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农村劳动力



一、劳动供求、转移理论

二、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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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需求
在一定条件下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

对劳动的需求由其增加的国民产出的边际生产率所决定的。

需
求
曲
线
向

右
上
方
移
动

的
条
件
是
资

本
积
聚
，
技

术
进
步
以
及

劳
动
质
量
的

提
高
。

P边际产品

（实际工资）

D1
D2

L1

P1

0

P2

P3

影响劳动需求曲线移动的三个因素。资本品、技术水平和劳动质量。 

L劳动投入

一、劳动供求、转移理论

（一）西方经济学的劳动供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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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供给曲线
影响劳动劳动供给的三个因素。

  （1）每个人的劳动时间
可支配时间总量：24-8（睡眠）=16小时

    可供给劳动时间：16-H（闲暇）
    影响劳动供给的工资，即是劳动价格，又是闲暇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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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供给曲线

a～ｂ，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增加， 16- H0增加到16-H1

              闲暇减少，H0减少到H1

b～c，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减少，闲暇增长。

16-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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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参与程度
    在美国，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妇女参与的大量增加，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即15岁以
上妇女中被雇用人数/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由1950年的34%上升到现在的60%。原因有二，一是

经济因素，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妇女更有吸引力；二是社会原因，妇女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变化之二是65岁以上老人的参与率，原因是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提高和改善。（经济和社会原因）
（3）移民

    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移民在劳动供给中的作用很重要。1990年有10%的美国人是在外国出
生的。50年代，美国移民主要来源是德国和加拿大，80年代主要是墨西哥和菲律宾。

劳动供给变动的实证估计

各组工作者
劳动力参与程度

（占人口的百分比） 对实际工资上升的反应

1960年 1997年

成年男子 86 77 供给曲线向后弯曲，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供给弹性较小，
-0.1～-0.2，意味着实际工资上升01%，劳动供给下降1%~2%。

成年女子 38 60 劳动供给与工资上升正相关。

青少年 46 52 劳动供给对工资上升的反应差异较大。

全部16岁以上人口 59 67 供给弹性接近于0，0~0.2，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大体相等。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P188。



3．工资水平及其差异

国家间差异
供给和需求决定工资水平。由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人

均资本量和技术水平等原因，造成国家间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地区 西德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英国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制造业的工资历和福利 31.88 23.66 17.20 16.48 13.77 5.25 1.51 0.71

水平比较(各国/德国) 100% 74% 54% 52% 43% 16% 5% 2%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P189。经修改。

1995年各国工资水平差异 美元/小时

中国：1995年，人均工资月，458.3,元，汇率6.73，开始实施五天工
作制。小时工资1.7美元，相当于德国的5.33%。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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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各国家和地区最低薪资标准



①工种之间的差别：补偿性工资差异

    由工种质量或性质引发不同的吸引力，需要通过提高工资诱导人们进入那些吸引力较小的工

种。由于各处工种的吸引力或非货币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的工资的补偿率的差别称为补偿性差异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蜘蛛人（玻璃清洁工）人的工资比门卫的工资高。海上石油平台和塔里木盆地油汽田工人比

中原油田工人工资高，因为他们要做危险和孤独的工作。相反，那些令人愉快和心理收益大的工

作，如公园管理者和教师，工资水平则处中等。

（2）国内工资水平差异

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工市场上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竞争会使每每小

时工资水平完全相等，没有一个雇主会为一个劳工的工作支付比与他相同的劳工保具有相同技

术的劳工更高的工资。真实的现实是劳动市场不完全竞争，产业和个人之间广泛存在工资差别。



③人们的特殊差异：独特的个人“租金”
    “星族”（歌星、影星、球星、笑星）的名气使其收入惊人，原因是他们拥有一种有价值的技能，
他们的收入上升或下降20-50%，他们的劳动供给不会做出多大反应。其收入高于其次优职业中取
得的收入的部分，称为经济租金。
    技术变革使得少数优秀个人能更加容易地占据市场的更大份额。顶尖明星的表演能通过电视被几

十亿人看到和听到，这样使他们的租金会继续上升，未来的冠亚军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谓
“胜者全得”或“赢者通吃”。(Winner take all)

②劳工之间的差异：劳动质量的差异

    工种吸引力小的垃圾清洁工的工资，比有声望、体面、工作条件优越律师工资少得多，这种差
别产劳动质量的原因。表现为智力、体力、教养、所受的教育和培训以及经验方面的差异。高质量
劳动所得的高工资，实际上是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医生、律师和工程式师将多年时间投资于接
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他们以付学费和放弃工资形式投资于上大学和读研，并且经常长时间学习。

人力资本 大学毕业 高中毕业 未读完高中

18~65岁收入额（按1996年价格和收入水平） 450 270 180



职业
高报酬职业 低报酬职业

工程师 医生 律师 照顾小孩 秘书 护士助理

妇女所占百分比 8.5 26.4 29.5 97.1 98.6 88.4

美国劳工市场分割情况（1996年）     

C.统计性歧视
    具体个人情况都被按其所属群体的平均情况来加以处理。如雇主根据雇员所上大学考察他们，人寿保险和汽车
保险公司以投保者的风险平均考察稳健谨慎的投保人等，再如当前外地人以妖魔化的河南看河南人。统计性歧视强
化人们的成见，并能减少某一群体中成员提高技能和积累经验的激励，形成反激励。所以，统计性歧视不仅将个人
按其群体类型化，而且它还降低人们对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的激励，于是又强化了关于原有群体牲的思维定势。如
中关村的不招河南人的故事。

④分割的市场和非竞争性群体

     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一个部门调动到另一部门的障碍和门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形成的，一种是制度形成的。
 医生和数学家之间的非竞争性属自然，税务工商和银行之间更多是制度。
       ⑤歧视
    当收入差距的产生仅仅是由于不相干的个人特征，如种族、性别、宗教、户口等原因时，称之为歧视（discrimination）
    排外歧视（如现在的户口歧视）:由于某些群体无法获得较好的教育和培训，并由于习俗、法律或合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被排

斥在好工作之外。城市用工制度，管理收费制度。
      种族和性别歧视:  在美国一个妇女的收入比一个和她具有相同教育、相同测验分数和相同社会背景的男子低20%。劳工市场同

样因性别存在分割。



（二）发展经济学中的转移理论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是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城乡人口

流动（rural-urban migration）或劳动力转移（labor transfer）。因为它关系到一系列结构
关系的变化，如从就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两方面都影响到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变
化。

1．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5月发表）。

①非正规部门是正规部门的劳动供给源泉。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资本量少，劳动生产率低，
甚至部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维持农业劳动者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的生存收入，
也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限界。由于城市生活费用高，乡村散慢自由生活的节奏惯性，城市
工会部分的力量等，会使城市工资高于农业收入30%，但不会过高，因为流入城市的劳动大军会

迫使工水平下降。
    ②劳动转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无限供给阶段，资本稀缺，劳动丰富，资本
积累所产生的剩余全部归资本家（见下图），工人工资部分是固定的，技术变革的利益全部转变
为利润，归资本家占有。运用的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阶段是包括劳动在
内的所有要素都稀缺，劳动供给出现弹性。工资水平是可变的，经济增长的利益在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分配，如在图中的S～H，工资历上涨，利润与劳动投入增加的增长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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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意义

    ①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
构差异。使经济学分析接近发展中国家实际。
    ②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

参考意义。

（3）缺陷
    ①无限劳动供给在现实中不存在。舒尔茨在《传统农业改造》中以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对印度农业的
影响为例，否定了“零值农业劳动”。全国死亡率为6%，影响较轻的东部为2%，较严重的西部达15%。排
除土地、役畜、灌溉和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的影响和印度的劳动系数0.4相当，即劳动力减少10%，农业产出
减少4%，而且地区之间农业产出减少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比例是一致的。可再用中国现实中的例子说明，劳
动大量转移的地区农业下降。刘易斯对“零值农业劳动”批评的辩解，其不是指一个人时（a man hour）的
劳动边际生产率，而是一个人（a man ）的边际生产率。
   ②只强调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在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的条件下，只要农业收入低

于工业工资水平，不管农业是否发展，工业都可以扩张下去。事实证明，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发展中是发
挥作用的。工业扩张过程中的粮食问题（在城市增加需求和在农村减少供给双重影响）、资本问题、劳动供
给问题等，无不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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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始终得不变的。意味着资本积累率与就

业创造率同比增长，资本积累越大，就业机会就越多。这与资本主义发展发展历史经验
和中国发展现实都不符。马克思揭示过“资本排挤工人”的事实，中国的资本就业弹性
也不断下降。用表3-5中的就业产出弹性考察。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就业、实际工资和就业产出弹性（以年增长率的百分比表示）

时间 增加值 就业 实际工资 就业产出弹性

1978-1980 10.6 5.2 8.0 0.49

1980-1985 9.9 4.7 4.5 0.47

1985-1990 9.2 3.1 2.8 0.34

1990-1995 17.7 2.6 7.8 0.15

1995-1999 10.3 -4.6 8.3 -0.4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注：增长率系终点时点间的年复增长率。实际工资系按名义工资在剔除城镇消费物价指数后得
出的。就业产出弹性系就业增长率与增加值增长率之比。



④假定农村存在剩余，而城市不存在剩余。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农村和城市同时存
在剩余。

种植业所需合理农业劳动力 单位：千公顷、千人

省、区 耕地 需要劳动力 现有劳动力 剩余数量 剩余比重

山东省 6679.4 12523.9 24975 12451.1 49.9%

湖北省 3349.2 10047.6 12660 2612.4 20.6%

河北省 6498.8 9748.2 16200 6454.8 39.8%

河南省 6786.3 10179.5 29027 18847.5 64.9%

全  国 95466.5 176586.4 324349 147762.4 45.6%

资料来源：刘江主编，《21初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P600表7。

全国城镇失业率及变化

1978年 1989年 1997年 2003年 2018年 2022年

城镇失业率 (％) 5.3 2.6 3.1 4.3 4.9 5.5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港澳台及外方人
员)+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城镇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00%



⑤在不变的工资水平，及30%的城乡差距条件下，就可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这不符合发
展现实。实际上，工资水平上升，而且农业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它产业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不
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 。

国家发布民工荒调查报告：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8日05:34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9月7日电 （记者刘声）“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

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天发
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
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

就国内一些地区出现民工短缺的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
点调查。
    结果显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需求量大、严
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
加工等行业。

为什么收差距扩大，而农民进城受阻？ 



2. 拉尼斯—费（景汉）经济发展理论（Ranis-Fei model）

该理论旨在研究不发达经济从停滞条件转变为自我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理论。从部

门关系、人口变化、技术进步几个方面，发展了刘易斯理论，人们将两理论合称为刘易
斯—拉尼斯—费模型（Lewis- Ranis-Fei model）。

（1）内容：两大部门、三个阶段、

   ①两大部门平衡增长。拉尼斯—费经济发展理论，在刘易斯二元结构基础上的最大
进步是，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楚地表示出来了，认为，农业生产率
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停滞的农业中，农业
的剩余劳动是不可能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但是，仅有农业生产率增长中不够的，
要使劳动力转移不至于受到阻碍，还必须使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
性。



②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即MPP=0。
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不生产任何农产品，他们从农业总劳动人口中撤出来，总产量一点也不减

少。这部分不生产农产品的劳动人口叫做“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转向第二阶

段的条件是，增加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提高创新强度，增强劳动偏向，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
使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即0＜MPP＜CIW。“不变制
度工资”（CIW constant institutional wage），等于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它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

的，而是由习惯或非市场制度力量来维持的，因为在竞争的假定下，实际工资将会降为零，等于
MPP（边际劳动生产率或劳动需求曲线）。

第三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MPP＞CIW。进入第三阶段的条件是只有当吸收

完隐蔽失业者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才能大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部门才能实现商业化。根据刘易
斯观点一旦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阶段转为上升，无限劳动供给终止，劳动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要
素。拉费认为转折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时，才能实现
转折。在此，理论发展到论及农业的增长、人口增长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理论
所没有的。



（2）理论贡献

   ①突出农业发展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刘易斯理论中，把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局限于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拉-费认为没有农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是不
可能的。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部门
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扩大的需求，劳动力转移就受到阻
碍。农业对工业化不仅有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贡献，而且有市场贡献。
    ②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刘易斯理论中，资本积累是工业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唯一源
泉，把技术进步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拉-费则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
视作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把技术变化或创新定义为不增加要素投入的产量增加。提高农业
生产率的技术改进，有的很少需要增加资本，而只需要增加劳动投入而已，如轮作、套种、深
耕和良种。
    ③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刘易斯的理论暗含的假定，要素比例是固定的，即技术进步
是中性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具有很高的资本偏向，悖于发展中国国家国情。拉-
费告诫发展中国家，应考虑本国劳动丰富的特点，重视劳动偏向性技术引进。而且资本偏向技
术在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专栏3-2 加纳的椰子油
    加纳的艾夏马油品公司是一个大干椰子肉加工厂，建于1961年，主要从事提炼和出口椰子油

业务。它最突出的方面是在加工干椰子肉方面利用了现代机器的技术优势。这批昂贵的先进机械
加工设备是从外国进口的，由外国的工程师提供生产计划。
    工厂的设计布局存在问题的同时，机器设备也不可靠，尤其是在当地的操作环境下经常出毛病。

在加纳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维修机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机器一旦发生故障，要花两到三个月
的时间才能修好，大大影响了生产。
   该工厂在椰子油榨取方法上的技术优越性并没能对其相应的经济优势提供任何保证。正是因为

有这些昂贵的机器设备，而它们又是经常出毛病而被弃置一旁，所以工厂的生产成本很高。该厂
每吨油的生产成本是987.98塞地（加纳货币名），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仅为每吨624.89塞地，只
是国内成本的63.2%。

④明确指出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根据刘易斯理论，由于资本家利润的动力，会使

资本积累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而实际情况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家发挥作用的环境、作用强
度和作用方式都有和发达国家过去发展阶段不同的。资本家的谋利，更多是与权力结合，对农民
和农业的剥夺。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积累很难快于人口的增长。拉-费的人口增长和最小
临界努力的论断是，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增长率必须大于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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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人口增长对劳动转移的抑制

（3）缺陷
①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符。
②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农业收入决定的，并且是不变的，两者都不符实际。城市工资
水平独立于农业收入，并且是不断增长的，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城市工资仍在上升。
③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会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与事实不符。在农业中，不
同产业和不同部门，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报酬有很大差异。

I



3．托达罗的欠发达国家劳动迁移与城市失业理论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共生现象。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发展

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些事实使建立在城
市充分就业假定上的人口流动理论，丧失了其有效性。托达罗的劳动迁移理论为之提出了较
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托达罗的理论是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不能解释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并
存现象的条件下产生的。与其它劳动转移理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的目标不同，托达罗理论目
的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并且不承认农业存在剩余劳动，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是正
数。

（1）主要内容

    ①迁移决策。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
异，而且还决定于城市的就业率或失业率。并断言引入就业概率变量，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在
城市失业规模大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加速现象的关键。
    迁移动机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M=f（d） f`＞0 其中：M—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 d—城乡收入差异。 
 f`＞0 人口流动是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d=w·π－r 其中：w—城市实际工资率。π—就业概率。 r—农村平均收入。
                     
 其中：γ—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N—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S—城市总劳动力规模。

γ=λ－ρ 其中：λ—工业产出增长率。如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ρ—劳动生产增长率。如延长学制，推迟就业时间来减缓城市劳动增长。
城乡人口流动量
 M=f（d）

人口流动量的被解释变量 理论关系 实际含意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d=w·π－r

w—城市实际工资率 正相关 区别城市实际工资率和农民工收入，提高农民工收入

r—农村平均收入 负相关
区别收入差异的引力和制度障碍的斥力，劳动质量、分割市场和非竞争性、
歧视是当前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要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能力，完善用工
制度。

N—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正相关 增加现代部门的就业人数，两条途径资本积累和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

S—城市总劳动力规模 负相关 合理调节城市劳动力规模，包括总量（数量和质量）、和结构两大方面。

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γ=λ－ρ

λ—工业产出增长率 正相关 提高工业产出增长率，并使资本规模和就业规模同步扩大。

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负相关 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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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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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城市失业：

主要有四个变量：
γ—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γ=λ－ρ
β—城市劳动自然增长率。
α—城乡实际收入相对差异    
π—就业概率。
  托达罗在分析中假定城乡收入差异是固定的，即托达罗认为，城市劳动供给决定于城市劳
动力自然增长率和城乡人口流动规模。

（2）政策含义
  A、依靠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通过资本积累规模扩大，采用劳动偏向技术的

工业扩张，现代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每创造一个
就业机会，就会有2到3个农村人口进城。
   B、消除扩大城乡收入差异的人为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因政治、体制、制度等非市场力量，
扩大了城乡差异，通过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异的可行措施。
  C、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发展中国家改变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
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异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根本之策。



（3）理论意义

   A、提出了非市场因素决定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导致城乡收入差异拉大，引起人口流动

速度快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造成城市失业率上升。而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

模型”中，工资水平是由农业部门收入水平决定的，并固定不变，不存在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异，

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与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创造率是一致的。

 B、把就业概率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他人口流动理论都把城市充分就业

作为分析前提，影响人口流动力的唯一因素是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C、强调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与其他发展理论不同，托达罗不是把农业作为工业化

的一个工具来强调它的发展，而是把它本身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在其理论中，农业与工业，农村

与城市在发展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

城市，而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最终

使二元结构消失。



（4）理论缺陷

    A、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其

出发点不是象其它人口流动理论，强调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

意义，而是着重研究如何放慢人口流动速度缓和城市的失业状况。

    B、没有重视农村人口的回流现象。托达罗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

者必定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宁愿在城里传统部

门做些临时性工作或者完全闲置着。而现实是哪些工作无着的失望者

和部分成功者，回到农村就业或创业。



• 区域发展条件下的区域转移：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 市场化条件下的行业转移：从低收入行业向高收入行业转移。

• 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转移：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 现代化条件下产业转移：从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转移。

• 国际化条件下的跨国转移：从国内向国外转移。

二、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二）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 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促进劳动资源与其它要素的合理配置。

• 开发农村潜在资源，扩大农村就业。

• 促进农村分工分业，拉长农业产业链条。 

• 发展小城镇，扩大农村劳动的的承载和积聚能力。



（三）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问题

小学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初中

O 年龄

收入
1.农村人口优生优育问题

少生难育问题

2.农村教育问题

   生源和资源“双流失”问题

3.农民职业培训问题

供给需求错位问题。政府“盒饭”与

市场“自助餐”的配合。

4.农村卫生医疗问题

农民交、用“双难”问题。



1.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了吗？  阅读文献

（四）农村劳动力问题研究

2. 农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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