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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刘　萍

(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 ,福州 350001)

　　摘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也是解决我国当前“三

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劳动力流动的成功经验 ,遵循劳动力流动的普遍规律 ,加快我国的城市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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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的实质就是二元结构向一

元结构的转换和变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成为其核心问题。当前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出路也在于减少农民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

别 ,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研究和

探讨劳动力流动的普遍规律 ,对于指导我国加速城

市化进程有其现实意义

一、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理论和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了“城市融合”的

思想。恩格斯于 1847 年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一

文中说 :“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

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远不够高的表现 ,它是进一步

发展的阻碍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 ,进行生产教育 ,

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以及城

市融合 , 使社会主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

展”〔1〕。在《反杜林论》一文中又说 :“城市和乡村的

对立的消失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

身的直接需要”〔2〕。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 ,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 ,是社会总劳动在农业、工业和第三

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发生这种变化的

基础 ,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和

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二)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概述

西方城市化理论中 ,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

是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基础 ,这一理论模型揭示

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

然性趋势。在二元结构理论中 ,影响最大 ,应用最广

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 W·A·Lewis) 的二

元经济结构理论〔3〕,1954 年他发表了题为《劳动无

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 ,该文指出 ,在发

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 ,一

个是“资本主义”部门 ,又称现代部门 ;一个是“维持

生计”部门 ,或称传统部门。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

模型 ,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

理论的基础 ,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核心理论。

他认为 ,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 ,由于传

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 ,所以劳动

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 ,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无限供

给的劳动力而只支付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部门相应

的工资 ,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

向城市 ,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

城市完全吸收 ,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 ,城乡

差别逐步消失 ,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三)人口流动的普遍规律

综上所述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劳

动力转移理论 ,揭示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 ,而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 ,则是促进

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转换、二元经济向一元

经济转变的关键。但二元经济理论虽然揭示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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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 ,

但将其单独用于人口迁移意义上的城市化研究则是

不完整的 ,因为这并未能说明为什么工业要集中分

布于城市 ,而城市经济学家巴顿的集聚经济理论 ,正

好弥补了二元经济模型这一缺陷。根据这一理论 ,

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

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 ,较完善的生产、金融、

信息、技术服务 ,较集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较大的

劳动力市场 ,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聚集效

应会吸引工业向城市集中 ,这种集中还会进一步加

强城市的集聚效应 ,从而促使城市规模扩大〔4〕。集

聚经济作为空间聚集的吸引力推动着城市区域的形

成和发展 ,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就是聚集效应在

城市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达到动态的均衡 ,所以探讨

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建立在二元结构理论和集聚经

济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

转变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规律。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方式 ,

一是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二是

人口在地理上向城镇和城市集中 ,这是国际上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首先因为劳动力

的转移和人口的城市化 ,会伴随着人口及职业在空

间上的流动和迁移 ,使劳动力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

置 ,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进而提高流动和

迁移人口的收入 ;其次 ,因为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

高了农村未转移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从而也提高

他们的收入 ;再次 ,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会产生各方

面的需求 ,带动交通、住宅、饮食、商业等第三产业的

繁荣 ,最终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纵观世界各国经

济发展的历史 ,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这是经

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

的核心问题。假如中国在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为

“零甚至负数”的情况下 ,仍然想把亿万剩余劳动力

截留在农村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阻碍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是不可取的。只有顺应这一经济发展规律 ,积

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加快城市化进

程才有利于中国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

变。

城市化加速发展是 20 世纪的许多奇迹之一。

1900 年 ,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是 1316 % ,一些专家推

断目前城市居民已超过 55 %。英国考文垂大学地

理系主任戴维·克拉克说 :“世界上一半人口进入城

市用了 8000 年 ,现在的预言是 ,再过不到 80 年 ,剩

余的人也将完成这个过程”〔5〕。

二、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模式

(一)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

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 ,才能在城市

就业 ,因此在世界工业化的初期 ,大部分发达国家城

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是农村劳动力的地

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如英国

的圈地运动方式 :圈地运动本身 ,不是农业资本主义

发展的结果 ,而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 ,当时英

国还没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 ,非农业部门

也还没有产生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以这些被驱

赶的农民 ,除少数人受雇于农场和手工业工场外 ,绝

大部分人成为生计无着、到处行乞的流浪汉。他们

逐步向城市转移 ,成为游民、失业者和贫民。又如美

国的自由迁移方式 :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 ,随着工业

化浪潮的兴起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随着大规模工业

化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 ,在工业化

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相反 ,城镇化和

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劳动

力短缺的国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遵循着边生

产边转移的自发过程 ,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和

非农化基本同步的道路。从转移方向看 ,吸收农村

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

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自由迁移方式主要是由美国特有的经济社会背

景所决定的。还有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 ,也都具有

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

(二)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迁移

人口流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经济发

展水平决定人口流动的方向。在工业革命之前 ,农

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 ,一个国家至少有 70 %以上

的劳动力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才能保证该国对粮食

的需求。农业需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 ,一个劳

动力必须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才能进行生产 ,因此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 ,人口必然在地域上分散分

布。当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 ,农村生活方

式占据人类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时 ,不可能形成众

多人口密集的城市。工业革命以后 ,现代工业开始

建立 ,最早出现的是纺织业、矿山采掘业、机械制造

业等 ,这些行业的生产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于是人们

便开始向有工业生产的地方聚集 ,当从事工业生产

的劳动力聚集的一定程度 ,工厂就开始为工人建造

住房 ,而建造住房本身在客观上改变了过去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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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方式 ,变为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式聚居。同时 ,

建造住房促使建筑业得到发展 ,建筑工人曾一度占

据发达国家劳动总人口的 10 %。由此 ,人类的工业

聚居形式便以加速度向前发展 ,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人口增加刺激了交通运输业

的发展 ,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又反过来为城市

进一步扩张和崛起提供条件 ,于是各种功能的城市

纷纷出现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这

是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基本模式。

三、经验与启示

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

的成功经验中 ,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1)在经济起飞之前的资本积累阶段 ,资本主义

国家通过暴力方式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经

济发展的起飞阶段 ,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

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 ;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 ,主要靠第三产

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发达国家用了大约

40 - 100 年的时间保持工业快速增长 ,使人均 GDP

由 200 - 500 美元增加到 1000 - 2000 美元 ,从而使

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 50 % - 60 %

下降到 15 % - 25 %的水平。可以说 ,工业化的速度

有多快 ,规模有多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有多

快 ,规模就有多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 ,第三产业

必然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吸收更多的劳

动力就业。例如 ,英国建立农工综合体 ,就是在农村

发展非农产业 ,例如食品加工工业等。这些工业使

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业劳动力〔6〕。使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入农业的前导和后续部门 ,实际上促

进了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目前 ,发达国家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三产

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都在 50 %以上 ,

有的高达 60 % - 70 % ,第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就业

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2)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重要保证。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 ,还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是以发展内向

型经济为主 ,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这些都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

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 ,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

展农工综合体 ,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适应

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 ,韩国和台

湾也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

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则针对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特

点 ,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见 ,要加速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 ,必须有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

战略。

(3)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

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 ,

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特别

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

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战后 ,日本政府对教育事

业倾注了更大的努力。70 年代中期 ,日本已基本普

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

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这使日本农村劳动

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这也是日

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

同样 ,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

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4)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需要与国情相适

应的土地政策。农村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

本要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农业生产要

素要重新组合 ,土地要素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发

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土地

主要经历以下两种类型的调整 :其一 ,土地集中。例

如在美国 ,不仅农户经营规模逐渐变大 ,还出现了大

农场。其二 ,土地集中不明显。例如在日本 ,虽然战

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 ,但土地的集中程

度却相对低于欧美国家 ,农业兼业化普遍 ,秉承着小

农经营的传统。这说明 ,一国或地区在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过程中要遵循本国国情或地区区情 ;各国

和地区政府要制定符合本地资源禀赋状况的政策。

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 ,如果从事农林牧渔业的

劳动力的比重占 10 %左右 ,是一个国家基本上完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标志。完成这个过程 ,英国

大致用了 300 年 ,法国用了 120 年 ,加拿大、美国、日

本用了 100 年左右。综合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

及其增长情况和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前

景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缓慢

的过程。成功的国际经验 ,为我们进一步选择适合

我国实际的城市化道路 ,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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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ny small investor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appeal to strengthening the punishment of the fraud in the list companies , which is sometimes

with the help of accounting firms1 However , the current article introduces reward as a variable so as to establish a 3 - party game mode of listed com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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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 G Gui2you
(College of Management Science ,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 Developing circular agriculture is a technology2model revolution ,which need be protected by high2tech1 Though the idea of circular economy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since 1990s , we began to develop circular agriculture only two years ago1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ircular agricultur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 By the principle of agrotechnical innovation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ways of quickening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ground of existing techn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ircular agriculture1

Key words : technology innovation ; agrotechnical innovation ; circular agricultur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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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n Labour Flow

L IU Ping
( Fujia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dministrator College ,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large population1 The shift of surplus rural labours becomes a cor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also an

only solution to solving problems facing agriculture ,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our country1 We will assimilate and draw on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labour flow , follow its universal rule and quicke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1

Key words : labour flow ; universal rule ;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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