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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明艳所著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劳动
力转移和农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入手，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的分析框架。
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过程。
本书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其内涵可以解读为三个层面：部门转移、地区转移、农户配置。
部门转移指劳动力在工、农业部门间的配置；地区转移指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跨区域流向发达
地区的工业：农户配置则表现为家庭成员或部分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表现为农户兼业，即“半工
半耕”、“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
在这三个层面上，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由于研究尺度的不同
，农地利用效率的表征和测度方法也不尽相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主体
部分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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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艳，1980年生，女，吉林白山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政策与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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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主要结论　　（1）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没有显著提高我国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农地资源的
人口压力过大是制约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障碍。
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表明，没有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很难得以提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缓慢增长印证了这一点。
通过对比美国和日本的农地利用方式和效率的演进路径发现，日本和美国分别沿着提高土地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率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实现了各自农业的现代化。
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来看，借鉴日本的发展路径，以土地节约、劳动集约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是未
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2）劳动力省内转移促进了劳务输出地区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力省际转移对劳务输入
地的农地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负面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劳务输入地区农地利用的负面效应没有被包括在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模型中，因此，这一
发现完善和拓展了本研究中观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
　　（3）参与非农就业是微观农户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农户兼业经营下，参与非农就业可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即存在“配置效应”。
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户用资金替代劳动，但总体上对各项土地投资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因此“投资效
应”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
“兼业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可能是因为投资效应抵消了一部分兼业效应，也可能是样本地区劳动力
转移规模仍然不够显著，农业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
　　（4）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唯一因素，但其影响不可忽视。
区域层面的计量分析发现，除劳动力转移外，按农村劳动人口平均的人均第一产业GDP对区域农地利
用效率也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现实中要更多地发挥该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其潜力则在于减少农村劳动人口规模。
这是因为，根据统计数据在1990-2000年十年间拉动人均第一产业GDP比重提高的因素主要是“分子”
第一产业GDP，而不是“分母”农村劳动人口。
因此，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规模来提高人均第一产业GDP，进而促进提高区域农地利用效率也是可行
的路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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