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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如果能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这种配置本身

就会有巨大的收益。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政府指令和制定计划的方式配

置人力资源，改革开放以后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人力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城乡分野的户籍制度，本质上就是对于城市和农村劳动

力资源的一种配置。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其原因主要是担心

过多的城市人口会加重粮食的负担，担心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生产者，食品供应会出现短缺。尤其

是在经历了1959-1962年的三年粮食饥荒以后，就更加坚定了将多数人口配置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

生产的决心。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采取了反城市化的策略，试图将更多的人口迁入农村。例如，在三年

困难时期，我们曾动员数以万计的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和安排千百

万知识青年、国家干部从城市迁往农村。总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

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

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

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

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

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市场型流动，笔者

曾于1999年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研。下面特列出一些调研结

果。   

  首先，我们询问了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即农民工是怎样进入城市的。   

   

 

 

  从表1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

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做的。   

  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这就是：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

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笔者在重

庆农村的调研数据，均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询问了农民工到什么地方去打工（参见下面



表2），结果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位居我国西部，

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

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所以，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如上所述，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

然。在下面的表3中，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

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

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

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

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据分析，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因素中，有1/3的贡献是来自人力资源的市场型流动和配

置。我国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分析数据，但是，可以肯定，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相似的，采用市场方

式配置人力资源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会有巨大贡献。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

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

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

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

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回想起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也曾尝试用大规模长距离迁移的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

其结果是，组织迁移的劳动力往往大批回流，计划迁移屡屡遭受失败。所以，相比较而言，应该承

认，虽然农民工的流动还存在诸种问题，但是，仅从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来看，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它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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