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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城市化进程加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良好契机 , 城市

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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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 当前的一些经济和社会

问题的解决都与城市化密不可分。比如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 城市化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我们在探讨城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之前先来

了解城市的概念。

一、城市和城市化的内涵

( 一) 城市的内涵和属性

不同的学者给城市的定义不一样 , 笔者选择了一个比较

通用的定义。城市的内涵确定为 : 所谓城市 , 是非农业人口高

度集中的居住地 , 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 , 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的社会系统。

城市具有三个最基本的内在属性 : 1. 聚集性———最基本

的属性。城市是人口与人才 , 经济与科技 , 知识与财富 , 问题与

矛盾最集中的空间 , 能够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和聚集社

会效益。城市的聚集性 , 首先表现为人口的聚集性。聚集性使

城市的功能得以提升和超越 , 城市化就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

的 , 也是城市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2. 中心性。不仅仅是

指它的自然地理位置 , 更重要的是指城市对其周围地区具有

辐射力和吸引力。3. 系统性。城市是以人为主体 , 以空间和自

然环境的综合利用为前提 , 以聚集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 , 集

约人口、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空间地域大系统。城市是社会经

济运行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 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 二) 城市化的含义和优势

城市化在经济学中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工业化而引起的

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或城镇化是指第二、第三产业

在城镇集聚 , 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 使城镇数

量增加、规模扩大 , 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

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

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与分化的过程。人口之所以要向

城市集中 , 出现城市化 , 是因为城市拥有许多优越性。城市的

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 它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生活

的需要 , 更为根本的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的出现是由

于商品交换的需要 , 其次才是居住的需要 , 经济方面的原因是

第一位的。

二、我国城市化水平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 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 但城市化

率的增长幅度并不与之匹配。从下面的两幅图中就可以看出

我国的城市化率落或雨后于工业化率 : 图 1 是我国的城市化

率趋势图 , 图 2 是工业化水平图( 依据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

画出) 。一种简便计算城市化率的方法是城镇人口除以人口总

数 , 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

从两个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化率比工业化水平低很多。到 2003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 40.53, 工业化水平是 52.2。根据统计资

料 , 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集中度 , 中国比世界平均低 5 个百

分点 , 比中等收入国家低 11 个百分点 , 比高收入国家低 21 个

百分点 , 其中比美国低 28 个百分点 , 比日本低 26 个百分点 ,

比德国低 30 个百分点。

图 1 我国城镇化率

图 2 工业化水平图

三、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

在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下 , 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

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就受到城市化率偏低的制约。威廉·阿瑟·刘易斯说 : 由于传

统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 , 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 , 劳动

生产率很低 , 其编辑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 , 农民的

报酬极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有 1.7 亿多剩余劳动力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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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81 页)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 实现

低消耗、高产出、少排放、能循环 , 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相

统一之路。实现经济结构由资源加工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 ,

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 着力提升产业结构 , 促进产业优化

升级 , 不断拉长产业链条 ,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要在发展煤

炭主业的同时 , 大力发展煤炭精深加工和非煤产业 , 如机械制

造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医药食品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等 , 走一

条立足煤炭、延伸煤炭、超越煤炭的发展之路。要依托丰富的

旅游资源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 , 以儒家文化为

品牌、以水泊梁山为主体、以北方水乡为特色 , 打造“ 东方文化

圣城”、“ 北方水乡”、“ 运河之都”品牌 , 建成有较大影响的国际

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国内著名的旅游中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要全面统筹 ,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扩大对外开放 , 大力发展科

技教育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 加快生态修复治理 , 改善生态环

境 , 全面落实以人为本 ,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节约社会 , 为经济

发展提供保障。

“ 十一五”时期是济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 要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发展 , 以经济

转型再造济宁新优势 , 以文化振兴再造济宁新形象 , 以区域整

合再造城市新功能 , 以生态建设再造济宁新环境 , 实现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着农业技术逐步提高 , 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这么大

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怎样转移向哪转移 , 成为一个很棘手

的问题。目前大多数人都是到大城市打工 , 从事一些手工 , 体

力工作和简单的再生产操作。

现在有人称农民工为“ 青领”。青是蓝色和黄色的混合。蓝

领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 , 目前农民工还不是工人 , 只能被称

为体力劳动者。黄色是土地的颜色 , 他们虽然很少从事农业耕

种 , 但他们还是农民 , 还离不开土地。“ 青领”真的是很合适形

容农民工。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 , 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城

市 , 但它们却不是城里人 , 享受不到市民待遇。所以每到春节

就要回家过年 , 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

怎样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呢? 城市化是一个很

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城市化扩大城市规模 , 把农业人口转化

成城市人口。有人担心这样会增加城市的多方面压力 , 例如 :

就业压力 , 因为现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任务也很艰巨 ; 环境压

力 , 城市的生活环境不容乐观 , 人口增加会不会进一步恶化现

在的生存环境 ; 等等。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是必然趋势 , 而且它不会

增加城市的压力 ,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农村交通不便 , 没有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 , 经济上不

能支持靠一种技能维持生活的专业人员 , 因此 , 农村经济多靠

自给自足 , 非商业和非货币经济成分高。很多消费服务行业需

要人口最低集聚规模才能存在 , 例如娱乐餐饮业 , 短途运输

业。服务业在城市化很低的情况下无法发展。加速城市化有助

于发展第三产业 , 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 所以有助

于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

二是城市化还有利于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张、产业结构的

升级 , 带动城乡经济共同发展。农民进城必然会增加城市熟练

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 从而从总体上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

三是城市化就要有步骤地发展城市 , 鼓励农民进城安居

乐业。加速城市化本身能够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建

设和相关产业的扩张 , 从而扩大城镇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吸

纳能力。

四是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 , 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 有利

于人口的管理 , 使城市的生活更加有序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城

市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当前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低 , 没有购买

力。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很紧迫的任务 , 减免税费只能治标不

治本。2002 年我国第一产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国

的 15%, 按美元计算约 1800 亿美元 , 平均到 9 亿农民头上 , 人

均创造 200 美元 , 折合成人民币不到 1700 元。在这个基础上 ,

国家、乡镇政府一分钱税费不收 , 农民仍旧非常穷。在耕地资

源有限 , 而且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就不能局限在

农村。

要使农民富裕 , 就必须先减少农民数量 , 打破城乡壁垒 ,

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 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

根本出路。如果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 , 能够极大地促进城

市产业分工的发展 , 从而大大加强全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的

深度和广度。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就业人口比将大量增加 , 国内

市场也因此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随着农民人数的减少 , 农村

劳动力人均耕种的土地资源增加 , 农村的人均收入将会较快

提高。土地可以不被划分为许多小块 , 容易进行规模经营 , 提

高劳动生产率。

四、总结

从城市化的含义中可以看出 , 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从总

量上减少农民及农村人口。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也是加速城市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城市化既是社会经济相关

制度安排的变迁与创新的过程 , 也是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

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 户籍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问题。要

使农民工能够安心在城市工作 , 不再往返与城乡之间 , 就要做

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只有做好各种配套工作 , 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才能顺利进行 , 城市化才能平稳有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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