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5320061150773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模式探讨 
J Analysis on Labor Transfer Mod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吴 克 芬 
 

指导教师姓名：赖 小 琼 教 授 

专  业 名 称：政 治 经 济 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9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9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9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09 年 4 月

删除的内容:  5

删除的内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1506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

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

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

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

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

声明。） 

 

声明人（签名）：吴克芬 

                2009 年 4 月 12 日 

 

 

 

 

 

删除的内容:    

删除的内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

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

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

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吴克芬 

                                    2009 年 4 月 12 日 

 
 

删除的内容:    

删除的内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失地农民安置是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大问题。 

失地农民如何转换成产业工人和市民，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和工作出路，

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论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手段，从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安置

模式出发，紧扣失地农民安置这个主线，通过借鉴国外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

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总结提炼。 

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安置模式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我国现存的转移

安置模式剖析，寻找依据，对比利弊。 

最后，以理论为依据，以研究成果为指导，针对我国城市化劳动力转移过程

中失地农民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在有关城市化引起失地问题研究中，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考虑历史

背景和具体国情的前提下，一些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其中一些经典理论更是研究

的理论基础。 

围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国内学术界从经济、法律和社

会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分析，主要内容涉及征地制度分析、安置方式分

析、农民市民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各地也积极探索了安置方式，大体有：一次性货

币安置方式、就业安置方式、异地移民安置、入股分红安置、留地安置、土地换

保障。 

这几种安置方式有各自的特点和适宜性，并且不是完全分离的，在很多情况

下是相互结合使用的。这些方式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形成了不同的转移模式。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社会的发展，失地农民安置、劳动力转移的

保障、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实现农民市民化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从理论联系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规范法与实证法的

结合，此外，还采取了案例分析法、文献调查法和比较归纳法等。 

本文试图对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模式进行研究比较，为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安置模式；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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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ttle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is a great problem which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alizes the across-the-board 

construction of XiaoKang society. 

How can landless peasants be transformed into industry worker and city resident, 

How to provide them with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is the question that our country 

need to settle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adopted the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t first, we analyzed the 

rural labor’s transfer and settlement model in the urbanization period, and then we set 

the settlement of landless peasant as the main subject that we try to discussion or 

analysis. We not only used the foreign classic theories and empirical models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but also us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held forth ourselves findings. 

From the existing mod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resettlement point of view, 

analysis the existing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settlement model cases to fi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weig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nal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guided by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tic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peasants who lost they 

l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 finds about the problem of land lose caused by 

urbanization. On the premis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many empirical modes can be us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especially many 

classical theories are the base of research. 

Focus on the problem of rehousing the peasants 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omestic academics from economic, leg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to study 

in-depth analysis, the main contents of system analysis related to land requisition, 

analysis of resettlement approaches, the people of farmers, peasants social various 

aspects of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urbanization,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are also actively 

practicing various modes of the resettlement, generally are: one-time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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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tlement, job placement methods in different places of resettlement, the resettlement 

investment dividends, to stay in the resettlement, land for protection. 

Resettlements of these kind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uitability, and are 

not completely exclusively. In many cases they are used in combination. These method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labor force 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forming different transfer modes. 

Only by upholding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alance urban, rural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resettle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the security of labor transfer, the 

complete of the func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 

from farmers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so on, also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ultimately. 

This paper integrated theory with practice, combined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moreover, methods of case study, liturature 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also taken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tries to compare different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settlement model in 

rec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the transfer of labor, settlement model, urbanization of pea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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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道路、桥梁建

筑等公益性事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

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成为失地农民。目前，这一群体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失

地农民安置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按中国目前现有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将有 300 万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

失地农民安置问题将日趋严重。在现行的土地政策和制度安排下，失地农民已经

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说是农民，已无地可耕；说是市民，又不能和城市居民

一样公平地享有市民待遇。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面临各种困境，由此

衍生出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农业部的一份材料显示，

2007 年 1-9 月，全国信访部门土地问题来信来访 80.4 万件，占信访总量的 10.1%；

到农业部的土地问题信访 3288 件人次，占各类信访的 47.5%；到国土资源部的土

地问题来访 8565 人次，占来访量的 66.7%。中央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

期内都将把社会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如果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不能得到

妥善的解决，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关于对我国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是有其紧迫性和重要性的。 

（二）概念界定 

1．失地农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与载体，由于资本

与劳动的投入，使之蕴载了各种复杂多样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从 1993 年至今，

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归农户家庭所有并长期保持不变。一般意义

上的农民失地是指农村居民丧失根据土地承包法所取得的家庭土地经营承包权。

本文所指的农民失地是指土地的完全权利的变迁，即不仅失去土地的使用权，同

时土地的所有权由集体所有变迁为国家所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农民，其原先

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后，便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一个国家

删除的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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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而产生的失去土地的农民。
①
 

2．劳动力转移安置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在失地后以何种模式完

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是失地问题研究的核心。劳动力转移安置模式，是指失地

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由原先土地依附型生存模式向新的生存模式发生变迁时的制

度安排等。转移安置过程中包含了政府制度安排、农民本身的应对和蜕变、新的

生存模式等诸多方面。 

（三）研究意义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对于我国农民而言，土地具有三项基本的社会功能，即

收入的载体、就业的提供和社会保障。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有衣食之虞。 

首先，失地引发农民收入渠道发生改变。长期以来，土地收益的产出与增值

功能是土地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之一，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营土地所获取

的收益，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是农民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收益的基本保障。失去土地

而又无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保障，对绝大多数失地农民来说，减收风险大大增加。

因此，失地所引发的收入渠道的改变使得农民所处的经济状态有变坏的可能。 

其次，失地导致农民就业渠道变迁。土地的第二大基本社会功能便是提供稳

定的就业岗位。在城市就业岗位数量的有限性和失地农民群体的庞大的现实条件

下，失地农民在就业竞争中由于受其自身素质的限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只能

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待遇低下的工作。这些都使得就业渠道变得极

为不稳定。因此，由失地所导致的就业渠道变迁，同样也增加了农民生存的不稳

定性。 

最后，失地导致农民社会保障模式变迁。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

民的生老病死全由其个人家庭承担，土地成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托。尽管我

国正在推行农民养老保险改革，但是全国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的农民

仅占 15%左右，其他种类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失地农民在无地

可耕的情况下，无法获得其之前所提供的保障功能。而目前大多数地区实行的征

地制度并未为失地农民提供较好的长期社会保障。因此，失地所引起的社会保障

                                                        
① 金兆怀、张友祥：《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与保障机制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0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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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变迁，同样对失地农民的长久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失地引发了农民生存方式的变迁，若不同时做出相应合理的制度安排，

随着失地农民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失地农民安置问题将日趋严重。由工业化

与城市化推动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如何转换成产业工人和市

民，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和工作出路，如何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引导

他们积极投身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我国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失地农民安置制度在当前的矛盾凸显期

就显得尤为重要。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的解决，失地农民长久生计问题的解决，不

仅可以降低我国城市化成本，更是城市化的根本意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本质要求。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试图对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模式进行比较，用经济

学的理论分析其利弊，为实际工作提供一些理论的思考，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思路是：运用经济学的工具手段，从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安置模式出发，紧扣失地农民安置这个主线，通过借鉴国外的经典理论和

成功模式，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总结提炼。从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安置模式角度，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对我国现存的转移安置模式剖析，寻

找依据，对比利弊。最后，以理论为依据，以研究成果为指导，针对我国城市化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此，本论文的结构为第一部分为

导论，介绍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对研究范围的界定；第二部分为国外的理论综

述，阐述相关的文献理论和国外的经验模式；第三部分为国内研究成果综述，对

国内的有关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制度、转移安置模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成果进

行梳理，第四部分为我国劳动力转移模式对比，对我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进行

案例分析，最后，就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采取了规范与实证结合的运用，

即通过界定相应的概念和范畴，以相关的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

研究城市化过程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模式，并利用现有的资料为辅助，对城市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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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失地农民安置问题进一步论述。此外，本文还采取了案例分析法、文献调

查法和比较归纳法等。个案材料主要来自我国各地典型地区或城市的城市化过程

中的做法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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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理论成果与经验借鉴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失地农民的数量和规模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增大，

由失地农民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有关城市化

引起失地问题研究中，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考虑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的

前提下，一些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其中一些经典理论更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理论基

础。 

（一）国外理论研究成果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

于 1954 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Dual Sector model），揭示了城市化

进程的一般规律。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随

着经济活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非农产业的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

提高，二元经济将逐渐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

水平差异将逐步缩小或消失。
①
因此，实现农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是促

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国民经济结构转移的关键，而农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

转移必然带来的是农民生存模式的变迁。 

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认为: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大体都表现为“S”

型，即由慢到快、又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也是如此。按照诺瑟姆的观点，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下，

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城市化进

程和农民市民化的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反之，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就

会出现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和突飞猛进的工业发展，从而使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

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而当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逐步缩小，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就会逐渐缓慢至停滞
②
。 

                                                        
①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②
邓鸿勋、陆百甫.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论学派的主张[M]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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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体与政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土地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

地租理论为基础，因而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地租

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研究了地租理论，地租（land Rent）

是使用土地的代价——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使用土地的代价。马克思

地租理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的，认为“不论地租有

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

现的经济形式”
①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将其划分为

两种基本形式：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是指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所有

权的垄断而取得的地租，绝对地租是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马克思认

为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

成，实质是农产品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那一部分超额利润。绝对地租的存在是

土地所有权的要求，是土地所有权实现的经济表现形式。级差地租是指租种较好

的土地而缴纳的有等级差别的地租。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的实质是优等地和中等

地生产的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劣等地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农产品的社会生产

价格而形成的超额利润。条件是距离市场远近不同和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等。 

马克思将级差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两种形态，提出级差地租Ⅰ

形成的原因包括土地肥力与位置差异、赋税的分担、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不

同引起的不平衡、资本在租地者之间分配上的不平衡等。这些因素差异程度的变

化直接导致了地租趋势的相应变化。在级差地租Ⅱ的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

还有资本在租地者之间分配的差别。作为级差地租Ⅱ，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

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交通的改

善和科技的应用都要求有更多的资本投放在土地上。因此，研究征地赔偿制度时，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往往作为其分析的理论基础。 

虽然我国在发展阶段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

学者关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流转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

野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西方学者对农地流转的研究体现在对土地交易问题的研究

中，地租理论、农地流转模型和农地流转市场化理论是土地交易的前提和基础。

G.feder and D.Fecnv (1991 年)分析了农地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认为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二册，第 7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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