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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评述和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从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因
素和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国家投资策略、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
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国外及中国典型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作了介绍及
评析；分析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和产业选择；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基本制度、加快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和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育、加强进城农民工培训等方面提出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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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导论一、选题的意义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三、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四、研究方法五、对几个
基本概念的界定第一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一、机器在
农业中的使用是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直接原因二、社会分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三、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方式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
的条件五、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第二节 中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的探索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探索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第三节 西方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论述刘易斯模型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三、舒尔茨的理
论四、托达罗模式五、钱纳里模型六、斯塔克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理论模式七、推一拉一压理论第二
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第一节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因一、突出的人地矛盾二、
二元工业化道路的资本排斥劳动三、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四、不断变革的土地制度五、农业物质技术
装备水平的提高和季节性生产六、农产品需求弹性小第二节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一、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追求更高的比较
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提供了外在动力四、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要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五、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要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六、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关系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稳
定发展七、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加快农村⋯⋯第三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
约因素分析第四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五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借
鉴及启示第六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和产业选择第七章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建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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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就农业而言，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某一时间阶段里，对各种劳动力（男女比例、素质高低等等
）是有一定需求的。
比如同样是一块田，按照上述的第一种边际生产率极低或为零就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假设只需
要5个劳动力就够了，其余都是剩余的。
但如果有一位能人，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改变了这一块田的耕种内容，同样按照边际生产率理论，可
能需要多于5个人或少于5个人，但对这些人的素质、性别、年龄等要求就可能发生改变，从而使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年龄构成等也发生了改变。
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个动态的概念，其表现形式为数量、质量、年龄构成、性别比例等，
并且以上述参照物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就农村家庭而言，近几年由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和农业税的减
免，农民增收减负，使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土地上，其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种粮边际收
益的提高。
当种粮边际收益加上农闲时的当地边际收益大于外出打工边际收益时，农民工的回流就成为必然。
针对回流的农民工而言，在原来的土地上劳动，其边际生产率是一样的，能否算作剩余劳动力呢？
这就很难用边际剩余理论来解释。
　　4.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变化，与农村和农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协调、和谐”，包括：农村现存劳动力与未来劳动力的协调和谐；男劳动力与
女劳动力的协调和谐；高素质高文凭劳动力与中、低素质或中、低文凭劳动力的协调和谐；高、中、
低收入劳动力的协调和谐；劳动力数量、素质与农村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和谐；农民家庭成员
之间对于收入和就业的满意度的协调和谐；农村内外劳动力的协调和谐；一年四季劳动力布局的协调
和谐；等等。
每一次每一类别的协调和谐，都代表着一种进步，代表着更进一步的农村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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