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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经济条件下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求解
———评朱农博士专著《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汪段泳　刘振光

　　朱农博士所著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

题》一书 ,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作

者在法国奥弗涅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论

文 ,荣获法国经济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书共

分 6 编 18 章 ,40 余万字 ,并含有百余幅图表。该书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将国外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应用于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宏观和

微观等多个角度 ,对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对于从人口流动角

度理解我国的“三农”问题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分析

视角 ,堪称我国近年来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上最为系统和全面的集大

成之作。

一、该书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该书对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进行了验证和补

充 ,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四元经济”模型下

的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劳动力流动研究领域 ,

传统的权威理论当属刘易斯 - 费景汉 - 拉尼斯二元

经济模型和托达罗三部门模型 ,二者一直被各国特

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奉为圭臬。然

而 ,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 ,特别是极具中国特色

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既

不同于经典理论的预言 ,又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情况。诚如刘易斯所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

元经济结构的农业大国 ,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由来

已久。但中国的工业化初期确立的苏式现代化道路

和正在进行中的城市经济改革 ,都使得城市现代工

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 ———这又

与刘易斯模型相反。这样 ,在劳动力乡城流动过程

中 ,突出表现为农村“推力”巨大 ,而城市“拉力”不

足。城乡之间的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城市非正规部

门的繁荣 ,这与托达罗模型的描述是一致的。中国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

之处在于农村非农化的巨大发展 ,农业劳动力就地

转移为非农业劳动力。我们所熟知的乡镇企业的繁

荣发展正是中国特有的农村非农化的典型过程。这

类在农业和城市工业夹缝之间成长起来的农村非农

产业应被视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新型部门。因此 ,中

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在农业、农村非

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个四部

门经济中进行的。

朱农博士是最早提出“中国四元经济”假设的学

者之一 ,而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

动力流动问题则为其首善。本书紧紧围绕着“中国

四元经济”这个核心命题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

民收入的不平等、农村地区的贫困化、农村社会福利

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市场发育等因素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索和详尽分析。书

中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入

手 ,论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 (城市化) 和农

业劳动力就地转移 (非农化)两个方面的流动及两者

间的关系。其中 ,立足于中国国情着重研究了农村

非农业活动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 ;又特别分析

了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非农活动和

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鉴于市场发育对劳动力流动

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最后部分还研究了国际市场一

体化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本书理论推演的逻辑过程是相当严谨而细致性

的。作者对命题的前提假设条件都做了严格界定和

详细说明 ,在分析过程中则注重从多角度、多因素展

开。如对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 ,微观上从

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相对贫困展开分析 ,宏观上从

中国四元经济模式展开分析 ,宏观层面的分析除四

经济部门外又考察了对外开放、城市失业、收入水

平、人口密度和距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及

其演化过程 ,区分了在诸因素中何者为推力 ,何者为

拉力。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校外评审人之一 ,法国

国家人口研究所人口迁移问题研究的权威达尼埃

尔·古诺教授在其评审报告中指出 :“该论文是对中

国当代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流动过程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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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成功的分析 ,非常全面 ,非常细致。”

二、该书详尽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
力流动与“三农”问题之间的关

系 ,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该书不以对策研究为写作目的 ,但作者对中国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事实的准确把握和深入分

析 ,使得本书为正确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

独特的视角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指出农村

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必然的经济现

象 ,因而应按经济规律办事 ,以理性手段引导和解决

之。具体的分析很多。如作者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

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分析 ,认为教育对非迁移者的

收入的作用高于对迁移者的作用 ,即是说教育在农

村地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因而 ,通过普及农村教

育、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将比单纯限制劳动力乡城迁

移更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再如 ,作

者对在我国尚属新的研究范畴的“相对贫困”对迁移

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 ,认为旨在提高农

村总体收入水平的政策将不会导致农村外迁的加

速 ,而有可能加剧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政策将会

增强农民迁移的倾向。又如 ,作者在对市场一体化

与劳动力流动关系进行分析后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迁移流越大 ,即贸易壁垒促进迁

移 ,而国内贸易流动 (市场一体化) 则对之起替代作

用。因此 ,那些针对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措施和政

策对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是有正面作用的。

这恐怕是一个让过去习惯于控制劳动力及其他生产

要素流动的“诸侯”们耳目一新的观点 ,足以使他们

冷静反思其“拍脑袋决策”的非科学性 ,其现实意义

自不待言。

作者在分析劳动力参与农村非农业活动问题

时 ,说过这样一段话 :“非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作

用远高于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作用 ,这是农民从

事非农业活动的拉力所在。而在非农业活动中 ,从

事本地的非农业活动 (就地转移)的收益率又略高于

外出打工 (异地转移) 的收益率 ,这是农村非农产业

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可以说 ,在农村地

区从事非农职业或非农业经营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

择。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

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角度看 ,把农村劳动力的出路

与非农化和城市化结合起来是一个发展趋势。在这

个过程中 ,如何尊重农民基于经济理性而做出的行

为选择 ,因势利导 ,而不是从纯粹的理念和国外的经

验出发设计和选择我们的政策 ,是十分重要的。”在

这里 ,作者的分析不仅是现实的 ,理性的 ,甚至还是

超前的。

三、该书数据资料翔实丰富 , 熟练使用
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了严谨的论证

　　在我国 ,经济学界的计量分析尚处起步阶段 ,而

有关人口迁移的微观经济分析更是落后于经济学其

他领域的研究。本书的又一突出特色在于 ,每一个

论断都不是仅靠文字上的逻辑推导和个人经验推断

得来的 ,而是在运用国内外经典文献及最新理论基

础上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 ,通过对人口迁移数据资料

的详尽分析得来的。全书共有 18 章 ,除四章分别属

于回顾性分析、描述性分析以及理论综述和文献综

述外 ,其余各章均属实证分析。作者使用的人口迁

移数据资料 ,除了已公布的国家级的权威资料外 (如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1995 年 1% 全国人口抽样调

查) ,其余大部分都来自于作者亲自组织实施或参与

的农村调研项目 ,并且这些项目都是得到国家社科

基金资助或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 ,数据资料本身具

有很高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正是因为作者将计量经

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娴熟运用于对这些数据资料的

分析 ,才使本书得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并

澄清了过去人们对若干问题的模糊认识 ,实现了理

论创新。书中许多实证分析具有开创性。如城乡收

入差距是迁移决策的中心问题 ,但在我国过去对这

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不同群体人口 (如迁

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的静态比较 ,而对收入与流动

性的互动关系一直缺乏严格的定量分析。再如 ,对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兴起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

中的核心概念“相对贫困”,在我国鲜有被定量地纳

入人口迁移研究。又如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在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国内也还尚未被纳

入计量经济学的定量研究分析中。对这些作者都以

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研究。

另外 ,该书文意晓畅、语言简练 ,读来通俗易懂

而不枯燥 ,行文方式上采用国际学术论文的标准格

式 ,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 ,以及国内

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研究与教学也具有很好的参考、

借鉴作用。该书不仅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对

于国内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论文写作 ,特别是思路训

练和结构设计也具有很高的范本价值。正如作者博

士学位论文的另一校外评审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教授、世界银行特聘专家、微观经济学权威伊

丽莎白·萨都内所说 :“该论文是一项非常优美的工

作 ,内容翔实 ,资料丰富 ,风格严谨、精练 ,在近年来

博士论文中比较少见。”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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