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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针对实际问题进行
理论思考，在广泛参考已有文献、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得出了一系列
富有新意的结论，有些尽管不是很成熟，但对于现实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第一，时代的变迁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国情首先为创新性地研究这一老课题奠定了基础。
这决定了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也不能
照搬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通用模式，更不能将20世纪我国理论界对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思路不加梳理、修正和发展地运用到新世纪、新时代和新背景下。
基于此，作者开宗明义，将本书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在时代发生变迁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的发展性和实践的创新性。
全面揭示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新动向、新矛盾，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
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何、如何和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转移就业显得顺理成章，
读来一目了然。
    第二，关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指导思想，理论界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
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各条途径之间的层次、地位和相互关系尚待于进一步系统研究和梳理。
本书的研究弥补了理论研究中这方面的一些缺憾。
在理论上，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
这样的道路不但遵循了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同层次需要的渐进原则。
既有利于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还能促使劳动力输出地区由“寄养”于外地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
逐渐转移到依靠劳动力“自养”发展地方经济，从而有利于防止由于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造成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差异的加剧，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这一结论在当前各种形式的差距有所加剧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本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始终围绕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从理论
上加以阐述，从案例上进行佐证。
得出了反映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应该包括的几层含义：    首先，从转移就业方向
看，既要坚持异地转移就业，更要着眼于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就地和就近转移就业从长期看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方向。
    　　其次，从转移就业的实现机制看，一方面，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
制。
具体要建立如转出地区政府和转入地区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供求信息传
递机制；城乡劳动力市叠。
场统筹机制等。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促进机制。
具体如建立一般农业劳动力向农业人力资源的转化机制；农业劳动力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
制；农民工劳动报酬保障和正常增长机制等；逐步由市场协调这些机制运行提高转移就业的效率。
最后，现阶段还须考虑建立农民工“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保障机制。
要形成在转移和回归之间、非农业和经营农业就业之间的自由流动机制。
要使促进转移就业与建立“老回”机制并不矛盾！
    最后，从转移就业的模式看，“农民工”将成为中国特有模式。
农民工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在长期流动中得到发展的一种模
式。
在各种转移模式中，农民工是主体。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农民工脱胎于农业和农村，发展于非农业和城镇；不是行政计划的产物，而是市
场选择和选择市场的产物；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依靠力量，将来还是城市化水平
进一步提升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是建设和发展新农村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农民工连接城市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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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非农业，形成统筹城乡的枢纽。
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关系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成效，关系着城乡发展的和谐程度，影响着二元结构
向一元结构转化的进程和速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处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进一步指出包括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等在内的五条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
一条伟大道路，五条具体道路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一般框架，这一框架下面还应包括很多更加具体
的道路，有待于我们认真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本书提出的中国特色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
路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理论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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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理论和实践证明，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是各国现代化实践规律的一般总结。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产业转移与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地域迁移更是一
个普遍规律。
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差异，这个一般总结和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和
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存在特殊表现和作用形式。
对我国而言，传统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是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国情，这决定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体现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最基本的特点，也构成了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过程特征的一个基本方面。
另外，我国正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决定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必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逐步实现由行政式转移到
市场化转移过渡。
可以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和转移源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实现持续、稳定、有效转移
就业也必然要依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其中就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指导意见。
《决定》指出：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也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严峻形势。
《决定》还进一步指出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的具体方向和意义：一是把鼓励和促进农村
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指出了今后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明确方向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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