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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元性的状况和程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农业和非衣业的角度
界定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然后依据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将中国二元经济的演化进程划
分为两个阶段，并进而分析了这两个阶段的成因，最后指出了二元经济进一步转换的障碍所在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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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二元经济的划分

作为一个术语，”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Boeke,1953)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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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明确的、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 刘易斯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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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如果说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共有特征，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则尤为突出。 由于中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
三部分组成，因此对这三部分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对中国二元经济的不同划分。。本文从农业
与非农业的角度形成了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划分，其中一元为乡村农业，另 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
和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衣业。 之所以选用这种划分方法是因为它更符合二元经济的含
义。 正如利特尔(Little, 1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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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本文采用的衣业与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的划分体现了二元经济本身所蕴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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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的含义。 因为中国乡村农业经济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低下的生产率和大

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非衣业经济也正是因为采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具有较高的生

产率和就业率，从而更加符合现代部门的特点和定义。

二、中国二元经济演化的两个阶段

本文对中国二元经济演化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于二元性的测度数值，因此首先要对本文采

用的二元性的浏度指标做出说明。 本文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对二元经济进

行综合考察。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收入比重（或产值比重）同劳

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比重。 一个部门的相对收入比重越

高，劳动力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中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

二元性就越大，就越落后。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千1，非农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高千1；二者的变动趋势是，在二元结构加剧阶段，衣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降

低，非农业的逐渐升高；在二元反差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非农业

的则越来越低。(2)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的比率。 由千比较劳动生产率恰当地反映了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使用状况，所以将农

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一对比，就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二元化程度。 显然，二元对比系

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大，反之则反是。 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

值为 100，通常总是低于 100，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 31-45，发达国家的一般在 52-

86，在实际生活中二元对比系数只要接近 100，二元性就将消失。＠

表 1 列示了中国 1957-1999 年的衣业、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 从表 1

可看出： 一方面，中国二元经济同经济发展一般情况基本吻合，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千1,

非衣业的高千 1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又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即以 1970 年为限形成

了变化趋势相反的两个阶段，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在 1970 年达到最大，因为此时的二元对比系

数最低，为 16%。 在 1970 年之前 ，系数逐渐下降，而且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 下降趋势（从

0.576 下降到 o. 500)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从 2.829 上升到 3. 105) ，这标志着

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加剧； 1970 年之后系数逐渐上升，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变动趋势与 1970 年之前相反，这标志着经济二元性的缓解和改进。 表中箭头表明二元对比系

数在 1970 年前后的相反的变化趋势。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的演化大体经历了

形成和改进这样两个阶段。 下面分别对两个阶段的成因及状况做出分析和说明。

（一）二元经济的形成阶段(1957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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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分别从这

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的成因。

1. 二元经济形成的发展战略原因

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迅速实现工业化。 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条件：一

方面，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十分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落后的经济结构。 1949 年的工

农业总产值只有 466 亿元，其中衣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 ，工业只占 30%，这使得工业

很难靠自身的积累取得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当时我们所 能借鉴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与实

践是原苏联的强制性工业化积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实

施。 传统工业化战略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
“

剪刀差
“

，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移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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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积累。从1953年开始实行并一直延续到1985年为止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分级管理制度正

是为这种积累方式服务的。关于通过价格剪刀差所实现的积累有多种估计。例如，孙冶方认

为利用
“

价格杠杆
“

积累来的资金要高出农业税直接贡献儿倍。。建国以来，在工业化战略的推

动下，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1952-1970年，中国工业产值增加了6倍，而农业产值只增

加了2倍。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工业使用的是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技术，因而成为中

国经济中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而农业则主要使用人力和畜力，并以自给自

足为生产的主要特征，因而成为中国经济中技术落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由传统经济发

展战略引起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表1 1957-1999年中国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

年份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1957 0.576 2. 829 
1960 0.414 2. 122 
1965 0. 566 2. 923
1970 0.500 3. 105
1975 0.490 2. 729
1980 0. 522 2.059
1985 0.566 1. 723
1986 0.565 1. 684
1987 0.562 1. 659
1988 0. 568 1. 657
1995 0.534 1. 521
1999 0.538 1. 52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1989年，2000年．

2. 二元经济形成的经济体制原因

二元对比系数（％）
20.4 
19. 5
19.4
16. 1
18.0
25.4
32. 8
33. 6
33. 8
34.0
35. 1
35.3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城乡居民之间的互相往来和自由迁徙尚无限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

民无节制地迁入城市，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城

市生活资料、住房和基础设施供给的负担等。基千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并严格

规定，没有城市管理当局的许可，农村人口不得流入城市，农业户口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城乡分

离体制最终形成。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从根本上拉开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距离，

相对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中大量的劳动力呈现为过剩和多余的状态。按照资源配置本身

的要求，过剩劳动力必然要求向城市和非农业部门转移，然而城乡分离体制却限制了这种转移，

致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中，并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由城乡分离经

济体制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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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村和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农村经济都濒于崩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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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元经济的转换阶段(197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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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转换通常可用农业与非衣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相对比重来衡量。 具有规

律意义的趋势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和纯收入比重都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而

非农业部门的这两个指标则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相应提高，这标志着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从传

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从表1 可以看出，二元对比系数在 1970年达到最低值后便开始逐渐升

高，与之相对应，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根据二元对比系数的定义，可得出中国二元经济在 1970年以后进人了转换阶段的结论，或者说

中国二元经济已经进入了反差程度缩小阶段。 如果说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主要导源于政策和制

度方面的因素的话，那么二元经济的转换则主要导源于市场因素。 具体来说，1970年以后市场或

经济因素主要是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推动中国二元经济的转换的。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由于长期实行向城市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对于农业劳动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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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经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出种植业，相对于有限的耕地而言，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仍然很高。 1978- 1993年，可耕

地减少了4.3%，同时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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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根据蔡坊(1999)等人的计算，199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 1.7

亿，占全部农村劳动力人口的3 1.5%。 大量文献表明，劳动力流动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

途径。 中国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千 1980年代末，199 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更为普遍。

中国衣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 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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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了 1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就业，年均吸纳近600万人。 它作为转

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为推动二元经济的转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促进城市化，实现

衣业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 1990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 地区流动，每年外

出农业劳动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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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非衣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直接作用千衣业劳动力比重的

降低，大大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进程。

三、二元经济转换的障碍及对策

尽管1970年代以来中国二元经济进入了转换阶段，但是阻碍二元经济转换的因素依然大

量存在，主要的障碍来自千三个方面：

(1)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 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1980年代二元对

比系数平均为 29-35%，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 1%-45%），但与中下收人国家的情

况大致相当。 这说明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即二元性还很明显。 由此

引出的政策建议是，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提高农业收益率。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就是

根据市场需求，淘汰落后产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这对缓解目前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矛

盾，改善我国农业品质，提高农业竞争力等大有好处。

(2)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 19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

1990-1998年，年平均吸纳就业409万人，仅相当 1980 —1989年期间每年新增就业707万人

的57.9%，尤其是近两年甚至出现就业负增长。 欲改善这种状况，乡镇企业必须改变普遍存

在的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结构雷同等弊端，同时要更好地接受城市经济技术辐射，并与城市

• 38 •



企业进行更多地交流与协作；此外，还应在产权改革上下功夫，为打破地区壁垒、促进乡镇企业

向小城镇适当集中创造条件。

(3)城市化滞后。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 到1998年底，中国

的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中

国的城市化率比同等人均GNP的国家要低12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就将受到阻滞。 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首先是要通过

发展儿个大城市带的规划来引导其规模扩张和质董提高。 其次要积极引导其中成长性强的

城、镇扩大规模。 因为，在未来10-20年中，制度变革会增强乡镇企业的资产和劳动的流动

性，从而可能导致原先分散从事非农业的近亿劳动力利用中小城镇实现重新整合，从而加速城

市带的形成和发展，加速具有合理规模的大、中城市的发展。 再次，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推进小

城镇发展的各种相关制度的安排和规划。

注释：

O参见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四种划分方法可参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 9月23日．

＠参见《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0页。

＠对两个指标的定义参见陈宗盛：《经济发展中的收人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农业部课题组：《 21世纪初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衣村经济》2000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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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ual Economy 

LI Ji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status and the degree of duali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

nomic development. To analyse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China's dual economy, the thesis is 

made up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what's the China's dual economy from the 

point of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The second part divides China's dual economys's e

volution course into two phases according to comparati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duality con

trast coefficient, then analyzes the contributing factor of the two phases. The last part points 

out the obstacles for further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ual economy. 

Key wonls: 如al economy; dual economy's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labor produc

tivity; duality contrast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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