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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灌 憾
,

协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 中必定会发生就业者的非农化
,

即劳动力 由农业转 向 非 农 产

业
,

并发生人 口 的城镇化
,

即居民由农村转入城镇
。

非农化和城镇化这两个过程不尽相同
,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
,

非农化总会或迟或早要在一定程度上伴随或导向城镇化
。

在我国工

业化过程 中也发生着非农化和城镇化
。

但由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实施的特殊政策
,

非农化

和城镇化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背离了正常的轨道
,

无论是非农化还是城镇化都有 巨 大 的 波

动
,

且出现过不合规律的逆向过程
。

只是在 年以来
,

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改革

开放的推行
,

非农化和城镇化才转入较为稳定的轨道
。

但是
,

从二者的关系看
,

城镇化比非

农化远为滞缓
。

年
,

城镇人 口的比重为 肠
,

非农化的比重为
。

参见本书

第十二章第三节
。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
,

农业劳动力由农业就地转移至非农产业的

政策 即所谓
“

离土不离乡
” , “

进厂不进城
” ,

同时对农村人 口迁移至城镇实行了严格

的户籍管理
。

实行上述政策的优点是可 以避免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

这些问

题
,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即所谓的
“

城市病
” 。

我在印度和墨西哥就看

到了极其可怕的景象 大片的贫民窟
、

大量的城市中的失业者
、

城市卫生恶化
、

疾病流行
、

交通堵塞
、

犯罪率高
,

等等
。

但是
,

在我国
,

实行上述政策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
。

在农村
,

发展非农产业有助于非

农化
,

这是我国的一项成功经验
。

但仅让农业劳动力就地转到非农产业
,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

的限制
,

使得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也遇到了一些障碍
,

至少是门路不够宽
。

同时
,

在

农村普遍发展非农产业 即所谓
“

乡镇企业遍地开花
” ,

也带来 了一些问题
,

例如
,

基础

设施难 以配套建设
,

或者建设的成本太高 例如
,

不少农村的乡镇企业 自备发 电设备
,

分

散的非农产业把污染扩展到广大的农村而又难于集中治理 例如
, ,

各地农村发展了许多造纸

厂
,

一个小造纸厂可以污染一条河流
。

其次
,

由于农村条件的限制
,

使得农村 中的非农产

业规模过小
,

没有规模经济
,

非农产业之间也难 以形成分工协作关系
,

因此资源的利用方面

必定会有许多不经济的问题
。

还有
,

严格限制农村人 口迁入城市的户籍政策还使许多农村居

民成为
“

世袭农民身份
” ,

许多有才干的农民或者有潜在才干的农民难 以发挥其才干
,

同时

也严重约束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

单单从农村中牢固的家族
、

血缘关系来说
,

就给我国

农村社会造成了许多问题
,

近亲结婚盛行
,

通婚圈子缩小就是其中一个间题
。

而对于城市来

说
,

上述政策固然避免了
“

城市病
”

的发生
,

但也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
,

例如
,

城乡之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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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难 以消除
,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
, “

世袭的城市身份
”

使得城市居

民不愿意到农村工作
、

落户
、

连不少学农的人才都是如此
。

同时
,

这也使得城市中某些产业

需要的劳动力缺乏稳定的来源和稳定的职工
。

众所周知
,

我国城市中已有一些职业很难从城

市居民中招到所需的劳动力 如煤矿 中的井下工人
、

纺织工人
、

城市卫生工人等
,

需要从

农村 中招收
,

但这些工人不能在城市中落户
,

于是采取了轮换的办法
,

轮换工人使工人的素

质难 以稳定和提高
。

最后还需要指出
,

事实上已有不少农民流入城市
,

在城市中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就业
,

但他们在城市中却没有户 口 ,

这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
。

为 了加快我国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

同时解决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情况
,

并使农村 中的

非农产业在地域分布上适 当集中
,

需要想些力
、

法
,

既为农村人 口迁移到城镇开个门
,

又能防

止农村人 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引发各种
“

城市病
” 。

年 月我在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参加讨论会
,

会上有个中国同事在谈到我国的人

口 政策时指出
,

中国不能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
,

否则将有 千万人涌入北京
。

我当时说
,

可

以有条件地放开城市户籍管理
,

我即席谈 了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
,

为了使迁入城镇的农民不致造成城镇基础设备的严重不足
,

应该要求迁入城镇的

农 民支付一定数额的城镇建设费
,

费用的多少应视各城镇原有的市政建设状况而有所不同
,

大城市
、

现代化水平高的城镇应多收
,

小城市和镇
、

现代水平低的城镇则少收
。

第二
,

为 了使农民迁入城镇后不致造成住房的困难
,

出现贫民窟
,

迁入城镇的农民摇要

筹集住房建设费
,

此费用的多少视不同的住房标准而定
,

住房的人均面积则不应低于迁入城

镇现有的平均标准
。

这笔费用可由农民预付
,

房屋建成后或购买到建成的住房后
,

房屋的所

有权归迁入的农 民
。

住房建设费中自然应该包括住房的城市土地租金价格
。

顺便指出
,

迁入

城镇的农民必须交出承包的农村土地
。

第三
,

为使迁入城镇的农 民能在城镇就业
,

他们应预先筹集一笔就业安置费或就业投资

费
。

这笔费用包括两部分费用
,

一部分是他们就业所需的资本金
,

另一部分是职业培训费
,

如果这些迁入的农 民是由国有企业或城镇集体招工的
,

他们可 以不准备这笔就业安置费
。

如

果他们在其他经济成分就业则需预先筹集这笔就业安置费
。

资本金部分为农民所有
,

预先存

入银行作为他们在城镇开业的资本金或投入其他企业的资本
。

职业培训费则交给劳动部门
,

·

由劳动部门用于职业培训
。

如果这些农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或经营本领
,

经劳动部门考

核后
,

可 以免缴职业培训费
。

这笔就业安置费的数量应根据就业的行业不同分别规定一个最

低限
。

如果迁入城市的农民所带入的资本金较大
,

可以创造更多的人就业
,

则可优先获得城

镇户 口
。

这个作法有些类似于加拿大等国吸收国外移民的作法
。 ’

第四
,

对迁入城镇的农 民在文化程度上相应作出规定
,

以免引起城镇劳动者 素 质 的 下

降
,

例如
,

必须小学毕业
。

这样做还可以带来一些好处
,

即鼓励农民及其子女上学念书
,

因

为现在农村中学生辍学率较高
,

有些农 民认为反正一辈子呆在农村
,

学习文化没有用而不愿

意学习或不让子女学习 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为了获得城镇户 口 ,

改变
“

世袭的农 民身份
”

拚

命努力以考上大学
。

第五
,

为 了控制迁入城镇的农 民人数
,

还有必要规定迁入城镇的农 民家庭必须是实行计

划生育的家庭
,

即这些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
。

作出这种规定对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将起代定

作用
,

农民期待转为城镇户 口就必须节制生育
,

而且会 自觉地去做
。

我在东京大学的讨论会上即席谈了姗上五点想法 , 当然谈得没有这样细
,

谈完后
,

引起

公



了与会者的兴趣
。

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说
,

这样的设想带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色彩
。

也有

人觉得这样做
,

对农民似乎不太公平
。

因为现有的城镇的建设也有农民的贡献
,

为何农 民迁

入城镇还要交一笔城镇建设费而城镇居民却不需要交呢 还有其他的几条规定对农民似乎也

不太公平
。

实际上
,

上述几条规定中除了城镇建设费一项 以外
,

对农 民来说都不存在不公平

问题
。

因为
,

城镇中正进行住房改革
,

将来城镇居 民必须 自己解决 自己的住房问题 或者 自

己狗房或者 自己用较高的租金租房
。

城镇居民如果在国有企业或城镇集体企业以外的部门

就业
,

如果 自己创办一个企业或个体经济
,

或者与人合伙都同样必须 自己筹集就业所需的资

本金
。

只是他们受雇于人时不需筹集这笔就业费用
。

为了不使迁入城镇的农 民进城后失业
,

并增加城镇已有的就业困难
,

这样做对迁入城镇的农民也是必要的
。

目前
,

事实上已有不少

农 民在城镇中就业
,

其中有些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经济
。

这个门已经打开 了
,

只是如果他

们要迁入城镇
,

成为城镇户 口的居 民才需要筹集就业安置费而已
。

至于教育
、

文化程度的要

求
,

一般地说
,

城镇中义务教育普及得相当好
,

不少城市不仅普及了 年义务小学教育
,

而

且普及 了三年初中的义务教育
,

一般不存在有学习能力的青少年的文盲或半 文 盲 问 题
。

因

此
,

对迁入城镇的农民提出这个要求并不过份
。

义务教育本来应该有两重含 义
,

对 政 府 来

说
,

有义务普及义务教育
,

对人民来说
,

家长有义务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

在有的国家
,

家

长如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

至于计划生育的要求
,

城镇居民一般地说已

经做到了一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子女
。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

规定迁入城镇的农 民必须符

合计划生育规定的要求也不过份
。

可见
,

除了个别的规定以外
,

对农民并没有不公平之处
。

反过来说
,

实行上述办法正是为 了打破
“

世袭农 民身份
”

这种不公平
。

只是在我国的具体条

件下
,

由于农村人 口太多扩还不可能立即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

如果一下全部放开城镇居民的

户籍管理
,

那将会导致严重后果
,

造成社会的严重混乱
。

因此
,

上述想法虽然仍有对农民不

公平之处
,

但比起以往的户籍管理制度而造成的不公平已是一个进步
。

如果这个想法能付诸

实施将会加快我国的非农化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
。

年 月初
,

在辜胜姐同志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

我作为他的导师
,

在会上再次扼要

地谈了上述想法
。

这些想法立即引起参加答辩会的各位专家 其中有一些是我国著名的人 口

学家 的热烈支持
,

他们鼓励我写成文章
。

甚至有人称这个想法为
“

董氏模式
” ,

并拟开个

讨论会就我的想法进行讨论
。

以后
,

我 因其他事忙
,

没有把这这想法写 出来
,

讨论会也没有

开
。

应该指出
,

我的上述想法中的某一点或某几点国内曾有学者提出过
。

据我所知
,

厉 以宁教

授曾在几年前提出可以向农民卖一部分城市户 口 以加快城市建设的想法
。

在上述论文答辩会

上
,

我还听说伍新木副教授几年前也提过某些类似的想法
,

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
。

我很高兴已

有一些同志在我之前曾提 出过某些类似的想法
。

这表明对必须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已有越

来越多的共识
。

我在上述答辩会上的想法
,

辜胜阻同志已经将其概括地写入本书《非农化
、

城镇化的理

论与实践 》中
,

他把我们的上述想法进一步概括为
“

经济导向
、

人 口素质导向和社会规范导

向三位一体的社会综合方案
” ,

而且他在社会规范导向中除计划生育这一点外还增加 了
“

限

制违法犯罪者进城
” ,

他认为
,

这有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好转
。

他的概括和补充很好
。

他在

本书出版前嘱我写序
,

并要求我把我的上述想法写在序 中
,

因为他认为这些想法极其重要
。

正是他的这个要求
,

才促使我把上述想法写出来
。

我不是人 口学家
,

我的 下转 第 页



题
,

从而使全书分析明显具有理论深度
。

如

作者在剖析社会再生产
、

积累
、

经济管理等

问题时
,

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理论
,

从而可帮助读者得 以正确地深刻

地理解这些 问题
。

又如
,

作者在论述马克思

扩大再生产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产品增长公

式的特点时
,

指出了这一增长公式可转换成

哈罗德一一多马增长公式等及其 理 由
。

再

如
,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均变动

的关系时
,

作者介绍了库兹涅茨
、

奇 兹 威

克
、

阿卢瓦利亚等的论点
,

并指 出了这些论

点的缺陷
。

最后
,

在这部著作中
,

作者通过对丰富

历史资料和统计材料的分析比较
,

然后得出

自己的看法
,

立论有据
,

逻辑严密
,

具有很

强的说服力
。

作者以大量的统计数据
,

从多

方面说明 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经济落后的实际

状况
,

并介评 了改变这种状况可能采取的经

济发展战略
,

整体说来主要是工业化战略包

括进 口替代战略和出口鼓励战略
,

以及所谓

平衡发展或不平衡发展的战略
。

至于各部门

的发展战略
,

也在有关章节中作了较详细的

探讨
。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各方面问题时
,

给

人以深刻印象的是
,

作者结合许 多 实 际 资

料
,

强调 了解决人 口 问题的迫切性
,

突出了

发展教育和科技的重要性
。

同时
,

作者在利

用统计资料时
,

表现出了严肃的科学态度
,

并指 出了某些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参见该书第 一 页
。

这对读者当然

是有益的
。

石景云教授这部著作除上述特点外
,

整

个说来
,

文字清新通畅
,

分析深入浅出
,

既

可作高校发展中国经济课程的教材
,

也可供

广大读者特别是涉外经济工作人员参考
。

石景云教授早年留学美国
,

回国后几十

年来在高校从事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的教学

科研工作
,

曾长期担任厦门大学世界经济教

研室主任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

现任厦

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

和其他一些学术机构领导职务
,

是我国世界

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
。

他的这部新著的出版

是很及时的
,

我深信
,

这定会大大推进我国

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教学 和 科 研 工

作
。

责任编样 曾德 国

内勺叭 八句、内八沪勺叭八 砂叭 户沪甲叭 子, , 六八、两六八、、、产沪叭 , 八 叭 八‘人、人 , 、八八八、八六八户八产六八 , 八 , 泊 产八产叭 、、八 六产沪六内 叭内八、、八句 、八产沪护产 护的 八八八内子沪产六 八口产内八八户六户八‘ 、八 , 、、户沪叭两八氏八内八‘ 、内八八六、八、六八 户沪、、八产‘‘ , 、八八八、八八八内

上接 第 页 上述想法还相当粗糙
,

希望人 口学家批评指正
,

如果有可取之处就给予补

充和完善
。

辜胜阻同志研究人 口 问题卓有成绩
,

特别是在非农化和城镇化问题方面更有 突 出 的 贡

献 他 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
。

我在指导他写博士论文 中也有收获
,

向他学习 了不

少东西
。

我在此序 中使用的
“

城镇化
”

这个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

这本《非农化
、

城镇化的

理论与实践 》
,

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非农化和城市化方面的理论
,

而且根据社会主义国

家特别是我国的实践
,

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推进了
。

这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紧

密的学术著作
,

正 因为二者结合得格当紧密
,

使得书中阐述的理论具有相当强的实践性
,

本

书的最后一章就 以前面各章阐述的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
。

我深信这本书对

我国人口理诊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

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
。

责任编挥二徐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