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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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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0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居民需要获得公安部门的户籍变更许可, 才可以改变其居住地。所以, 迁移这个概念

年代以前仅指改变户籍而居的行为,以寻求异地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几乎不存在。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村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转移出来, 首先进人林牧渔等生产领

以及乡镇企业。80年代中期以前,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离土不离乡”。随着乡镇企业的逐渐成熟, 提高产品质量和技

的要求, 使得乡镇企业资本增长快于对劳动力的吸收。与此同时, 户籍管理体制也有所松动, 居民可以不变更户籍而临时改变居住地成

能。因此, 从80年代后期开始, 农村劳动力在更大的范围内转移, 形成了人口自由流动意义上的迁移。 

        在制度条件逐渐宽松和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劳动力迁移提供了迁移推动力的同时, 外部的迁移拉力也日益增大。以托达罗(Todaro ) 

为代表的主流迁移理论认为, 不同地区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是迁移的基本动力。中国的这种迁移动力始终存在, 并且在改革以来有增大的

势。首先, 尽管80年代以前中央政府作出了种种再分配努力, 其缩小地区差别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 区域差距始终存在。这种差距在城

居民之间的收入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其次, 改革以来, 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 在东部地区具有较好基础的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

重要的地位, 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又给予了东部地区诸多特殊政策, 使得改革和发展的重心都集中到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

革的进程上, 则相对落在了后面。这种改革和发展的区域梯度性, 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衡…… 

全文阅读 

 

       

文章出处：当代亚太，1998年第7期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电话：+86(010)59868185 传真：+86(010)59868226 

电子邮箱：iple@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