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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全卓伟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正

是劳动力和人口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历史。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上，传统的农

业技术由千机械、电力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相对稳定的土地面积相比，衣业中存

在了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以
“

二元经济论
”

著名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只要非农业部门能够提供

高千从事衣业生产的实际工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个人收入差额能够补偿城市的过高生活

费和因劳动力流动脱离了原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心理成本，农业劳动力就会大责地

流入发达地区非衣业生产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前，农业

劳动力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
“

经济的现代化
“

程度的重要指标。 发达国家

从事衣业的劳动力在总劳动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大多数在10％以下。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

共同特征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份额，衣业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份额以及衣业总产

值在社会总产值的份额都属绝对优势。 衣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

的必然趋势。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剩余国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景存在的原因是由千人口的过剩

相应产生的劳动力的过剩。人口的过剩是相对千有限的自然资源、生产原料、生产力水平、社会

经济活动规模而言的。 此外，我国从1953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到1979年劳动力所占比重仍在

75％左右，工业化30年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近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衣业劳动力的大规

模转移才开始出现。

由千我国剩余劳动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我国解决剩余劳动问题不能走欧美的老

路。 我国解决剩余劳动力首先可以逐步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促使劳

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根据1985-1994年统计资料整理，＠这期间我国共有

5316-3万人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来，其中87-54％流向第二产业，12-46％流向第三产业。具体

过程是：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提供了物质条件。1985年农业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的人数较1984年翻了一番。随后转移速

度开始放慢，但仍保待递增趋势。 1989年由千连年经济过热，政府开始治理整顿，采取紧缩政

策，衣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迅速回落， 逐年的转移人数只有少抵的增加。 从1992年至

1994年，经济保持待续稳定地增长，农业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保持不断上升的势头，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巳由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转变为第二、三产业并重，尤其是第三产业吸纳剩

余劳动力的势头更猛。 对此，应注意的是剩余劳动的转移有一定的限度，农业的剩余产品能养

活多少第二、三产业人口就是剩余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限度。 农业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只能在这一限度内进行，一旦突破了这一限度，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会同时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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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 一个途径是从衣村向城镇的转移。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生

活消费品价格放开，住房、医疗制度改革的推进，为衣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提供了机会 ； 城市优

厚的工资收入、 良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了衣村剩余劳动力。 根据统计 资料气衣村劳动力在城镇

新就业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80 年的14.15％升至1994年的27. 27%。 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大部分流入小城镇、卫星城镇，小部分流向大、中城市。 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主要以手工为

主，农业劳动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剩余劳动的转移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外延性转移为

主。小城镇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对剩余劳动的需求相对较大，大、 中城市的市政建设、建筑业、

环卫工作也需要大量的衣村劳动力。 尽管市场经济为衣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但是，其转移规模、形式、速度仍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方面衣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

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同时还增加了城市社会治安、交通的压力，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绝大多数属千青壮劳力，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和技能，这又会进一步减少衣村中

的高质量劳动力，加剧衣业生产的困境。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表现为区域不平衡，流向偏重千东部地区。由千我国人民的

民族特性，在中国实行移民政策是行不通的、由中、 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仅作为劳动力

转移的补充现象存在，并非主要途径。 根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在第 一 产业的就业人数中，东

部地区占43.7%，高出中部地区9.5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21.5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东部

地区高出中部地区27.1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42.7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中，东部地区高

出中部地区21.8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37.8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从事第二、

三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 虽然东部地区在第 一产业的就业人也超过中西部地

区，但东部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产值在总产值中占57. 1%，超过中部地区26.5个百分点，超出

西部地区44.8个百分点，与第 一产业就业人数相比，东部地区以相对较小的劳动力优势取得

了相对较大的总产值优势。再看工业总产值指标，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9.4%，

超出中部地区48.7％个百分点，超出西部地区59.5个百分点，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相比，

东部地区同样以相对较小的劳动力优势取得了悬殊的比较利益优势。仅就这两项指标来看，无

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总产值角度，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的优化方面都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

区，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趋向千东部是明显的趋势，实践也证明了这一 点． 改革中的中国正

在逐渐形成区域经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日益显著，这一 比较

利益优势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性不平衡也将长期存在。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愈来愈受到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的限制。 根据

1991-1994 年＠ 数据显示，乡镇企业在这期间新增2752万人，其中80％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然

而，发展至今，乡镇企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正逐步减弱。根据

1984-1994 年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和劳动力人数三项统计 数据（资料来源：中

国统计年鉴1993 、1994 、1995)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1984~1989年间，回归方程LnY=-4.30 

+o. 86LnK+o. 74LnL各项检验均已通过，生产函数变形为Y=O.014K 0"86L0“ ，即资本投入

增加1%，产值增加0.86%，劳动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o.74%.o. 86+0. 74=1. 60 ，生产基

本上属千规模报酬递增，在产值的年均增长率27.74％中有19-15％来源于资本投入的增加，

7. 60％来源千劳动投入的增加，只有1.40％来源于技术的进步。以1990 一1994 年的数据回归

拟合，LnY=-6.80+1. 29LnK+o. 65LnL 即Y=O.001lK 1 ·29 • L0“检验通（下转笫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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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大专院校师生的实际需要。 也正反映了作者有若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3. 实务介绍与理论分析相结合。金融期 4．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无论是金融期

货与期权本是一 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但本 货，还是金葩期权，都既是一 种新业务，又是

书作者却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具体的实务令而 一种新技术，它们本身都有着相当的复杂性 ，

是在实务介绍的同时，辅之以较多的理论分 本书作者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加以简洁明了

析，从而使实务介绍与理论研究融为一体。这 的说明，并用实例和图表作比较直观的分析，

在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使读者易千理解、易千掌握》从而能收到事半

我们不难看到，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大址有 功倍的效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撰写

关金融新业务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着客观介 本书时，曾参阅了大批的外文资料，但在实际

绍较多，而理论分析较少的倾向 。这实际上是 写作过程中，他却完全用
“

中文化
”

的语言来

一种片面的、不合理的倾向。因为任何事物的 加以表达，从面避免了生硬的直译和简单的

产生和发展都必然有它的内在规律，任何金 拼凑。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读者理解本

融新业务的存在、也总有它的理论根据。 因 书的能力。

此，只有将实务分析与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 当然 ，本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例

起来，才能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如，本书对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与金融期权市

当然要做到这样是并不容易的，它要求作者 场的建立与发展还缺乏应有的分析；对金融

既熟悉业务，又精通理论。 所以，我认为，《金 期货与金融期权的定价的分析，还有待千更

融期货与期权》一书之所以有此特点，实际上 进一步的深入。
硒勹了心勹) 3勹土 .,心 ＿＿今女

（上接笫48页）过。分析显示，资本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1.29%，劳动投入增加1%，产值增

加0.65%,1-29十o. 65=1. 94，规模报酬递增的速度加快，在产值的年均增长率38. 16％中，有

31.74％来源千资本投入的增加，3．57％来源千劳动投入的增加，只有2.85％来源千技术的进

步（限千篇幅，以上计算过程略）。 这两个时期的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极为有限，乡镇企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来源千资本投入。 今后的发展中，如果仍以乡镇企业为吸

纳衣村剩余劳动的主要阵地．不仅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将难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

富的优势。为弥补这一缺陷，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应实现多种经营，建立涌盖一、二、三产业的

衣工商联合体，建立规模更大的企业集团。在产销连锁网上下大功夫｀并且实行市管县，以城市

带动衣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大力吸引衣村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目前，我国衣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打破了产业和地域的限制．具有全方位的特点，限千经

济发展的现状，这一特点在 一定时期内仍将长期存在。要使衣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由无序转向

有序，尽可能地减少转移过程中的成本消耗，尽可能地消除劳动力由千时间、空间上的转移为

城乡之间和产业结构间带来的冲击，笔者认为，应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形成其正

意义上的相对于土地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同时要促使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的进

程中、从第一 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入城镇，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大批的金融、保险、

法律、咨询等服务，这才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注：

l识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330页整理计箕。
@《中国统计年鉴0995)》第299页。
＠《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106页整理计算。

• 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