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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纪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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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此文是为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写的，发表时有删节。   

 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把是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要降下来，例如降到5%以下，

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降下来，例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正在为此进行

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

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如何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向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

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

合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众多的类似研究成果中，这项研究是多年来难

得一见的力作。 

报告的重要立足点是肯定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性，并积极评价农民工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由我国主流学

者坚持这样一个研究立足点非常重要，并令人欣慰。多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种不小的声音，发声者主张保持中国农

村的传统经济状态，不赞成中国实现城市化，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一种消极现象。与这种声音相呼应的政策设计思路是

这样一种意见：由政府花钱建设一个“新农村”，农民们就留在农村，并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所幸这种政策设计

思路并没有占上风，这显然与一批头脑清醒的学者主导政策研究有关。 

 报告给我们传递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其增长与国家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

系。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农民工的贡献息息相关。二是农民工的主体由农村青壮劳动力构成，并且他们越来越显

示出留居城市的倾向。而我国的发达经济区域有能力接纳农民工家庭定居。报告说：农民工在城市沉淀的程度和长期

居留倾向增加，由“侯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大量村落将走向衰

亡。无庸置疑，这种情形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应该高度重视。三是从农民工分布的区域结构看，我

们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的集中度在持续提高，而县级以下城镇的农民工集中度在下降。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城市化

政策设计或执行的某种缺陷。大城市的综合产业规划政策造成了“大而全”的产业结构，挤压了小城市的产业成长空

间，是产生这种缺陷的基本原因，这是我的看法。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农民工问题需要政策综合配套来解决。这个报

告还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研究结论，它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形势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今后一个时期

农民工总体上外出大于返乡的格局不会改变。我以为，这个估计结果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值得决策者重视。从报告

中的数据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非农产业，并落脚在小城镇，而不是村庄。非农产业的特性是集中发

展，否则没有效益。所以，“返乡创业”的本质应该是在农村“平地造新城”。我以为这个认识也需要决策者高度关

注。 

 这个报告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给我们以启发，并引导我们思考更深入的问题。中国农村大体上已经不存在

“边际劳动力报酬为零”的现象，这个结论应该能够成立。更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经济

学告诉我们，假设平均工作日是一个常量，劳动的需求曲线也就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曲线，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

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农业的技术水平决定的。报告对农业劳动力需求也在不同

假设下做了不同的估计。技术因素的影响的确比较复杂。从我自己的观察看，农民在生产中实际使用的技术又是农业

投资规模的函数。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就高；反之，技术水平就低。农民的投资水平又决定于一系列因素，只是经

济学常常为了简化分析把它看作一个常量，而实际情形不是这样。总而言之，未来30年里，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

个不断减小的数量，绝非一个常量。报告正确地看到，“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时段”。正因为

如此，中国一度出现的“民工荒”也可能是偶发的、暂时性的现象，它与劳动报酬的刚性变动特征有关，而不具有标

志性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论，局部的“民工荒”的出现不应成为国家基本政策调整的依据。 

关于农民的就业状况，实时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数量上的就业结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量，报告为我们比较分析这两

个量提供了基础，而这种比较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实时就业结构中如果再加上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这种比较会更有

价值。仅仅考虑劳动力的数量结构，报告告诉我们，农村劳动力中的非农就业总量占总农业劳动力总量约48%。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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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实时就业结构，农民的非农就业总时数占到农民的全部劳动时数应该在80%以上。这是我的初步的粗略估计。我

以为，这个分析有重要的政策评价意义。我国真正的“时间农民”（而非“数量农民”）究竟有多少？我们在支持农

业工作中，是不是一半城市人对一半农村人的单向支持？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很有理论意义。 

报告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推动城市化进程一整套政策调整建议。这当然是全部研究的题中应有之

义，这里不必赘评。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合研究报告》给我们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但愿今后的类似研究

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斩获。例如，影响农民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可否做量化的研究？如果有这种研究，也许

可以更好地确立政策调整的重心以及改革措施出台的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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