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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测度的一个新视角 ①

刘莉君，王桢淞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是一个非常值得且需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特征展开深入
研究的科学问题。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规模测度进行归纳和评述，提出从分工演化视角

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研究展望。从本质上讲，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上的分工

深化，分工理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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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是提高城镇化质量、
实现人口城镇化任务的重中之重。而如何科学制定促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最基础的就是准确测度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体规模是多少，分别往哪些区域、哪

些产业转移。因此，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

模是一个非常值得且需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

特征展开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规模测度等方面进行归

纳和评述，提出从分工演化视角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规模的研究展望。

１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经济学家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

可以说汗牛充栋［１］。古典经济学鼻祖威廉·配第（Ｗ．
Ｐｅｔｔｙ，１６７２）最早从经济发展角度揭示人口流动的原因，
其在《政治算术》中阐释了收入的比较利益是农村劳动力

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

（Ａ．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从城乡之间日益加强的商业联系和劳动
分工的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柯林·克拉克（Ｃ．
Ｃｌａｒｋ，１９４０）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了伴随一国经济
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沿

三次产业方向变化的现象。配第、斯密与克拉克提供了

通过产业结构及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研究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重要理论，为之后的研究确立了大致方向。二

战之后，经济学家们主要沿着新古典主义、行为主义和结

构主义３种研究方法展开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
当然，除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外，人口学家、社会学

家以及地理学家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颇为关注。

如，瑞文斯汀（Ｅ．Ｇ．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９）最早系统地从人口

学的角度全面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原因，总结出那个时代

的“人口迁移规律”并扩展了他的“迁移法则”，这一理论

被看作是迁移理论研究的起点，为后人研究人口迁移流

动创造了深入研究的基础［２］。

２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结构、经济收入等经济因

素和人口特征、制度变革、风俗习惯、归属感等非经济因

素视角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

国外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主要是沿着新古典主义和结

构主义方法而展开。Ｄｅｃｒｅｓｓｉｎ（１９９５）认为收入最大化是
转移劳动力主要考虑的因素［３］。而 Ｓｐｉｌｉｍｂｅｒｇｏ＆Ｕｂｅｄａ
（２００４）却认为收入最大化并不是转移者考虑的标准，对
于理性的转移者而言，是以效用最大化为标准来决定自

己是否转移，而且将考虑长期效用的最大化，城市相对农

村丰富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条件、教育资源、基础设施

等）对转移者做出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４］。从国内研究

来看，主要是沿着以下３个方面展开：一是集中于经济因
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程名望、史清华

（２０１０）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就业风
险、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是影响转移者决策的重要因

素［５］。而阳信生（２０１２）从农村社会精英流失角度研究其
对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城乡差距的影响，表明其负效应［６］。二是集中于受教育

年限、年龄以及性别等人口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的影响。武晋、徐晓鹏（２０１１）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
外出就业动机主要受家庭（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耕地占有

量、家庭的年总收入等）和个人条件（如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身体状况、是否具有一定的技能或特长等）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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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７］。张秀倩（２０１２）认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转移实
现度成正相关关系［８］。三是集中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

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

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政策对农

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孙文凯、白重恩、谢沛

初（２０１１）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会产生
显著影响［９］。智广俊（２０１２）从土地政策、教育政策和技
术的进步的方面表明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１０］。欧

阳（２０１２）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有促进作用［１１］。

３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一直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只有科学测度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才能真正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的方向和趋势，但是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

模也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李实，１９９９）［１２］。国内学者
主要是采用以下方法来估算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

规模：一是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假设

来进行估算的边际产出估算法；二是按照现有耕地用工

量计算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耕地劳动比例估算法；三是利

用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进行估算的生产

函数估算法；四是利用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估算

的技术需求估算法。近年来，学者们估计的结果大致是：

韩乃辉（２０１２）根据我国各省２０１０年的劳均耕地面积，并
参照日本、法国的劳均耕地情况测算出我国的剩余劳动

力的规模约１亿６千万［１３］。胡奇（２０１２）通过借鉴测算农
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两部门法，认为如果外生制度发生

变革，即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农村将可能再次涌现出３．４
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１４］。实际上，由于估算方法和指标

选择的不同，所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农村剩

余劳动力规模和农村已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

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在测度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时，就应该搞清楚已转移就业的

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这样才更

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４　一个新的测度视角
如何尽可能地科学而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的规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的研

究成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支撑和平台。

但是，就业本质上是指寻求或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分

工位置，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力希望能够因为社会具有

足够多的分工位置而享有较高的就业率。从劳动个体来

看，劳动力希望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使自身劳动能够

得到高效率的充分利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问题是一个分工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以本地农村传统农业为最初出发点，可以转移到本地农

村新兴农业领域／非农产业领域、本地城镇非农产业领
域、异地农村传统农业领域／新兴农业领域／非农产业领
域、异地城镇非农产业领域。这体现着，农村劳动力在不

同分工结构演化过程中分工位置的改变。在不断分工演

进下，劳动力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分工位置，这就实现了

就业。而不同的分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农业劳动力需求

量，也就是对应着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所

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

同地域上的分工深化。分工理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因此，测度与分工

演进相对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是一项非常有意

义的研究。因为，这样测度出来的转移就业规模不是一

个总体上的结果，它将反映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哪里转移

就业、转移就业了多少，必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定量依

据。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是提出了从分工研究就业的一个

思路［１５－１７］，鲜见从分工演化的视角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规模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这正可以成为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规模测度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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