0203 外出劳动力人数

耕地 0.0464* 0.0054 耕地面积（亩）

受教育年限 0.0144* 0.0045 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平原 0. 3587* 0.0398 地势虚拟变量：平原＝1；丘陵和山地＝0

丘陵 0.0475 0.0299 地势虚拟变量：丘陵＝1；其他＝0

调整的R2 0. 3267 

说明：1. 带＊的表示系数不等于0在1％的显著度下成立（转引自赵耀辉，1997)。

2.被解释变量：log（家庭净劳动收人）。

赵耀辉( 1997)利用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与统计局于1996年初在四川省所做调查的调查数据，

使用一个家庭收入模型，来估计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大小，结果见表 1。 表1的结

果显示，在本地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村劳动力和外出就业劳动力中，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边

际贡献是最大的。 每增加一个外出劳动力可以使家庭纯劳动收入增加55%，每增加一个在本地非

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可以使家庭纯劳动收入增加19%，而每增加一个本地农业劳动力只能使家庭

纯劳动收入增加5%。 这种边际收入贡献的差异表明外出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最高的。 外出劳

动力的数量越多，家庭总收入就会越高。 黄平和克莱尔(1998)进行的类似调查和研究也得出了同

样的结果：调查范围内的所有对象都显示出外出劳动力的家庭边际收入贡献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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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其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就会相应提高。 为了验证这个假
说，李实(1999)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数据，采取收入
函数的估计方法分别对外出劳动力户和非外出劳动力户的收入函数进行了估计。 在外出劳动力
户的收入函数中，外出劳动力人数和非外出劳动力人数被引入作为劳动变量；而在非外出劳动力
户的收入函数中，劳动变量也就是非外出劳动力人数。 在对两个收入函数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对
非外出劳动力人数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进行比较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两组收入函数中非外出劳动力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反映了两组农户内部非外出劳
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的劳动报酬率的差异，或者他们的边际劳
动生产率的差异。 根据李实的研究结果，同样是非外出劳动力，他们在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
生产率要高于他们在非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这一发现说明，外出劳动力不仅能够获
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率，而且他们的转移还会对家庭中其他劳动力劳动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的
影响。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确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
有利于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对于没有转移行为发生的情况而言）。 但是，在农村劳动力
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情况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由于
劳动力转移行为而增加的收入是否在农村内部得到了较为平等的分配呢？接下来的分析将对此
做出说明。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中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变化的原因，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 为了探

讨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非农产业收入对衣户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影响，朱玲(1992)对农户可
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分解，探讨每一种收入来源对不均等程度的贡献。 分解计算的结
果显示，三种非农产业收入（单个成员的工资＋非工资收入十家庭非农产业收入）虽然合计还不
足全部可支配收入的1/4，可是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却达36%，这无疑起着加大了全部收入不均
等程度的作用。 其中，工资在三种非农收入中的基尼系数最高，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不均等
程度影响最大（贡献率＝20. 2%）。 这意味着有工资的劳动者家庭，相应地就处于较高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水平。 张晓辉(2001)为了检验198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使用了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跟踪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净收入对基尼系数有
正向影响。

可见，大量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率进而提高了农民总收入
水平的同时，也扩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根据以上关千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效率和分配方面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
就中国农村经济而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作为经济的影响变量，农村内部经济效率和收入分
配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对库兹涅茨假说形成了支持。 即从1980年代以来， 一方面随着部分农村劳
动力转移出农业生产领域，农村经济的劳动效率逐渐提高，进而农民总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另 一

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非农产业收入又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二、农村内部公平与效率变化关系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城乡二元经济的转换气因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
作为一个术语，“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气是出的。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由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 伯克
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但同时又仅仅是描述性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明确的、系统的理论
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中译本1989)。 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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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一种称为自给农业部门或

传统部门。 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 现代部门像一 座孤岛被传

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

正如利特尔所评述的那样：＂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 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

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

另 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 这里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

的。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是存在的。”©利特尔对二元性的评述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

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的意义。 按照刘易斯的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传统农业部门改变落后状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该部门中的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中去。 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也是为发达国家所

证明了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总体来看，中国二元经济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城乡分离体制的产物。 在传统工业化发

展战略和城乡分离经济体制的作用下，中国二元经济得以形成，而且二元反差程度逐渐加深。 二

元经济结构在短时期内有效地建立起了必需的工业体系，但是从长期来看却造成了严重的不良

后果：一方面是城市自身功能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停滞，工业生产在低级层次上徘徊；

另 一方面是农村局限于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低效而单一的土地经营，甚至连口粮生产都不足，农村

和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 缩小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加快

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长期实行向城市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采取的限制政策，农

业中劳动力过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 虽然已经有大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种植业，但相对于

有限的耕地而言，农村劳动力的增长率仍然很高。 1978—1993 年，可耕地减少了4. 3 %，同时农

村劳动力数量却增加了 16. 9%。 中国的学术界尝试了各种方法估计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根据蔡肪(2000)等人的计算，199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 1.7亿人，占全部衣村劳动力人口

的 31. 5%。

大量文献表明，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中国大规

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于1980年代末，199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

劳动力转移更为普遍。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村

劳动力就地转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是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了 1亿左右的衣村劳动力就业，年均吸纳近600万人。 它作为

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为推动二元经济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

促进城市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 19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地区流

动，每年外出农村劳动力在 7000万人左右，其中4000多万人进入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务工经商。

通过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实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直接作用于农村劳动力比重降

低的结果，大大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进程，进而农村劳动生产率亦不断提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
“

选择
＂

的过程，因而拉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

在转移行为所带来的非农产业收入成为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的时候，如果转移劳动力

多发生在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那么，转移行为无疑会加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反之，则会缩

小这一差距。 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转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贫困的

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户。

为了动员衣业剩余资金为工业化积累服务，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不仅在农村积淀

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形成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受城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多

的就业机会的引导，农村劳动力获得转移的动力。 按照托达罗的城市预期收入的逻辑，越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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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和农户应该具有越强的转移动机，因而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结

果却与此逻辑相矛盾，转移最多的地区和群体都不属于最贫困的层次。 这也就是说，除了托达罗

提出的预期收入因素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只有具备了这些影响转移的

因素所要求的条件，实际的转移行为才能发生。 这方面的研究把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劳动力转移

过程称为
”

选择
＂

的过程。 只有
“

适合
”

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追求预期收入最大化的转移过程。 换言

之，对于
“

不适合
”

的入来讲，即使存在很大的预期收入差距，实际的转移行为都不会发生。 劳动

力转移具有选择的性质也正是托达罗模型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方面。 在托达罗模型那里，只要

存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任何人都可以发生转移，转移机会对每个人来讲是均等的。 事实上，在

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下，劳动力转移行为就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各种各样

的因索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不可能均匀分布的，由此使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了选择的性质。

那么，究竞是什么因素使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了选择的性质呢？寻求解释的指

针就指向了将转移成本作为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的研究。 这种研究认为最贫困的地

区和最贫困的农户没有起码的转移资源以支付必要的转移成本。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外出

劳动力多出自于收入较低的家庭，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相对失落感，因而具有更强的转移动机；

同时他们外出打工的预期收入与其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更大，通过外出打工可以提

高其家庭收入，其结果会缩小他们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外

出劳动力则大多出自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而不是低收入家庭。 这并不是因为低收入家

庭中劳动力不愿意外出打工，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来支付转移成本和承受转移风险。

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只有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家庭才能够负担日益增加的转移成本和承受各种可

能的转移风险，这些家庭中的劳动力通过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收入水平更高，从而会进一步拉大当

地的收入差距。

应该说，关于转移成本因索的解释在逻辑上可以成立。 同时，中国劳动力转移在个别经济较

为发达省份和地区缩小了当地农民收入差距与在个别经济较为落后省份和地区扩大了当地农民

收入差距的事实也对这种解释提供了经验支持。 例如，李实(1999)在得出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

村整体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的同时，又发现这一结论在全国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具有很大的差

异性。 在广东这一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劳动力转移起到了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而在四

川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差距。 但是，这些个别省份的结

论能否推广于全国还未得到验证。

尽管是什么因素最先使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具有排斥最贫困地区和农户的研究并没有

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这样一种转移格局的确说明了中国衣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选择的性

质，它选择了相对较为富裕的地区和农户，而淘汰了较为贫困的那一部分。 不论是什么因素使劳

动力转移群体具有了这种选择的性质，只要转移行为一发生，那么，转移行为本身就会强化这一

性质。 尤其是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它一定起着加强转移过程的选择性的作用。

综上分析表明，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没有转移出去之前，劳动力转移行为就必定是农村

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 而作为被这一因素影响的结果，农村经济内部效率和
,,. 公平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反向的关系。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逐渐转移出去，农村经济的

劳动效率会逐渐提高，经济收入总量会逐渐增大，但同时由于转移收入多属于较为富裕的地区和

农户，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会有所拉大；但是当转移数量和转移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总

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可以从转移行为中享受到收入增长好处的农民就会越来越多，那时，收入

不平等状况就会逐渐得到缓解，效率和公平最终会呈现为一种正向的发展关系。 即，就中国农村

经济而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作为经济的影响变量，农村内部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趋

势基本上对库兹涅茨假说形成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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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了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实现转移以外，应主要做好对较贫困地区和农户进行扶

持的工作。 如果较贫困农户和地区正是由于负担不起必需的转移成本而无法实现最初的转移的

话，那么，通过优惠措施补贴早期转移行为，从而降低初期转移成本就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

义的政策取向。

注释：

CD这些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86-1999年， 是包括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重庆、西藏和台湾）加上全国、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共33个组，381个观察样本的连续数据。 这些观测值是由2万个农户观测值分组汇总得来的 。

＠这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指的是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 转换。

＠参见《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转引自蔡防：《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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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and 

the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Rural Economy 

XUE Jun-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s o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rural economy and its caus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holds that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ha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but en

larged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rural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

ficiency of rural economy benefits from the transition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migr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but the enlarged gap of income in the rural area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s is a process of selection, in which the poorer areas 

and farmers are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The above analysis is a validity for Kutsnets curve in the 

interior economy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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