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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减贫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如何
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好地实现减贫，面临着诸多挑战。笔者认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相对

充分的条件下，对于仍然存在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辅之以新的减贫方式。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贡献 
    一、劳动力转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部门就业，转移出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都会有更
高的劳动边际产出。因此，劳动力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

产率部门的劳动力重新配置。这种配置效应也意味着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并构成推动我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头 20 年，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
献份额在 16%-20%之间。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越来越充分的流动，劳动力在农业中的边际劳动生

产率将越来越接近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可能由于前一个效应

逐步扩大，也会因为后一个因素而有所减小。 
    即便由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源泉。以 2012年为例，根据估算，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 8.6%。而且，
这还不包括从农业转向本地非农部门就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以及外出务工但期限在半年以下

的劳动者的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2003年以后，劳动力转移的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体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继
续扩大，也表现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同时，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开始出

现，中西部地区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区域间收入差

距缩小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可以预见的是，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高，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
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愈发明显。换言之，忽略农民工群体对估算城乡收入差

距所造成的偏差就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2005 年农民工的数量为 1.26 亿，月
平均工资水平为 821元（2001年价格）；到 2015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 34.1%，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了 196.2%（2015 年为 2432 元）。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贡献会更加明显。 
    三、减贫的重要手段 
    从减贫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角度看，鼓励贫困地区的农户通过迁移减贫，实际上是充分利用
贫困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通过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自发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相对于其他贫困干预措施，利用劳动力转移实施减贫，其政策执行的成本相对较低。利用劳动力

转移减贫，所对应的政策措施往往是一些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举措。这种对人投资的过程，

不仅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手段，其本身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目标。 
    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逐步完善，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的障碍逐步减少，使得来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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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的农户，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贫。实证研究的结果

表明，贫困线周围的农户，比更贫困或更富裕的农户做出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可能性更大。通过迁

移等形式的劳动力转移，贫困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可以提高 8.5%-13.1%。 
    劳动力转移与减贫面临的挑战 
    一、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贫的局限性 
    我们观察到，贫困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群特征在不断变化。如果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边际化了
的话，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效果就将边际递减，需要转向更加注重瞄准个人和家庭的扶贫方式。应

该怎样将各种扶贫方式有效衔接解决农村贫困，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诸多关注。随着农村减

贫进程的推进，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成为农村减贫的两个重要举措。我国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贫困

人口识别机制，保证更多的贫困人口从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中受益，以尽快摆脱贫困。此外，针

对连片特困地区不同的主导贫困原因，需要采取更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解决集中连片和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 
    二、迁移贫困与减贫体系的一体化 
    随着在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前城乡分割的减贫体系也面临着挑
战，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实现城乡减贫体系的一体化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与农村贫困大多以绝对贫困的形式出现不同，在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贫困形式更加多元
化，他们需要更多地面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

业的非正规化比例，要高于城市本地居民。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具有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

低、工作稳定性差以及社会保护不足的特点，农民工的就业集中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不可避

免地要面临由此产生的种种脆弱性和贫困。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更大，工作环境更恶劣，可能

会对农民工的健康状况造成损害，并进一步传导为贫困。 
    三、实现减贫体系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鉴于迁移贫困的根源是社会保护制度的差异，实现社会保护制度的城乡一体化，将有助于从
制度上避免贫困的流动。和很多国家相类似，我国的社会保护制度虽然仍然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

程中，但其主要构成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还是社会救助

制度，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的城乡分割现象。社会保护在城乡之间的两种制度体系并行，导致了劳

动力流动到城市以后，容易形成社会保护的真空。 
    综上所述，只有实现了社会保护制度的城乡统一，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才
能和城市本地职工一样有能力抵御不同形式的风险，从而降低所面临的脆弱性。社会保护制度的

统一，不仅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实现城乡的统筹，也需要在受益水平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赋予农民择业的自由。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事实的经营主体，农户能够自
主安排劳动时间和选择经营项目，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择业和流动权利，这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

规模迁移的制度基础。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
动力或者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或者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这些迁移不是政府计划配置的，而是

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第三，尊重实践和尊重农民。对农民的择业权利予以充分尊重，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式适时调
整政策，保证了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从逐步改革和放宽政策，一直到推动组织制度创新，引

导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结构变革的客观规律。 
    第四，重视对人的投资。虽然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也是对人的投资过程，但是，由农民转变为
产业工人，也需要不断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我国在过去 30 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历程中，一直
非常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我国政府和农民家庭对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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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近年来，政府对于劳动

力的培训也予以高度重视，实施了多项农民工培训计划。在政府针对农村贫困的专项计划中，对

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培训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升的趋势。即便是在
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现有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不足以使我国的制造业升级，这给我国经济增长

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挑战，也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