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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 

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 

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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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n Lewis M odel Validation for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 Flow 

LI Zhao—hui， LI An 

(School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Based on application discussion for the issue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mobility of 

Lewis Model on the current academic area，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presentative views on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ppearing，labor supply and demand， changes of wage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and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movements，finally，make a brief comment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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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易斯模型，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 

业部门因而产生大量劳动剩余，工业部门只要稍高于既定工资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农村劳动力供给。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才可能维持劳动力供给，这一过程持续到工 

业、农业部门具有相同边际生产率，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终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 

持续30多年，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到城镇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制 

度工资，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一方面是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又一验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定 

的分歧和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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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始现 

1．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中的 “民工荒”：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始现信号 

“民工荒”现象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以蔡防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 

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进而向劳动力短缺转变，中国首次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长期以来， 

农村劳动力 “无限供给”以及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已成为共识，但2003年出现并逐渐蔓延到全国的 

“民工荒”表明，经过20多年的城镇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状况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 

“无限供给”时代行将结束，“有限剩余”、“结构性短缺”开始显现 J̈。2004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 

“民工荒”，近几年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蔓延，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短缺，普通 

工人也开始短缺 j，“民工荒”背后有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人口变化基础，不是短期或周期性 

现象，而是一种趋势 ]，是我国人 口红利行将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征兆 。基于制度性障碍 

原因，此时发生的劳动力短缺，很可能使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始现时间提前至2002～2004年间 。 

2．刘易斯模型验证之一：农业劳动剩余有限供给终结 

对于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动，蔡防、黎煦等学者坚持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吸收殆 

尽，正呈现出全面性短缺。第一，农业劳动人口总量持续下降。自1992年开始，中国农业就业绝对 

数量一直在下降，21世纪初进一步加速 J。据统计，2005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5800万 

人，这表明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提供劳动资源有限，特别是 20～30岁这一年龄段人数更少，如果考虑 

到女性劳动力迁移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劳动力数量更低 ；张晓波、杨进、王生林在对 

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88个村庄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农村内部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无论是在农 

忙或是农闲时，农业雇工工资都有大幅度上涨，由此推论农村内部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 

缺已扩展到全国 J。从人口增加绝对量来看，2000～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 l％，2000 

～ 2007的7年间，农业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40．8％，降幅近l0个百分点  ̈，预测到2015年，劳 

动年龄人口将停止正增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与城市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平，此后， 

农业劳动人口的负增长速度较中国总人口提前 10余年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障碍显著。长 

期以来，工业和农业部门间存在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工资，农民工实际收入减少，心理成本增加，限 

制了工业部门流动的劳动力数量 。可以说，户籍、土地、住房、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 

性影响，使农业劳动者不能自由根据工资水平选择劳动供给  ̈，农业劳动有限供给弹性表现出明显 

不足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城市化发展缓 

慢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J。第三，务农比较收益的提高减少劳动 

力输出。农村税费下降、粮食价格提高提升了农业部门经济价值，务农比较收益的改善提高了劳动力 

进人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因而不但出现劳务输出的减少，还出现了部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加上西 

部开发、中部崛起发展政策的推进 ，劳动力市场短期供给显著减少  ̈ 。 

3．刘易斯模型验证之二：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 

刘易斯模型认为，当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要素变得稀缺时，工人工资也将由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 

需求扩张而上涨 2。。，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不能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劳动 

力供给 。近年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几乎与城镇职工增速同步，无论在东部沿海，或是中西部地区， 

农民工工资增长都非常显著，且地区差距呈缩小趋势 。2004—2007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率一直 

保持在7％以上，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实际增长率达到 19．6％[23 J。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 

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生产要素 。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中国悖论 

1．刘易斯模型悖论之一：农业劳动剩余与短缺并存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存在人口压力的二元经济中，低边际生产率农业劳动力被配置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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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是种必然，这一比重通常被用来衡量劳动力剩余状况。当前中国劳动力关系发 

生逆转，劳动力供给由传统 “无限供给”转向短缺，这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是中国刘易 

斯拐点的内涵，因为农业劳动剩余总量优势仍然存在。中国经过 30年的发展，已转移出2．5亿 ～3 

亿农业剩余人15，尚存3亿左右农民 ，如果考虑到现有生产力水平实际需要劳动力、已转移劳动 

力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及剩余劳动力不应扣除40岁以上劳动力等因素，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 

劳动力应当至少在1．5亿～2．1亿之间 。尽管近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生率和劳动力人15增长率在 

持续下降，但适龄劳动人15的相对和绝对数量都在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仍保持上升趋势 ， 

只要非农产业不具备足够的吸纳就业能力，农业劳动剩余存量就不会减少，过剩仍然是农业劳动力的 

基本特征 。就人口结构而言，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至少在2026年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前，不用担心劳动力供给问题 ，且 目前中国农业人 口约为 8亿 

人，占人口总数的60％，其中处于较低生活状态的农民绝对数量比同一时期美国所有农业人口还要 

多3000万 。另外，产业与就业结构的不匹配也从另一方面证实我国农业劳动要素仍具总量优势。 

当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15占到40％，而产值仅占GDP的 10％L31 J，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 

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 10％之前，仍旧是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加速时期 引。格林 

(Green)针对中国剩余劳动力未来发展进行预测，结论是2005年中国20—30岁劳动力数量下降只是 

暂时的，2010年将达到1．9亿，2015年达到2．15亿 。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加剧，收入分配状况持 

续恶化，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农业贫困劳动力剩余的存在 。由此可见，经验研究或是实地调研都表 

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相对或绝对数量在上升，人口老龄化也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总体过剩现实 ， 

农村的确存在数量可观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剩余，非农产业转移仍然是农村劳动剩余配置的最优 

模式 。综上所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非农部门发展所需剩余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目前 “农村 

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供给已进入全面短缺时代”的观点有待商榷 。 

2．刘易斯模型悖论之二：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非实质性提高下的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 

刘易斯模型认为，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实际报酬由要素边际产出决定，在农业部 

门没有商业化之前，劳动力所得低于边际贡献，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无限。因此，工业部门 

工资的提高，是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升的结果，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出现产品剩余时，制度工资 

才会逐渐被边际产出工资取代。在中国现有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平均收益提高会带来制度工资 

的上升，很显然，目前农业人均产出增加所产生的工资水平上升并不意味着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的到 

来 J。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但学术界并不认同这是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内 

生变化。更多观点认为，这是国家政策、劳动力素质提高、劳资博弈等多种外生变量引致，不能以此 

断定我国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事实表明，政府实施 “三农”政策，促进了农业平均收益的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导致制度工资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远高于农业制度工资的提高， 

在中国仍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现阶段，这显然不是工业部门为获得劳动力供给而被迫提高工资的根本原 

因 “ ，也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的反映 ，应当更多源自于其他因素。长期以来，农 

民工价值被低估，社会经济成果的分享权被合法剥夺。在我国连续 2O多年的两位数 GDP高速增长 

中，劳动者工资却呈明显下降趋势 J，2007年初进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相当于2005年l1月全国 

职工月均工资的62．8％ ，即使农民工薪酬普遍上升 30％，劳动力依然相对廉价 。由此可见， 

现期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我国 “刘易斯转折点”始现标志，它只是一种工资转折，而非劳动力供求 

关系的转折 ，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提高 引、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 引、最低工资标准的 

不断攀升 ，以及资本积累大于人口增长、不利于工业的贸易条件等，很可能才是导致工业部门工 

资提高的实质性原因 。也只有在劳动力工资由市场决定，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获得同样边际产品 

时，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实质性来临 。 

· 64· 

万方数据



 

三、刘易斯理论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中的应用 

1．基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指标的刘易斯理论应用局限 

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一个转折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在经历的时间 

和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差异 。就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多项指标观察，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所占比例，流动就业、工资水平及城市化程度等，均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刘易 

斯模型假设前提是建立在劳动力完全同质基础上，工资差异只是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之间，而在中国，劳动者个人素质及流动成本的差异，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异质性特征 ，这也 

是目前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工资差别现象的长期存在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重要 

原因 。 

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背景是当时的美国社会现实，人口流动模型也是建立在美国制度、文化以及人 

口规模之上 。在 20世纪 40年代，美 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口不到 600万人，占总人 口的 

2％ ；而在中国，2004年农业人 口就占到人口总数的70．8％[58 3，尽管过高的农村劳动力比重，有 

基数庞大的历史原因 ，也有统计方法上的原因_6 ，但目前中国农村处在低生活状态的农民，其绝 

对数额比当时美国所有农业人口还多出3000万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可 

以看出，中国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远没有消化，经济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变 

化 。截至200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5％，而日本在 1970年始现刘易斯转折点时，城市人口 

比重就已经达到7l％ 。 。 

刘易斯模型认为，基于边际生产生产率递减规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 

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因此出现大量劳动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稍高于既定工资水平 

的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便向工业部门转移。从我国目前的现状看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口高达40％， 

而产值仅占到GDP的10％[64-65]，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降到5％、就业比重没有降到10％之前，一直 

都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转移时期 J，且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 

人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失业状况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刘易斯转折点来 

临之时，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将向工资更高的正规部门转移 ，而事实不然，近两年在我国正规就业 

规模回升的同时，正规部门就业量却出现持续下降 J。显而易见，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业流动人 

口，基本不具备在就业竞争中取胜的能力。 

2．刘易斯模型改良应用中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政策取向 

刘易斯曾指出：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此，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曲线若干转 

折点中，只有最后一个才是真正的刘易斯拐点 加j。1997年我国开始出现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出 

现工资上升趋势，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束 J，可以说，在 

未来很长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征。针对中国国情进行刘易斯模型改 

良应用，政策改善应当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加快社会制度转型，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改革，减少流动障碍，降低农民工身份改变的制度性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 ～ J。第二， 

以我国目前城乡人力资本的二元特征，采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很可能造成 “恶性双 

循环”，导致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 ，基于这种考虑， 

应采用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扶持中小企业及其产业集群的发展 卜跎]。第 

三，考虑到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必然发生只是时间的问题，应当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 

方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 ，其中，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高是个不容忽视的方 

面 。有必要通过职业教育普及、农民工培训强化来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源_8 踮]。第四，当前 

在社会保障、工资福利问题上的二元性歧视，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工迁移成本与心理成本 ，对于农 

民工或是社会经济福利而言，这都是不必要的损失。应当从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工就 

业生活环境、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严格执法等方面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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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建立劳动力供需信息搜寻及管理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 虬 。 

四、述评 

以上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学术界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视角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作出深入 

探讨，但其依据不足以支持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这一结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农村 

剩余劳动力概念不一致，估算口径不统一，方法数据的差异使实证研究结论有较大分歧，因此，得出 

的农业剩余转移期限，特别是有关刘易斯拐点始现结论，缺乏令人信服的权威依据。第二，刘易斯两 

个转折点界定很不明晰，将农民工工资上涨认定为刘易斯拐点始现标志，从而得出 “劳动力无限供 

给走向终点”结论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在劳动力由无限剩余向有限剩余的转化过程中，很有可能 

出现工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第三，刘易斯模型是一个设定有严格假设条件的高度简化模 

型，如工资不变假定、城市工业部门充分就业假定、劳动力自由流动假定等，这都与我国劳动力市场 

实际状况存在较大分歧。劳动力结构性、城镇失业以及就业压力都将决定劳动剩余与短缺并存是中国 

劳动力市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下一阶段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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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较为粗略，有待进一步提高精度。譬如，学术界已经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了多年的研 

究，在未来的探讨中如果能够更准确地设定农村转移劳动者的定居比率，将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压力 

估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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