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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广大农民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多数比例，而农民收入却比重过低，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
现下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数量上改变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关系，使越来越多的农
民不再是农民。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关键步骤。
《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制度变迁与人力资本溢出的双重视角》以西北地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为研究对象，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溢出为研究视角，通过将宏
观经济转轨与微观行为调整相结合，探讨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并试图解释存在的
问题及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通过分析不同制度背景下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取向
，寻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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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2.2 城市经济制度变迁　　（1）价格体制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集中体现在定价体制和管理体
制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发展，价格体制改革经历了以调为主、以放
为主、以管为主的三个发展阶段。
①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当时地方定价权限过多，国家开始实行“统筹规划、集中管理”的体制
，并于1962年成立了各级物价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加强物价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由此开始，形成
了国家集中统一的定价管理体制。
1979年学术界在理论上肯定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中
央政府为了调整价格体系，不得不改革定价体制。
1980-1991年，是政府定价权逐步放开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在价格体系调整上，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进而发展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
具体价格形式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经营者定价三大类。
通过放权，经营者定价已占很大比重。
20世纪80年代末，对社会主义价格形成基础有了理论上的突破。
政府对市场价格的管理逐步从依人治价改革为依法治价。
198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文件，但它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
济相混合的产物。
　　1992年开始国家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定价权继续放开，至1999年，消费品零售价格（含服务
价格）放开已达95070以上，农产品收购价除了北方的小麦、南方的水稻等有最低保护价以及国家定购
价格外，以前一直管得很紧的粮、棉、油价格已经全部放开。
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主要是诸如药品、公用事业服务、公益性服务等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少数商
品价格和收费、金块和银块出厂价以及供电网络经营等资源稀缺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由于绝大部分商品放开，因此价格形成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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