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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该书应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依据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的分
析农业—工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乔根森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等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结
合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实践，将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融合，
以现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背景，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以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
农民增收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农民增收的深
层次问题，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效应、制约因素及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探索通过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路径；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和机制，提出了调整农村土地政策、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以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
度约束，构建身份同一、地位平等、权利一致的新市民制度，实现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同步有
序转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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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农民增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它所反映的
深层次问题是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均占有资源过少，农产品商品化需求不足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
长。
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此带动农产品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
目前，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很多，下面我们从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解、西方
人口转移理论、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等三个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述评。
　　2.1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解　　2.1.1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　　理论
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有六种：　　第一，传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
部分农村劳动力。
这一定义在经济学界曾引起激烈争论。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
学派则否定农业中有任何剩余劳动的存在，认为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优配置，
从农业中撤出劳动力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
李太勇认为，两派观点之所以有分歧，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他们没有区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
和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率。
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是正数，从而撤出劳动力将会减少农业总产出。
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时间长度是可变的，那么因为撤出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补偿，劳动
者的边际生产率则可能为零，从而撤出劳动力不会使总产量减少。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
这一定义忽视了农户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作出转移决策这一事实，过分强调了社会对农业
劳动力的需要量。
这从大量耕地撂荒现象中可以得到证明。
同时，社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包括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而这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对农
业劳动力的潜在需要。
此外，社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具有动态性，而这种定义却以静态的观点对其加以测定。
因此，学术界很少将其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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