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劳动力转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村劳动力转移>>

13位ISBN编号：9787504569196

10位ISBN编号：7504569194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者：罗明忠

页数：1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劳动力转移>>

前言

　　罗明忠博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约束与突破——“三重”约束的理论范式及其实证分析
》描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三部曲：学艺、筹资、找工作的微观决策过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是农
村劳动力转移微观决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主要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
根森模型、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等。
前三个模型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而托达罗则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
托达罗认为，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贝克尔则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因为迁移过程中劳动者所发生的成本是为了未来
得到更多的预期收益。
伊兰伯格和史密斯在《现代劳动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模型可以被用来理解和预
测自发的劳动力流动。
可见，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劳动力同质到异质的飞跃。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而且是无限丰富的，经济增长主要是
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
随着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甚至有人把
它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变化是对社会资本问题的关注。
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资本将影响劳动者的选择机会以及转移后能否顺利融入
新工作岗位。
罗明忠的研究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方向，从劳动力的微观决策角度入手，阐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微观机
理，试图找出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力图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三重”约束理论范
式并加以实证。
 　　在本书的“三重”约束理论范式中，作为一个经济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目的
同样是收益最大化。
当然，其收益最大化可以具体表现为货币收入增加、人力资本增值、社会资本增加等不同的形式。
而为了达到转移的目的，具有转移意愿的劳动力面临的约束：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其中，金融资本决定了准备转移农村劳动力能否支付初始转移成本，人力资本则决定其转移后获得工
作收入水平，而社会资本则影响着其获得就业信息的数量。
这一理论范式是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个深化。
作者还将和谐劳动关系纳入了研究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回流现象的原因。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交易的一个过程。
从劳动力市场交易来看，劳动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多少决定了其参与交易的市场半径大小，人力资本
拥有量大小则表明了参与交易的劳动力本身质量的高低，而社会资本则起着降低市场交易信息搜寻成
本和交易费用的作用。
 　　按照O·E·威廉姆森（1985）的理解，决定交易特性有三个要素：（1）资产的专用性；（2）不
确定性；（3）交易发生的频率。
由这三个特性要素组合而成的交易特性决定了交易—协约的方式和协约关系中应该采用的组织管理结
构（或称规制结构）。
就上述三个基本要素结合起来确定的交易特性来说，一项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越高，就越不容易转移，
或者转移所遭受的损失越大，也就越容易被“锁定”，在交易中可能面临着更多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与威胁，因而越多地倾向于采用企业的形式进行交易。
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意味着市场交易费用越高，越倾向于采取企业形态，相反，通用性资产则往往
在市场中较容易进行交易；而低交易频率的交易为了避免设立保障机制而带来的费用，往往采用市场
形式进行交易，反之，高交易频率的交易往往发生在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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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的交易特性表现为： 　　（1）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专用性。
通用性资产可以很方便地转移到其他交易中去或者能被方便地处理掉，不会引起经济价值的重大损失
。
专用性资产一旦形成则很难再被转移配置使用，即使能够再配置也会遭受严重的经济价值损失。
人力资本专用性是资产专用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劳动力来说，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别是增加
具有较强资产专用性的专业技能，是使得劳动力能够稳定转移，进入专业人才市场，为企业组织长期
雇佣的有效途径。
相反，人力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劳动力只能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交易。
 　　（2）劳动力交易的不确定性。
劳动力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不仅来自外部，而且更主要来自于交易的内部。
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农村劳动力市场容易成为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可能充斥着低质的
劳动力，因而交易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双方又相互依赖，因此就可能因某一方的投机行为而出现
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
劳动力交易不确定性还表现在来自劳资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位。
上述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为减少不确定性：一方面可通过参与技能培训等获得职业资
格证书的方式显示劳动力质量，增加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社会资本，获得一些声
誉较差的企业主的有关信息，减少与这些企业交易的机会。
 　　（3）交易发生的频率。
不同的劳动力在市场交易中拥有不同的交易频率。
劳动力每一次转换工作都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包括各种信息探寻费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路费、生
活费及其他直接费用等。
劳动力一方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丰裕程度显然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被雇用的机会。
当然，也增加了更多“用脚投票”转换工作以寻找合适工作的机会。
企业生产是劳动和资本在企业中反复配置的过程，对于企业而言，长期雇佣意味着劳动力能够参与较
高交易频率的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而短期和临时的雇佣则意味着劳动力只能依靠较低交易频率
的一般劳动力市场的交易。
赢得长期雇佣机会的这部分人往往是人力资本拥有量较高的人，他们能够实现稳定转移的目标，反之
，那些被短期雇佣的人群则容易成为劳动力回流的人群。
 　　根据上述分析，农村劳动力要能够顺利转移，成为企业组织的一员，而不是游荡于一般市场之中
，必须在塑造与企业组织相匹配的劳动力交易特性方面有所突破。
因而，从劳动力的交易特性来看，劳动力转移的“三重”约束有其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内在依据。
 　　另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关系是否和谐是劳动力市场交易费用高低的一个标志。
和谐的劳动关系，表明劳动力市场交易费用较低，不仅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反映劳动力的质量，
而且劳动力的权益、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也可以得到保障。
反之，则说明劳动力市场运作是低效率的。
 　　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选择“回流”，从交易的角度看，首先是由于同质不同价，主
要是工资、福利待遇差别。
其次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歧视和限制所导致的高昂的交易
费用。
这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及其附着在户籍之上的一系列劳动者身份限制，诸如子女上学、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济的差异，加上来自政府责任缺位所导致的“讨薪难”等合法权益得不
到保证，这些歧视和限制构成了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的巨大交易费用。
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降低劳动力市场交易费用，也是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当然，一个理论要获得实证的检验，需要实践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同时在理论研究上需要
从多维度、多层次加以进一步拓展。
 　　是为序。
 　　广东省政府特聘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罗必良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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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换的过
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都要面临的难题，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
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当然要受到宏观经济走势、国家政策和制度因素、非农产业及城镇可能提供的就业
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但是，从微观层面看，在我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有动
力也有需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转移。
    作为一个“经济人”，农村劳动力在作出转移的行为决策时，必须直面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就业
矛盾突出的现实，根据成本（风险）-收益比较后的结果作出决策。
只要预期收益不为负，那么农村劳动力就有可能实施转移的行为，以实现其个人效用最大化。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从微观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三重”约束：金融资源
（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约束。
因此，要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必须突破这“三重”约束，其途径为：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金融支持，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积累，搭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网络平台。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回流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要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回
流，保持已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稳定，实现农村劳动力真正彻底的转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问题。
要通过建设和谐劳动关系，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增强城市和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
引力，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心理预期，激励农村劳动力实施转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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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我国这些年出生性别结构及教育发展的影响，女性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与现实需求
之间存有差距。
按照章铮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估算，2003年，我国25岁以下乡村劳动力缺口为687万人，
而25岁以下女性劳动力缺口更是高达1002万人。
但是，与此同时，到2003年年底.我国有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高达7674万人。
因而。
结论是：从总量上看，我国不存在“民工荒”，但在特定年龄段和性别上确实存在“民工荒”。
①也就是说，目前25岁以下的劳动力正好是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出生的人口，得益于我国计划
生育政策的执行，本身少生了上亿人口，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女孩的出生率相对又比较低，根据统计，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17：100。
另据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广东省全省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9：100，已经高于正常水平，而湛
江、云浮、韶关等市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则超过了130：100。
2005年广东省0～14岁的每一年龄段人口性别比均明显偏高，男女比例明显失衡，性别比最高的5岁段
达134.6：100，最低的14岁段也达112.7；100。
且性别比随年龄下降呈上升的趋势。
　　除此以外，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由108.4万增加
到447.3万，年均增长率为26.7％；在校生人数由340.9万增加到1333.5万，年均增长率为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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