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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制度背景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市场化发育程度存
在较大差异。
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经济转型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制度的变迁，而以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为分析思路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恰恰忽视了制度因素在转换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因而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践绩效。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度分析》试图响应新兴古典经济学回归分工的古典传统
，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构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框架，为中国转换二元经济结构和实现经济协调发
展提供可能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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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3思路的转变　　在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理论研究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普
遍认可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
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部门的转移，因此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在非农领域
的充分就业，就成为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有效途径。
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对以刘易斯为开创者的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承袭和发展。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两点偏颇：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是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应的范畴，它
的出现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和外在表现，而不是相反。
换句话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是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果；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外在表现。
那些认为只要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能够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观点，
显然违背了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的基本逻辑。
进一步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依据产业划分的标准按照不同产业的地域空间对工业与农业相互割裂
发展的说明，与刘易斯本原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视为刘易斯意义的二元经济结
构的特例，因此单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说明并不能揭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全部图景。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实质上是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思路导向下对二元经济结构
转换途径的探索，本质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
一种外在表现。
然而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展的体制改革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和涉农领域的
制度性限制措施等因素，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内生和自发的非农化转移。
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市场经济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时面临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然而在二元经济
结构长期存在的状况下，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做出巨大资金贡献的同时，却被隔
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之外而孤立地缓慢发展，“三农”问题的严峻现实，充分说明作为弱质
产业的农业、作为落后地区的农村以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效率优先”和“公平兼顾”两方面
都不具备基本的竞争力，因而无法凭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获得谋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初始推
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人员的“挤出效应”作用下，农村剩
余劳动力自身的技能素质以及劳动力价格的变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可持续性。
虽然政府从增加农民工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等角度制定实施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各种
政策措施，如取消就业制度中的歧视性规定、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但这些政治色彩强而经济性质
弱的阶段性措施只是能够在短期内起到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作用，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
生和自发的非农化转移，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源割裂配置的制度性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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