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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 “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 

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 

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 

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 

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 

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 

转变。 

关键词：转型；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2)04—0050—05 

rI'lIe Judgment on China’S Reality by Lewis Turning Point 

WU Hu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Ministry of Finance，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in China is quite complicated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does not satisfy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Lewis dual economy theory．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has 

entered key period at present．Rural labor policy shall be further improved to transfer labor force 

effectively and in sequence：public finance support shali be given to establish to comprehesive 

service system of training and transfer employment；accelerate urb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mor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gradually establish rural—urban and national unified basic 

social guarantee system and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same quality and valu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within the region．and realize the re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to 

industrial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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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局部 “民工荒”现象，2010年 “民工荒”现象进一 

步向全国扩展。“民工荒”代替 “民工潮”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阶段性的讨 

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越 “刘易斯第一拐点”，如张墨宁等认为，过去 30多年，农村劳动 

力转移和劳动人口所占比例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 

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 2004年后开始弱化，目前中国已经越过了 “刘易 

斯拐点”，中国或将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代⋯。但也有学者认为判断中国已经越过 “刘易斯拐点”还为 

时尚早_2 J。“民工荒”现象背后更多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政策、工业化政策、城市化政策等经济社会 

政策存在的缺陷，可以说近年出现的 “民工荒”有各种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要判断 “刘易斯拐 

点”在中国是否到来 ，首先需要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进行探讨。 

一

、 关于 “刘易斯拐点”概念的阐述 

“刘易斯拐点”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A~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引申而来。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口众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乡村农业部门和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 

代城市工业部门。转型初期，经济增长就是在农村边际生产率极低的情况下，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以固 

定工资率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劳动力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状态，直到农业边际生产率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家庭收入为止，即出现 “刘易斯拐点”；转型中后期，现代工业部门通过使 

用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转化为工业进一步增长的驱动力，不断瓦解传统乡村 

的收人分享制的就业特征，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J。 

拉尼斯和费景汉于 1961年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三个阶段：第 
一

阶段，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负数或零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的转折 

点，被称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第二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收人的剩 

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来补偿劳动力离开农业的机会损失，否则会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 

从而迫使工业部门的工资率缓慢上涨。这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再转移，农业边际生产率逐渐等于平均收入，这意味着第二阶段的转移接近结束，出现 

第二转折点，即 “刘易斯第二拐点”，也称为 “产业化点”。此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 ， 

农业中边际生产率大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开始转移，以推动各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均等化。这时，农业 

已经资本化，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均为正斜率。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才 

会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创造基础条件。 

中国学者蔡唠把刘易斯转折点定义为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 

形。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 

差异，而农业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阶 

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J。由此可见，蔡防定义的刘易斯转折点 

更接近拉尼斯和费景汉界定的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概念。 

二、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受中国人 口增长惯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仍处于持续增加时期，传统农村经济尚未完全实现专业 

化分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潜力仍然巨大。转移就业仍是农村劳动力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产生 

活状况的主要手段。但是，转型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劳动力将更深层地参与经济社会转型。 

1．农村家庭中非农业经营户持续增加，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呈增加态势 

表 1显示，近几年我国的农村纯务农户近似为稳定的数值 ，虽然由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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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户出现过短暂的增加，但是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着农村居民务农积极性。以农业 

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家庭在农村仍占少数，而兼业户增加显著。无论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还是以非 

农业为主的兼业户，稳定增加趋势都非常明显，同期纯非农业户上升更快。这基本反映了当前农村家 

庭状况变迁的事实，即新一代农村劳动力逐渐成家立业，从父母家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农村户。表 

1还反映了农村非农产业正渐进发展，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 

表 1 我国部分年份农户经营状况 户／村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表2显示，2000～2009年虽然每村劳动力共增加200多人 ，但是同期外出劳动力也共增加了近 

200人，这意味着增加的劳动力极少留在农村就业，大多数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可见农村确实成为 

新生劳动力的培养地。而新增加劳动力近乎全部外出务工，意味着在未来二三十年 “三农”将发生 

根本性改变，农村居住人口实质性减少的进程将加快，现代农业推进将加速，现代乡村建设面临快速 

转型。 

表 2 农村劳动力外出情况 人／村 

资料来源 ：l司表 1。 

2．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就业仍呈现季节性、周期性特征，离实现完全转移尚远 

从表3可以看出，近几年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水平逐年上升，收入从 2003年的6968元增加到 

2009年的 12740元，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农村劳动力渐次转移引起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 

条件逐步改善。同时外出农村劳动力平均就业时间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有近三个月的时间停留在农 

村，农忙、待业、回家过年等是影响外出劳动力从业时间的主要因素。因此，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就业 

仍呈现季节性、周期性特征，很难实现家庭式整体迁移，尚没有完成市民化进程，也没有真正转化为 

产、I 工 人。 

表 3 2003~2009年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 1。 

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基本稳定，省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区域内劳动力资源配 

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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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显示，农村劳动力县内、省内、省外就业基本三分天下，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城市群建设等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转移的重要因素。未来一段 

时期 ，以区域经济中 t2,为重点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仍是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的重要内容。另外， 

境外就业有一定增加，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有一定关系。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 

及农村劳动力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境外就业，维护海外务工劳动者的权益，将是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内容。 

4．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外出务工，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的阶段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 

见》中，首次使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 80后和 9O后农民，这批 

人在外出务工的 1．5亿人中占到60％，约有 1个亿。他们离开学校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 ，对农 

业、农村和土地等不是很熟悉。与此同时，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目前社会在很多方面还 

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一般为 18～25岁，以 “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 

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标志着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的阶段。 

5．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动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农民工供求呈现结 

构性短缺 

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竞争优势。很多制造企 

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顺势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通过低端的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利润。在制 

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技术性培训的压力，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 

当企业扩张和技术发展需要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同时，要发展第三产业， 

用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农民向工人或服务人员的角色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条件——农村劳 

动力实现 自身的改造。这不仅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实际工作技能的加强，甚至包括思想观念 

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然而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总体素质较低，如果没有或不能顺利地实现这个转变，劳 

动力短缺现象将不可避免。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极大：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择业的范围广，就业的路子宽， 

谋生的渠道多，既能适应劳动密集型工作，又能适应技术密集型工作；相反，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 

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地域和产业范围内提供劳动。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大都属于 “体力型”劳动者，通常进入的大多是清洁、建筑、服务等行业 ，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 

较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城镇的工作和生活。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实阶段的特殊性分析 

1．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不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 

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现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我们也不能单纯根 

据西方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 

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不完全符合二元经济的特点，二元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 

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实际上，不仅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是吸纳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重要 

渠道，城市部门还存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非农产业，它们是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的主要选择。一方面，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 口总量庞大，而另一方面，城市本身同样有 

难以解决的就业问题，难以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办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尽，也难以发展起极其 

庞大的工厂企业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力以被雇用的形式就业。由此研究和展望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化不可全部套用以西方国家经验为理论基础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国人口特征决定了城市现代经济尚无 

法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未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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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这两部分仍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演化出中国现代化的新逻辑。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并不能完全由农业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得到解释。转型时期，农业生 

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现象，不存在完全停滞的传统农业经济，所以，单纯从农业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存在片面性。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演化过程表明，因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 

技术的进步推进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剩余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保障，是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重要 

推力。 

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很大的制度性障碍。中国存在难以消除的二元制度体系，是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中国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妨碍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妨碍了农村劳动力 

在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正常流动。然而，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是约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框 

架。未来一段时期，消除二元制度体系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与其他国 

家不同的转移逻辑。 

2．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时期 

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笔者主要参考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传统制度变革后，中国缺乏统一的 

制度框架，而现在这种缺失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收益，成为影响中国转型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为人 

口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基础性社会运行机制不统一，成为农村劳 

动力实质性转移的阻力。转型中后期，重建现代体制是实现转型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基本机制。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农村劳动力 “半城市化”转移的深入推进，只是把 

农村劳动力看作城市化、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力源泉的思维模式，已经严重阻碍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 

步推进。农村劳动力还应该是城市化成果的分享者，是居住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转型中后期，大部 

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市民，是转型的必然进程和基本表现。西方国家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 

同步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化，而中国开辟了非同步转化的路径，但是现在到了必须转化的阶段，只有这 

样，才能根本实现转型。三是近几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进程迅猛发展。地域条件、 

农业结构等决定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路径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正在发生积极 

演化，但是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技术变迁模式。同时，现代乡村建设尚缺乏合理的路径， 

与现代农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尚无法论证现代农村可以容纳多少劳动力，以及应该与城市建 

立怎样的发展关系。这意味着农业现代化、现代乡村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农村劳动力实质性转移所需要的时间不仅取决于农村生产生活基本情况的变化 ，如现有农业劳动 

力数量和质量、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农村居住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变化；更主要取决于城市化和工 

业化进程创造的可容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以及城乡收入水平差异程度和区域内城乡之间生 

活环境的差异程度；还取决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施政理念和实施政策；也取决于转型过程 

中发生的价值观念变迁。尽管2003年以来中国局部地区出现 “民工荒”现象，农民工工资水平呈现 

上升趋势，政府也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并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但 

是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 3亿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 

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水平差异还没有真正进入缩小的通道，这不符合转型中期阶段的 

基本规律。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仍十分漫长。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政策建议 

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问题。一方面，从制度重构的角度科学设计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区域布局、人口政策等发展的角度重新勾画中 

国的发展蓝图，规避 “中等收人陷阱”、“老龄化陷阱”等困境。 

第一，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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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构建区域内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同等社会福利的基础性制度框架，率先推动 

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问基本公共服务的同质同价。以公共福利均等化为政策设计的立足点，逐步形成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第二，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城市化的有效拉动，第三 

产业的发展也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条件，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顺利转移。为此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坚持因地制宜的城市化道路。由于中国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吸纳劳 

动力的潜力已十分有限，应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重点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型城市，以吸 

纳农村富余人口。同时积极发展小城市，尤其要引导发展农村小集镇，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 

第三，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使得中学教育与职业教育 

有效衔接，帮助农村青年掌握职业劳动技能。建立农村青年就业预备制度，为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创造 

条件 ，也为城市补充后备劳动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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