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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中国的农民工工资进入了快速上升的通道。
面对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拐点性变化，很多人认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将很快消失，增长动力将削
减。
本书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
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这种反映市场要求的工资上涨不仅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
竞争优势，而且将促使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发地、内生地进行产业调整和产业梯度转移，改变以往结
构性调整缺少支点的困境，从而开启市场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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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供给就像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
这与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决策有关。
传统理论假设，由于农业收入极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务工的机会成本近乎为零，所以只要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纷纷涌向工业部门，这是造成劳动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的根本原因。
但在今天中国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并不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
分工，因此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
　　按贝克尔的家庭劳动分工理论，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收益与成本比较
，更重要地，还取决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
即使他参加工作能够赚取工资，但如果家庭需要他留下来分担内部劳动，他也可能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除非工资足以弥补他放弃内部劳动所带来的效用损失。
对中国农村来说，可能正面临着这一现实。
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留守劳动力比较多，将劳动提供给工业部门不会对家庭内部劳动产生明显影响
，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留守劳动力越来越少，照顾老人、子女、房屋等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日
益迫切。
留守劳动力虽然闲散，但在承担家庭劳动分工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
离开这种分工，家庭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子女无人管教、老人缺乏呵护、房前屋后荒芜、财
产面临失窃危险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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