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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

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摆脱了 1949 年以来被禁锢在土

地上的命运开始向城市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

模也越来越大；然而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随之增大，并且这种趋势

还在继续。如何遏制这种趋势，这是一个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课题。 

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

了阐述，详细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和转移的必然性；并对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规模和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次，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居民收入地区差异

情况，并分析了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应用劳动力转移模型主

要从农村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出发，研究了迁移距离对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

响。同时，利用我国几个主要外来人口聚集城市及其周边县市的数据对劳动力转

移模型进行了验证。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给出了本文的结

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许多原因中，劳动力转移距离的

不同是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要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地

区差距就必须想法设法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

发展中西部城市，缩短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距离；改善交通状况，降低劳

动力迁移成本；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住宿问题，降低生活成本；增加教育投入，提

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放宽并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为劳动力流动扫清制度障碍。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地区差距；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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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Chinese economy stepped 

into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rban area has been generating 

increasing demand for labor force, which makes more and more rural labor force 

began migrating to cities. However, as magnitude of immigration is increasing as a 

result of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aps between rural 

immigr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and this tendency is still 

going on. How to stop the tendency is a question which we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passage first elaborates the status in quo of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necessity of migration. And then expatiate on the discrepancy incom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gives the reason about how this happened. The model of labor 

force migration researched the affection of migration to the discrepancy of farmers’ 

income from the way how they make the decisions. At last the passage validates the 

model by using data of main cities with many migratory and counties around them.  

The passage comes to a conclusion: among the reasons which attribute to the 

discrepancy of farmers’ income, the difference in mig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narrow the gap of income, we must elimination the difference of migr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done to attain this aim: develop 

cities in middle and west region; improve the terms of transpor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relax and the phasing out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words: Labor force migration; Discrepancy of regions; Income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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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 1 -

 

第一章 绪论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

过程，也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

7.4 亿①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普遍。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诸多差距

中，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让农村人口更快

更好地转移到非农产业来并进一步遏制农民收入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我国的

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向城市非农部门的流动，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环

节；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而土地相

对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前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

转移收到政策的限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着效率极低的农业

生产。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人口的流动逐年增加，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有所加快。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到 2006 年农村人口达到 7.4 亿，占全国总

人口的 56.1%。其中劳动人口达到 4.8 亿。与此同时，我国农业能够吸纳的劳动

力却是相当有限的，按照世界农业平均生产率推算，我国种植业最多只需 4000～

5000 万劳动力②。2006 年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为 3.26 亿左右，按此计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② 庄士成，王蕊．政府促进就业的制度与政策选择．经济问题探索，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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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约有 2～2.7 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从第一产业转移到非农产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也越来越多。截止到 2005 年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以非农生产为主的劳动人口为 2.04亿，占总劳动人口数的 40%

以上。这些外出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城市二、三产业的上百种行业，其中大

多数集中在建筑、采掘、制造、纺织、服务等条件艰苦、污染较重和收入较低的

岗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经济乃至整个非农

产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据统计，

农民工目前已经占到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 58％③，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 52

％；其中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 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

80％。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我国二三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经济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对农

村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二三产业的收入也日渐成为农民

收入的主要部分，到2006年，非农收入已经占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 

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持续的提高。截止到 2006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由 1978 年的 133.6 元④，提高到 3587 元⑤，提高了近 26 倍。

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也越来越显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

开放前的 0.16 上升到 2006 年的 0.47。这一水平不仅超过了国际上 0.40 的警戒线，

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2006 年，城镇居民中 20%最高收入组

(25410.8 元)是 20%最低收入组(4567.1 元)的 5.6 倍⑥；农村居民中 20%最高收入

组(8474.8 元)是 20%最低收入组(1182.5 元)的 7.2 倍。 

在收入差距的诸多构成中，地区差距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贫富分化的越来越重

要的因素。2006 年，东中西部地区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4967.38 元、

                                                        
③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 
④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⑥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⑦ 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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