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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制约因素

———用户籍制度改革的阻碍因素说明

◆ 王 晶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 要】户籍制度不利于人口流动，从而阻碍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一点已得到了人们的共识。但其实制度本身只是阻碍二元经济

结构转变的表面因素，阻碍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真正深层次因素还得从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中去寻找。阻碍户籍制度改革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 一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现象的存在; 二是改革决心的问题; 三是改革本身客观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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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诚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我们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予足够的

重视，这导致了我国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遗留了诸多问题，如长期以来

通过各种制度要求农民付出发展的成本，却未给予其相应的回报，导致城

乡二元分割，社会公平正义受损等。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元经济结

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得到人们的重视，转变经济结构的呼声就应运

而生了。而转变经济结构又确实面临这一系列困难。在这里，我将从户

籍制度入手，寻找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阻碍因素。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化解之法
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

家阿瑟·刘易斯( Lewis，1954)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出现传统农

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

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

动。而在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诱使农

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会促使

经济的二元结构消失。

二、为何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的消解
上面介绍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化解方法是使农业人口向城市

转移，但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根本跟不上产业结构的转

换。2008 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仅为 11． 3% ，而农业就业

人数却占总就业人数的 39． 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业对国内生产

总值的贡献率为 48． 6% ，但工业就业人数却占总就业人数的 27． 2%。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农业人口丧失了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机会，

即使有转移，也是暂时的、不规范的。
可见，阻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消解的因素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不

能顺利实现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我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因为其不利于人

口流动而广为人们所诟病。可以说，正是户籍制度等不合理制度阻碍

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阻碍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但是，光从制度本身来考虑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制约因素将使问

题简单化。所以我这里将讨论的是使户籍制度不断固化的因素，这些

因素才是阻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真正深层次因素。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阻碍因素
( 一) 户籍制度改革背后涉及各项利益分配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

其背后涉及的各项利益分配问题。在中国当下，一个人户口的性质直

接影响着其所能接受的各项福利( 包括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 ，而由

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要实现城乡户籍的统

筹，意味着增加农村人口以及进城务工人员与户口性质挂钩的福利，这

必然使原先享受福利者的部分福利的损失。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

者，多数也是城市人口，作为现行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执行户

籍制度改革措施的力度也必然会有所折扣。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要

求，要平衡处理各方利益，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实难快速推进。

( 二) 改革决心的问题

决策者们总是担心从既得利益者身上取走一部分利益给农村人

口，使既得利益者蒙受损失，会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但他们似乎没有

意识到，农村人口现在的弱势地位的形成，就是当初牺牲农民利益来实

现工业快速发展的做法造成的，现在同样以工业和城市发展为理由，拒

绝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继续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保证既

得利益者的利益要求的实现，显然是违背了改革目标的。户籍制度改

革的目标就是要为农民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发展环境，保证社会公平

的实现。如果忽视了改革目标，而受一些与目标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导

致改革迟迟得不到有效推行，只能说明他们的改革决心还不够坚决。
决策者应更多地关注改革本身的目标，不要让不相关的因素成为影响

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 三) 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短期负面影响

户籍制度放开的确会对城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大量外来人口

涌入造成公共资源的短缺以及城市环境、治安问题。这些问题是城市

居民和管理者所不乐见的。而要改善这种情况，则要求城市政府加大

投入，对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加强建设，同时，由大量外来人口产生的社

会保障费用支出，都将加大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为了将更多的资金

投入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立竿见影效果的项目，地方政府在改革户籍制

度的执行力方面也会较弱。这样，本来就需要政府坚定推动才能取得

成功的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在政府执行力方面出现了问题，基本上就是

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了。
但是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给城市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其实

并不能成为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来，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经济发展并

非只带来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实现规范化，

使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发挥。二来，农村劳

动力进入城市诚然会造成的城市基础设施使用紧张，但作为一个定位

为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政府，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乃是其职责所

在，断不能以需要城市政府进行更多地基础设施建设为借口来拒绝户

籍制度的改革。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见，在制度背后，导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难以

转变的真正深层次因素主要有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现象的存在; 改革决

心的问题; 改革本身客观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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