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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达罗基存栈型的启示、仗展和运用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我国的马济结构作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包括：许亦平 (1997)的新二元

经济结构，陈吉元(1994) 的三元经济结构和徐庆 (1996)的四元经济结构。本文在分析托达罗模

型的过程中得以启示，并结合我国国情，对托达罗模型加以发展和运用，最终得出了我国形成

三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措施。

一、托达罗基本模型：就业概率，收入差距和迁移决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 1969 年发表的一 篇论文《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

业的模型》中提出了他的模型。该模型是在传统人口流动模式不能解释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并

存现象的条件下产生的，它能对这两个相对矛盾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它受到经济学

家的普遍赞扬。 托达罗认为，人口迁移是人们对预期城乡收入差距[d (t)]的反应，它等于现代

工业部门某年的实际收入 [Yu Ct)］与就业概率［亢 (t)]的乘积再减去衣业部门的实际收入 [YR

(t)]，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M(t)］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即：

d(t)=w(t)六(t)-YR (t), Yu=w 

M(t)=f[d(t)], f'>O 

而后，托达罗又对就业概率下了定义，即：

YN(t) 
rr(t) = 

S(t)-N(t) ... 

上式中汀表示现代部门的工作创造率．N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地区总

劳动力规模。

其次，托达罗指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入）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增长率 (p)，即Y＝入— p

上面给出的人口流动模型是一个总量模型，对个人而言，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迁

移决策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 [P(t) ］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V(o) ］，即：

心）＝ f-.[p(t)Y,, (t)-YR(t)］厂d(t)-c(o)

其中，r 表示贴现率，c(o)表示迁移成本。p(t)是 t 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穴

(t)不同，后者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佣的概率，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

表示：

P(o)＝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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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亢(o)+[l－亢（o）］亢(1)

p(t) = p(t-1)+ [1-p(t-1)］丁(t)

, ,=l 

p(t) =rr(o) +�IT [L —
万(j)]

,=! ,=O 

在这四个式子中，一式表示第0期p与 7( 相等。二式表示一个迁移者在第1期找到工作的

累加概率，它等于第0期的就业概率加上第0期没就业，但在第1期找到工作的概率。 依此类

推，后两个式子表示迁移者在任一期就业的累加概率。

最后，由p(t)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当其它因素不变时， 一 个迁移者在城市里呆的时间越

长，他就业的概率越高，从而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也就越大6基于此，托达罗模型中迁移人数总扯

的决定因素也变成了城乡收入差的贴现值，即：

M=f[V(O)] 

由此，托达罗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规模猛增的原因。

二、托达罗模型的启示

在分析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概述该模型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增加城市就

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失业间题。这是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导致城市预期工资水平上升，

从而促使更多劳动力迁入城市。 第二，大力发展衣业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发

展衣村经济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也就减少城乡人口转移，降低城市失

业率，使工业衣业同步发展。

对于我国这样 一 个存在大虽衣业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托达罗对于劳动力流动过程的

解释及其隐含的政策结构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工业化历程和整个经济

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自从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结构的扭曲得

到一定程度转变。但历史上形成的一 些不良结果并没得到彻底根治，主要表现在：（l）城乡收入

差距较大，这个差距曾一度缩小，但后来又进 一 步扩大：（2）城镇和乡村都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

问题。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我国还表现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引起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地

区间的流动。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给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城

市自身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在经济转轨中要转化为显性失业者、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进

行吸收，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大扯
“

民工 ＂的涌入而受到了影响。 所以，在我国特殊的体

制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中，如何实现衣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的流动，同时解决城市地区的隐

性衣业，已成为关键的课题。托达罗模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与城市化过程

结合起来考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要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必须缩小城

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城市失业问题主要还是具

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的失业问题，政府对于城镇失业率的统计，也只计入这部分失业人员 因此，

政府采取的一 系列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主要旨在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但这些政策的结果却造

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同时还加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而这又可能会进 一步增加劳动力

流动规模，并带来更多的城市问题。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短期内实行对城镇居民就业保护政策

的必要性，但从长远来看，托达罗模型中所强调的大力发展衣村经济和缩小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的政策，才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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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托达罗模型的发展及运用

任何 一种理论都是在一定背景下，对特定对象进行的分析。背景和对象的改变必然要求理

论的修正和发展。 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基础之上的托达罗模型要比刘易斯一 费—

拉尼斯模型更贴近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它纠正了刘易斯只注重衣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

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了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还会造成其它
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亳无疑问，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托达罗模型对我们有很大启

发。同时，我们也要结合中国国情，对托达罗模型作适当的发展，以求更好地运用于我国的经济

建设。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创造一 个额外就业机会，会引起数倍的衣村劳动力转移。 也就是

说，通过工业扩张来增加工业部门就业的政策，不仅不能增加工业部门福利，反而加剧城市失

业。 因此与刘易斯一 费一 拉尼斯模型相比，托达罗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更

加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最终结果持消极态度。其思想在政策上

表现为：加大农业投资，改造农业的生产条件和衣村生活环境，增加衣民收入；同时减少对工业

部门工人的政府补贴及公共部门雇佣，以降低城市部门预期收入，最终实现工衣业均衡发展。

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大陆人口为

11.3 亿。 与此 同时，一方面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另 一方面农村也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估

算结果为1. 17 亿人（王红玲，1998)。 城市大量失业的存在使得城乡人口转移受到限制。 衣村

就业又需一定的物质载体，这里主要是指土地资源。我国衣村有土地 14.2 亿亩，以每个农村劳

动力耕种 7.5 亩土地计算，需1. 9 亿劳动力。 1997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约为3.3 亿。 因此，衣业

约有1. 3 亿富余劳动力（与王红玲的1. 17 亿接近）。那么目前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然及可

能的途径是发展乡镇企业。 从就业来源及部门福利来看，乡镇企业的员工主要来自农村，其收

益必然与衣业部门紧密联系在一 起。 而从产品形式来看，它又不同于农业部门。 我们可归结它

为处于工业和衣业之间的 一 个独立部门，但又与两部，门有密切的联系。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增加

衣业收入，振兴衣业经济。 同时乡镇企业还可就地转移大量衣村剩余劳动力。1991 年乡镇企业

就业人数达 9609 万人，占全国衣村劳动力的 22%，占衣村剩余劳动力的十半。

此外，更不容忽视的是具有新的运行机制的乡镇企业，对衣民旧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强有

力的冲击，从而更有利于我国的人口控制。

第二，托达罗模型提出解决人口转移、失业及发展问题的最终方法是扩大农业部门投资。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衣业收入水平；另 一 方面可以降低城市部门由于投资而额外新增的就业机

会，从而降低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这两个方面的此消彼长以致平衡时，城乡人口转移停止，也

就实现了在较高福利水平上的均衡。 因此，托达罗认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会增加城市部门的失

业，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不应重视。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一 个二元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工业部

门的扩张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大国而言，要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

必须全面（包括衣村和城市）实现
“

工业化
”，不能由于城市失业的存在而对工业部门的快速扩

张作全面否定。 这里关键是要适当安排工业部门的扩张与可供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例。 其二，

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采用先进的劳动设备，而这又由工业部门来提供。 其三，当工业化

发展到一 定阶段，衣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它行

业。这在托达罗模型中为这样 一 点，即城市已实现了充分就业(Nu
= NM汃且城市工资高于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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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

四、结 论

综合上述，本文的结论有四点。

第一 ，根据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聂振邦，1996)的特点，改变原有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

依靠本国农业剩余的积累，及时调整工衣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关系，并根据衣业在资源、技术、组

织程度、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市场力械等方面，相对工业而言处于劣势的情况，对农业

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二，考虑我国人多（主要指衣业人口）地少的现实，大力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增加农

业产品产量，降低衣业生产成本，从而增加衣民收入。这主要应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提高

科技成果的产出率；二是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实现这两个提高，首先必须依靠广大的农业

科研和技术推广队伍及衣业技术员、专业户，他们都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的主力军，必

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业人口城镇化。 衣村人口的转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而我国城市工业受现实条件所限．吸收劳动力有限，衣业人员就地城镇化也就成

为必然选择。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分布、产品方向和技术结构，使

之继续向着有利于劳动力吸收和农产品深加工方向转化，向着衣业产前和产中服务的方向发

展；并深化乡镇企业制度的改革，增强其竞争能力和提高其经营效益；与此同时，还要适当调整

乡镇企业的地区分布结构，帮助贫困落后地区逐步建立乡镇企业。

第四，继续增加工业投资，以促进城市工业化升级。一国资金是有限的，农业投资的扩大必

然带来国内资金积累用于工业方面较少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作如下设想：城市把

一部分传统产业让位于农村，而工业投资主要用千发展资金技术集约度高，以及规模经济要求

高的现代化制造业，扩大我国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份额，同时为农村较低层次的工业化让出市场

空间，提供产业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待。此外，还须考虑更大的利用外资政策，形成城市产业升

级更多利用外资，衣村工业化发展更多利用内资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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