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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功夫解决城乡“新剪刀差”问题(李长安；12月2日)

文章作者：李长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剪刀差"在新

形势下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新剪刀差"问题。关注和努力消除城乡之间的"新剪刀差"，将是未来几年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任务。 

    "剪刀差"概念本来是前苏联的"舶来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说，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

解。但是，城乡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虽然目前全国有近亿的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里打工，但他们的身份依

然是农民而非城市正式职工。这种制度性分割，给"新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体制性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剪刀差"与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剪刀差"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主要通过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来剥夺农民的剩余，而是转为压低农村生产资料的价格(主要是土地)和

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即农民工工资)来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本。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新剪刀差"主要不是从产品差价中、而是

通过对农村的要素索取来实现的。 

    我们先来看看土地。土地乃农民的生存之本。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农村土地的需求日益旺盛，农民的生存之本受到

了很大的冲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04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41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特别是近十年来，

我国净减少耕地上亿亩。除了实施生态退耕、灾害损毁等造成的原因外，大学城、开发区、住宅区、新建厂房等已经成了蚕食农村土地

的"大食客"。 

    按说，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给予他们必要的补偿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事实证明，每一轮"圈地风"刮来，受影响最大的便是

农民。根据土地交易量估算，中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上百亿元。这笔钱绝大多数都流进了参与各方的利益集团口袋中，唯独农民手

中拿到的少之又少。许多地方的农民一亩地每年得到的补偿多的也只是二三百元，少则只有几十元，甚至还有一亩耕地的补偿一年只有8毛

钱的"奇闻"。很多地方即使有补偿也可能没有一步到位，到了基层政府以后，再层层截留，就已经不能够保证它失去土地以后维持原来的

生活状态。与之相比的是，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在开发商那里却变成了牟取暴利的工具。从统计数据看，世界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

般都在5％左右，而我国却在10％以上，中高档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更达到30％甚至40％。这种暴利使得社会各行业纷纷进军房地产开发，

为获得土地竞争激烈，并导致炒作之风盛行。 

    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则是城市通过"新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得积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民到城市打

工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较高的预期收入。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到城市(例如沿海城市)打工可以得到每个月四五百元钱的收入，这对

于当时一年也就这么多收入的农民来讲，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引发多年"民工潮"的初始引力。然而，由于农村劳动

力在很长时期内"无限供给"的现实，促使城市工厂主可以在多年不提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剩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工

厂主们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一些地方农民工工资几乎二十年没有增长的理论依据。 

    长期低工资只是农民工劳动损失的一个方面，而工资拖欠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更大的侵害。据全国总工会不完

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据估计，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

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在福利保障方面，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大多数就像是没有佩戴头盔的战士，缺乏相应的保护。据报道，目前中国农

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

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不仅是对农民工权

益的忽视，实际上还会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城市通过"新剪刀差"到底从农村得到了多少积累，我们不妨可以大致估算一下。在土地剩余上，目前中国每年建设占用耕地250万亩到

300万亩，如果按人均一亩地推算，意味着这些年每年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是说，如果平均一亩少给每个农民1000元钱的

补偿费，那么每年土地补偿的剩余总额就有25-30亿元流入城市，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十年就是250-300亿元左右；在农民工工资上，目前

我国城市农民工的总数约为一亿人，假定城市从每名农民工的工资中每年获得2000-3000元的剩余(如果考虑到北京农民工的月收入大约为

城镇职工月收入的1/3、广东约为1/2左右的话，这种估计并不过分)，那么全部农民工的劳动剩余就是2000--3000亿元，十年就是2-3万亿

元。总计起来，近十年城市通过"新剪刀差"从农村获得的总剩余应该不会低于2万亿元。这就是说，近十年"新剪刀差"的剩余已经远远超过

过去三十年传统"剪刀差"获得的剩余总和。 

    "新剪刀差"现象的存在，反映出一个很深刻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城乡差别在这些年来并没有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

差距由1978年的2.4∶1扩大到现在的3.1:1则是另一个注脚。解决"新剪刀差"问题，依靠增加农民工工资、加强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乃

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都是必经之路。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剪刀差""剪"掉的不仅仅是农民的利益，城市也难免会伤及自

身。因此，努力消除"新剪刀差"现象，也应该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吧！ 

文章出处：《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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