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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亚芳等的《中国农村的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机制研究》在构建教育贫困和补偿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基础上，从区域性教育贫困、溢出性教育贫困、阶层性教育贫困、选择性教育贫困以及制度性教育贫
困等方面，对中国农村教育贫困的现状及其影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并提出了补偿机制设计以及
相关政策建议，以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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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持反面观点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孙自铎（2004）指出，跨省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对持跨省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
差距做出贡献之说进行了反驳。
韦伟、傅勇（2004）认为，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
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第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基本上无法进入高工资和福利的领域，因此
工资水平低，其收入都不高。
段平（2007）认为，对中部来说，流动人口不管是从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贡献上，还是从对本地区人
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上，都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许绍元、李善同（2008）认为，区域问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速，缩小地区
间生活水平差距，但由于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现象，因此并不能缩小
人均GDP的地区差距；虽然劳动力迁移显著提高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
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
严浩坤、徐朝晖（2008）的研究表明，尽管流动方式不尽相同，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了中国地区的经济差距。
李道庆、陈恩（2009）认为，流动劳动力空间分布失衡加剧了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差距。
　　另外，有的学者分别对不同区域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同。
张薇（2007）认为，劳动力流入对经济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分布，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流
入对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要素流入却延缓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可
能与流动劳动力的素质差异有关。
严浩坤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向和强度表现不同
，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是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
　　那么，究竟农村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是正效应大还是负效应大呢？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资源要素配置的一种方式，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是正如以上文
献所述，劳动力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一直是有争议的。
下面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进行判断，以便为教育补偿分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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