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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 一个基于 Prob it模型的实证分析

程名望  史清华
*

  摘要: 本文运用 2003- 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

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 就个体特

征来看,男性、非农业户口和身体健康的农民外出就业的意愿更强, 而户主或家庭主要经

营者、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意外出务工; 就家庭特

征来看,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0、/家庭经营主业 0、/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0、/是否乡村干
部户0、/是否党员户0、/是否军烈属户 0和 /是否五保户 0等变量对农民外出务工影响显
著,而 /家庭类型 0则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 在制定促进中

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转移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因素, 特别是要尊

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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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4- 2010年,连续 7个 /一号文件 0的出台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0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政府对 /三
农 0问题的高度重视。而 /三农0问题的本质是贫困问题, 对于传统行业,贫困的根源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

少的资源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以及不合理的制度 ( Lew is, 1954)。这就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

决我国 /三农 0问题的重要途径, /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0 (徐勇、徐增阳, 200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基于对转移动因及机制等方面的不同看法, 经济学对劳

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即结构主义方法、新古典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结

构主义方法是基于宏观视角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刚性及

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施加给转移方的影响,并认为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只有从结构的角度入

手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 -拉尼斯模型以及乔根森模型是其典型代表。

结构主义方法强调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制度的强制性与约束性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有利于我们从社会

结构的角度认识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动因和外在影响因素。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没有考察作为

当事人的劳动者的决策过程,因此,这些模型的微观基础比较薄弱。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则弥补了这个缺陷

和不足。新古典主义方法以经济行为个体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强调个体利益最大化对转移决策及随之发生

的转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其经典的研究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模型和斯达克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理论。但

新古典劳动力转移理论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它假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 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没有成本,也没

有其他障碍,劳动力转移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劳动力具有充分的信息等,这些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的。特别

是新古典理论仍是一种总量分析,没有考虑转移者个人及环境因素对其转移决策的影响。实际上的劳动力

49

* 程名望,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00092, 电子信箱: w a lkercheng@ 163. com; 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

学院, 邮政编码: 200052,电子信箱: shq@ sjtu. edu. cn。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农民生产态度的假说与实证: 基于试验经济学的视角0 (编号: 70673065)、教育部高等学

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风险管理问题研究0 (编号: 200802471084)、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0规划课
题 /现代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作用研究0 (编号: EAA080254)、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 /上海市农民工务工风险

管理问题研究0 (编号: 2008E JB007)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课题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
理与长效机制研究0 (编号: 10ZS30)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区际转移要比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复杂得多,劳动力区际转移的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的微观变量与非经济

变量, 如转移者个体特征、社会网络、政策和制度性变量等。对此做出进一步补充研究的, 是行为主义研究方

法。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劳动力区际转移是个体的决策行为,既突出了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等对转移决策的制约,也引入了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通过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微观机制来解释劳动力区际转移

的宏观模式。可以说,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是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的综合,也可以说,

它是把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联系起来的桥梁。该研究方法通常是以实证检验的方法研

究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区域差异、婚姻等个性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一般是运用多项逻辑模型

(M ultinom ial Log itM odel ) 或条件逻辑模型 ( Conditiona lLog itM ode l ) 来模拟劳动力的区际转移。这些逻辑

模型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首先它们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统计模型,更重要的是逻辑模型可以同时

引入区域性变量和转移者个体特征, 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口登记状况等。

对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国内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一般性统计分析的模式,研究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

度等人口学特征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例如,赵耀辉 ( 1999)认为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

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 程名望、史清华和杨剑侠 ( 2006)的研究证实了

该结论。朱农 ( 2002)发现教育仅仅对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 对女性则没有。赵耀辉 ( 1997)指出女性

的转移概率比男性低 7%, 朱农 ( 2002)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概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赵耀辉 ( 1997)发现,年龄

对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史清华、卓建伟和郑龙真 ( 2005)认为, /在面对市场经济风险中,男性敢于挑战风

险的能力和勇气显著高于女性 0。史清华和程名望 ( 2005)通过对进城农民工进城障碍的分析, 得出了 /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民工在进城动因上也存在差异 0的结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行为主

义研究方法,利用 2003- 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 建立 Prob 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以

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考虑了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并运

用了更具代表性的全国性的数据,研究结果将更加深入和全面。

二、数据来源与特征

(一 )资料来源背景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形成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根据中办发 [ 1984] 37号文件部署,在 1984

年冬天至 1985年春中央政府动员了一大批学者在全国 272个村庄和部分县乡进行了一次农村社会经济典

型调查。调查完成后,在一些学者的动议下,中央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于 1986年底同意将这批被调查村庄设

为固定观察点,进行长期观察。在二十多年的观察中,观察村与户样本规模与调查指标均有一定的调整。其

中,大的调整共两次, 一次发生于 1993年, 另一次发生于 2003年。经调整后, 目前全国共跟踪观察村庄 335

个,跟踪观察农户 21 000户左右。本文运用的是 2003- 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 共有调查样本

320 774个。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考虑到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劳动力,所以剔除了 16岁以下 (不含 16岁 )、65

岁以上 (不含 65岁 )和在校学生 ¹三部分样本,然后选取面板数据 ( Panel Data)一共 247 349个。对于家庭

样本, 运用同样的方法,选取面板数据共 81 074个。

(二 )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

样本资料的基本特征见表 1。在统计分析中, 主要运用了二元变量的处理方法, 例如, 对于 /性别 0,
/男0赋值为 1, /女0赋值为 2;同样的, /是农业户口0、/有专业技术职称0、/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0、/受过农

业技术教育或培训0、/健康状况良好 0、/是家庭主要经营者0、/是国家干部职工户 0、/是乡村干部户 0、/是
党员户 0、/是军烈属户 0、/是五保户0、/是少数民族户 0、/是信教户0赋值为 1, 其余赋值为 2。 /职业 0、/从
事主要行业 0、/家庭类型0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0和 /家庭经营主业0则采用国家固定观察点的设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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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对于没有注明年龄或是否学生的样本,即这两项问题没有填写的样本, 本部分也没有纳入分析范围。

在调查问卷中, 一共设计了 4种家庭类型,其中核心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只存在一对姻缘关系,也即由一对夫妇或一

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直系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存在两对及以上姻缘关系, 且这些姻缘关系之间是异代之间的关

系, 同代之间不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类家庭中, 可以有二代、三代以至多代存在; 扩展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

存在两对及以上的姻缘关系,且这些姻缘关系在同代间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也即至少有两对姻缘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子

关系; 不完全家庭是指不存在完整夫妻关系的家庭, 即夫妻双方离异或一方丧偶,由单方与子女生活。根据古德的研究, 全世

界的家庭类型正在朝着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 而这是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全世界的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 (史清华等,

2005)。



并和国家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录入赋值相一致。具体来说, /职业0赋值: /家庭经营农业劳动者0 赋值为 1,

/家庭经营非农业劳动者0赋值为 2, /受雇劳动者 0赋值为 3, /个体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 0赋值为 4, /私营企

业经营者0赋值为 5, /家庭乡村及国家干部0赋值为 6, /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0 赋值为 7,

/其他0赋值为 8; /从事主要行业0赋值: /农业 0赋值为 1, /工业 0赋值为 2, /建筑业 0赋值为 3, /运输业0赋
值为 4, /商业饮食服务业 0赋值为 5, /其他 0赋值为 6; /家庭类型 0赋值: /核心家庭 0赋值为 1, /直系家庭 0
赋值为 2, /扩展家庭 0赋值为 3, /不完全家庭0赋值为 4, /其他 0赋值为 5; /收入主要来源0赋值: /家庭经营
为主0赋值为 1, /私营企业经营为主 0赋值为 2, /受雇劳动者为主0赋值为 3, /受雇经营者为主 0赋值为 4,

/国家干部职工、乡村干部工资为主0赋值为 5, /其他 0赋值为 6; /家庭经营主业 0赋值: /种植业 0赋值为 1,

/林业0赋值为 2, /畜牧业 0赋值为 3, /渔业 0赋值为 4, /工业0赋值为 5, /建筑业 0赋值为 6, /运输业 0赋值
为 7, /商业、饮食、服务业 0赋值为 8, /其他 0赋值为 9。

表 1 农村固定观察点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的统计分析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个
人
特
征
变
量

性别 1. 48 0. 50 - 1. 99 0. 066

年龄 (岁 ) 39. 46 13. 56 - 1. 18 0. 02

是否农业户口 1. 04 0. 22 19. 35 4. 19

受教育时间 (年 ) 6. 65 4. 87 5 557. 70 54. 08

有专业技术职称 1. 89 0. 40 12. 99 - 3. 67

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1. 86 0. 42 9. 87 - 3. 23

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1. 88 0. 40 12. 79 - 3. 66

健康状况 1. 37 0. 81 2. 34 1. 44

是否家庭主要经营者 1. 35 0. 53 - 0. 93 0. 53

职业 2. 14 2. 05 2. 53 1. 83

从事主要行业 2. 22 1. 96 - 0. 54 1. 03

外出从业时间 (日 /年 ) 69. 85 120. 43 0. 19 1. 37

样本数 247 349

家
庭
特
征
变
量

家庭类型 1. 38 0. 76 5. 76 2. 33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1. 73 1. 41 2. 49 1. 85

家庭经营主业 2. 08 2. 43 1. 98 1. 86

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1. 93 0. 28 20. 75 - 4. 39

是否乡村干部户 1. 94 0. 27 23. 62 - 4. 71

是否党员户 1. 83 0. 39 3. 39 - 2. 11

是否军烈属户 1. 97 0. 22 52. 06 - 6. 97

是否五保户 1. 98 0. 17 122. 33 - 11. 03

是否少数民族户 1. 88 0. 35 7. 71 - 2. 85

是否信教户 1. 93 0. 30 19. 88 - 4. 35

样本数 81 074

  注: 本表数据所用分析软件是 SPSS11. 5。

资料来源: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一 )研究方法

考虑到有些变量赋值为 0, 不适合应用 Log it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 Probit模型的估计方法。 Probit模型

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中的重要模型之一,常被应用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朱农, 2002; 都阳等, 2003; 刘

靖, 2008)。根据观察点的数据,劳动力有两种决策:转移 (M = 1)和不转移 (M = 0)。而影响转移决策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例如:转移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特征等,所以我们用一组向量 X 来解释转移决策的

形成。运用 Prob it模型,有:

lim
BcX ity + ¥

Prob(M = 1) = 1

lim
BcX

it
y - ¥

Prob(M = 1) = 0

其中, B为待估参数。由于该模型使用的连续概率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函数, 所以有:

Prob(M = 1) = Q
BcX it

-¥
< ( z )dz = < (BcX it )

  在具体的计量分析过程中, 根据需要,又采用了如下的一些处理方法: ( 1)由于来自同一家庭或同一村

庄的劳动力,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往往会相互影响,带有一定的相关性, 即组内数据不独立,本文采用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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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回归 (C lustered R obust )方法以解决此问题。 ( 2)由于 2003- 2006年的样本数目较大, 处理起来比较困

难,为了更有效地分析和处理数据,笔者结合运用了 A ccess、Ex cel、Sp ss和 E view s四种应用软件, A ccess主要用

于个人数据和家庭户数据的连接和对应, Excel主要用于读取 Access数据库并进行整理和计算, Spss主要用

于数据的统计特征分析, Eview s主要用于计量分析。

(二 )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对于转移劳动力的设定, 我们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的定义,即 /一年内离家外出务工 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为转移劳动力0,把外出务工 6个月以上的数据赋值

为 / 10, 其余赋值为 / 00。解释变量的设置是根据调查数据的特征, 选择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两部

分。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 /与户主关系 0、/性别 0、/年龄0、/文化程度 0、/是否农业户口 0、/是否有专业

技术职称0、/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0、/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0、/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 0、/是否
家庭主要经营者 0、/职业0、/从事主要行业 0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 /家庭类型 0、/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0、/家
庭经营主业 0、/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0、/是否乡村干部户0、/是否党员户 0、/是否军烈属户 0、/是否五保

户 0、/是否少数民族户 0、/是否信教户 0等。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表 2 转移决策的 Probit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外出务工时间是否大于 6个月 (是 = 1; 不是 = 0)

Coeffic ient z- Statistic

个
人
特
征
变
量

与户主关系 0. 0899*** 15. 4444

性别 - 0. 3791*** - 37. 5496

年龄 - 0. 0264*** - 56. 6898

文化程度 0. 0076*** 9. 8369

是否农业户口 0. 1631*** 8. 2134

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 0. 1073*** 4. 9180

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 0. 1402*** - 7. 0247

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0. 2964*** 16. 9684

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 - 0. 1099*** - 14. 9601

是否家庭主要经营者 0. 0604*** 6. 1747

职业 0. 0504*** 17. 7605

从事主要行业 0. 2075*** 69. 3183

家
庭
特
征
变
量

家庭类型 0. 0105 1. 6230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0. 1184*** 33. 1504

家庭经营主业 - 0. 0413*** - 21. 5489

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 0. 2928*** 13. 5252

是否乡村干部户 0. 2635*** 11. 1803

是否党员户 0. 1032*** 7. 0172

是否军烈属户 - 0. 1340*** - 4. 2453

是否五保户 - 0. 7133*** - 15. 3457

是否少数民族户 0. 1594*** 9. 7833

是否信教户 0. 1201*** 6. 4664

Log likelihood - 45 489. 32

M cFadden R- squared 0. 3527

To tal Obs 247 349

  说明: ( 1) legend: * 表示 p < 0. 10, ** 表示 p < 0. 05, *** 表示 p < 0. 01; ( 2)本表所用分析软件是 Ev iew s3. 1。

( 1) /与户主关系0和 /是否家庭主要经营者 0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不是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的农

民外出就业的动机更强。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一般是农户的顶梁柱,他们需要留在家中维持家庭的正常

运转并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很难常年外出务工。

( 2) /性别 0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外出就业的倾向性更强一些。该结论与已有研究

是一致的 (赵耀辉, 2001;蔡昉等 2002;朱农, 2005)。 /年龄 0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年纪越大,农民外出务工

的倾向性越弱,该结论与赵耀辉 ( 2001)、蔡昉等 ( 2002)、朱农 ( 2005)等的研究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得的回

归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但他们又设置了年龄平方这一变量,得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文化程度0的系

数显著为正,这显示了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加强农村教育, 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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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否农业户口 0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非农业户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起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非

农业户口利于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改革户籍制度, 给予农民同等的制度身份, 才能真正从制度上保

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也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由于历史原因, 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个综合

性的问题,它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深化和城乡壁垒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要

实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不仅在工资待遇和就业上与市民一视同仁, 而且要在

福利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¹ 在多年 /农村支持城市 0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经

济的发展牺牲了太多º,没有任何理由再让农民做出牺牲。农民是占多数的, 但农民又是弱势的, 他们并没

有太多的话语权。» 享有话语权的人往往在城市,而城市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 所以, 打破某种集团式利益

部门的利益,才能真正制定出农民可以享受的较公平的制度。¼

( 4) /是否有专业技术职称0和 /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0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拥有专业
技术职称或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意外出务工。这是因为他们在农业经营上有技术优势或

经验优势,所以更愿意依附于农业。这正如史清华 ( 2006)得出的结论: /农户营地规模呈现一种典型的两极

化分布,这一变化预示着土地有一种向种田能手集中的趋势0。而 /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0的系数显著
为负, 则说明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或培训多是非农

型技术教育或培训,例如电子组装、电焊工、裁剪等,其教育或培训导向就是城镇务工, 所以接受了职业教育

或培训后的农民,有了一技之长,既有了进城务工的信心,也确实有了更多的在城务工的机会。

( 5) /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0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越是身体健康的农民工, 外出就业的倾向性越强。

健康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必要条件, 加强和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 将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目前,国家给予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每年都有提高,但卫生事业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的比

重基本维持在 1%以下, 其中分配给农村的经费更少。 /职业 0和 /从事主要行业0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

职业和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或行业的非农特征越强,农民外出务工倾

向性就越强。

( 6) /家庭类型 0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表明家庭类型对农民外出务工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收入主要来
源 0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越是以非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民, 其外出就业的倾向性就越强。 /家庭经营主
业 0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家庭经营主业的类型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影响, 家庭经营主业的非农化倾向

越强, 农民外出务工的倾向性越弱。

( 7) /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0、/是否乡村干部户 0和 /是否党员户0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 国家干部

户和党员户外出务工的倾向性比较弱,这是因为干部户和党员户一般是农村的富裕户,属于农村的成功人士

或令人羡慕的家庭,按照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理论,这样的农户显然是不愿意外出务工的。 /是否军烈属户 0、
/是否五保户 0表现出了同样的计量经济学特征,这表明军烈属户和五保户外出就业的倾向性更强。这一点

似乎难以解释,因为军烈属户和五保户一般并没有青壮年劳动力, 并不具备外出就业的条件。但按照相对经

济地位下降理论,军烈属户和五保户一般都是低收入户, 相对贫困度很高,所以其外出就业的意愿就越强。

愿意外出却没有条件外出,其痛苦可想而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军烈属户和五保户的抚恤或保障力度,

使得他们的处境得以改善。 /是否少数民族户 0和 /是否信教户 0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少数民族户和信

教户外出就业的倾向性较弱。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不愿意外出就业,应该是与其文化适应性有关系,少数民

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使他们不愿意到一个难以融合的新文化环境中去。而这种倾向可能会使得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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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0、/农民和市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尊严0是宪法基本理念, 在持续推进 /依法治国 0的背景下, 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一直给予农民歧视性的待遇和地位。

建国初期, 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国家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只有通过资源的政策性倾斜,推进工业化进程。资

源的政策性倾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通过建立集体化农业制度, 采取粮食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为城市工

业化积累资本。政府长期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的制度, 农业经济受到严重削弱, 使得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 从而出

现了城乡分离、工农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无疑做出了历史性的牺牲。

韦伟 ( 2005)用一个很好的 /数量悖论0的博弈论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并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

实,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改;同样,某些法律或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

除。, ,地位开放原则是不允许有任何限制的。0 (参见约翰# 博德利# 罗尔斯, 1988: 5正义论 6, 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第 2页 )



(户 )和信教地区 (户 )愈加贫困。该部分的分析表明农户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和在农村非

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印证了史清华和徐翠萍 ( 2007)的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农户经

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晓东, 2007; 华民, 2008)。 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而 2010年初,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却又出现严重的 /民工荒 0。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如此频繁和大幅度的波动, 无论是 /民工潮 0,
还是 /民工荒 0,无论是 /招工难0,还是 /找工难 0,都给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还会影响到

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就转移机制而言,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

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 既有社会因素, 也有转移者个人因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 农民工是理性的,

是否转移的根本影响因素在于转移者个人的决策。本文的研究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都是影响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 在制定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时, 必须充分考虑转移者个

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 特别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相信农民的智慧和理性,发挥农民自身的创造

性和积极性。具体来说,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一方面充

分发挥农民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恰当行使自己的职能,既不能不管不问,更不能再强权干预或政府主导。

首先, 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¹ 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

消除对农民工的一系列制度歧视。再次, 要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改善农民城镇就业环境。最后, 要加强农村

教育和卫生投入,增强农民工总体素质。总之,各地政府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逐步取消户籍制

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以农村劳动力开发、配置、利用、流动为目标,以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为基础,营造有利

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软、硬件环境,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建立规范的专业化务工信

息中介机构、拓展多渠道的进城务工途径、加强劳动力转移相关法规或保障体系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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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实际上, 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 2003年 1月 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

工作的通知0 (国办发 [ 2003] 1号 )。文件开篇就谈到: /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仍然受到一些不合理限制,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有效保护, 拖欠克扣工资、乱收费等现象严重。同时,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使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工作面临新的问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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