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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gration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and it should be studi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gives a simple review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and classifies them into four schools: First,
macro-structure transition theory; Second, personal decision and cost-benefit framework; Third, household
decis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return-risk framework; Forth, migratio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analysis.It
believes Pull-Push theory is a synthesis and practical theory. All of these theories provide insights on
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Diversity of Scale and factor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Different paradigm-model analysis will
educe different polices for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ndary lines among subject disciplines
fade away, Economy, Sociology, Demography, Geography all depict and interpret migration
phenomenon. Any discipline has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 and advantage in migration
study.

Then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labor in human geography, from location theory to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Geographers' Perspectives are changing from location factor to local labor market,
from spatial flow to regulation and status in globalization. Compared with mature theories of labor migration
in economics, migration researches in human geography have no mature framework or theoretical core.

Also this paper gives a survey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researches in geography. In China, geographers
have done lots of work, which help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Geographers in domestic:1)
prefer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igration, including distribu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2) do more work on the impacts of migration, not the conditions or process of migration decision;
3)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tination of migration, such as the changing of urban structure and economy
growth, the impacts on rural areas are usually ignored.

Domestic geographers have to do more to demonstrate the strength of geography science. First, try to
underst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from man-milieu relationships tradition, put useful sugges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cond,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more factors, such as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Third, do more
field work and john formal and informal status together. apply more modern technologies in
analyzing and representing decision and performance of migration. Forth, construct geographical core for
mig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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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简单回顾了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几种主要理

论观点， 除综合性的分析外， 将劳动力迁移 理 论 归 纳

为四类分析框架， 即二元结构转换理论， 以个人决策、
成本-收益为主的分析理论， 受家庭、 社会结构影响的

收益-风险分析框架， 环境与移民相关分析学派。 对人

文地理学对劳动力问题的理解， 以及近年来 国 内 人 文

地理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总结。
认为， 与现有的成熟理论相比， 当前国内地 理 学 对 农

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存在框架和核心的缺失， 偏 重 于

刻画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特征， 对城市的特别关注，
尤其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影 响， 关 注

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对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过 程 的 研

究不够。 对地理学调整改变视角， 发挥学科 优 势， 参

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流派； 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C922； F291 文献标识码： A

从世界范围和经济发展的纵深角度看，农村向城市的劳

动力迁移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社会现象。经

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都有大量的研究将人口与劳动力迁

移，尤其乡 - 城迁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前国内劳动力

转移问题已经进入了专题分析后的再次集成研究阶段，需要

多学科的综合。本文将简单回顾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流派，地

理学学者的研究视角变化和国内地理学者的主要工作，并结

合地理学的特点、趋向，对地理学如何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

转移问题提出建议。

1 劳动力迁移的四类分析框架

人口在产业间、地区间的转移、流动是一个经常现象。
自 1885 年 E.G Ravenstein 发表了关于迁移的论文后，人们

开始对人口迁移的动因、规律和影响进行探讨。到了 20 世

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催生了很多迁移理

论[1]，这些理论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内

在机制，本文大致将其划分为四类分析框架。
1.1 结构转换理论②

1954 年，阿瑟·刘易斯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

结构理论模型。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

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现代化的工业

部门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只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吸收农业

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这

种差异决定了两部门劳动者出现了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劳动

力流入城市[2]。城市企业以较低的工资雇佣流入的农村劳动

力，获得较高的利润；利润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扩大生

产，扩大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这一过程反

复进行，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吸尽，二元结构消

失 [3,4]。
拉尼斯和费景汉在接受无限劳动力供给假设的基础上，

纠正了刘易斯忽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的缺点，进

一步细化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5]，重视农业发

展和技术进步，因此也更接近现实，但同样忽略了城市失

业。
1.2 个人决策、成本 - 收益分析迁移理论

1.2.1 托达罗模型

在当代的一些发展经济体，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消除贫

困，城乡迁移反而造成大量的失业。由此，在经济学中形成

了“托达罗传统”。托达罗模型 [6,7]认为个人是经过了迁移的

成本 - 效益权衡后才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 （成本包括旅行费

用、找到工作之前维持生活的费用等等，效益包括较高的收

入，也包括发挥自己的潜力）。城乡迁移是由于城乡之间预

期收入差距的存在，预期收入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有

关。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

农村，则农村人口就向城市流动[8]。
托达罗模型可以与迁移引力模型 （the gravity model）结

合，引入了更多的解释变量，拓展到区域之间的劳动力迁

移，如劳瑞模型 [9]：Mij = f（Yi，Yj，Ui，Uj，Li，Lj，Dij），

Yi，Yj 表示 i 和 j 的工资或收入水平，Ui，Uj 为区域 i 和 j 的

失业率，Li，Lj 为区域 i 和 j 的非农劳动力总数，Dij 为区域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1.2.2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力迁移看成一种长期投资，迁移决

策是对长期收益的理性反应[10]。移民倾向于选择向收益快的

区域迁移。如果移民进入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他们在迁入

地的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Chiswick[11]与

Borjas[12]等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移民者在原住地获得的知识

和技能，并用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来代表其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还考虑了区域迁移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源于对目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不了

解或可能失业，区域迁移的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高，迁移

的可能性越低。
人力资本理论整合了诸多迁移成本和收益，可很好地解

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如与其他劳动力相比，通常年轻、
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可能迁移到其他区域。其

主要缺陷是这个理论假设移民可以获得完全信息，由于人的

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成本与收益，

而且许多迁移相关的成本与收益是不能测量的，也没有说清

移民获取迁移信息的渠道。
1.2.3 行为学派

行为学派把劳动力迁移看成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强调

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移民的微观迁移来

理解宏观的区域迁移模式。行为学派发展了很多模型，其中

Clark 模型强调潜在移民个体内在的和外在压力对其迁移决

策的影响。魏后凯等人根据克拉克的模型，发展了一个劳动

力区域迁移的行为决策模型[9]，这个模型把迁移决策过程分

成两个阶段：潜在移民个人内在需求和周围环境决定一个区

域的效用，如果区域效用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则他应该

决定迁移；一旦决定迁移，接着就需搜寻其他信息阶段，分

析比较各个区域的效用，理性的迁移决策应是迁移到区域效

用最大的区域，如果暂时没有比本区域更高的选择，他则选

择暂时停留在原区域。
1.3 受家庭、社会结构影响的收益 - 风险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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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新迁移经济学

移民的新经济学[13]开始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劳

动力转移行为。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并不是

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决策时考

虑分散家庭风险和改变相对收入水平。新迁移经济学主要有

两种理论：①投资组合理论。由于农业收入波动较大，农村

家庭要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

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
②契约安排理论。家庭成员之间暗含着一种合约：家庭成员

首先对转移者提供资金帮助，进行投资，如对其教育的投

资，转移者工作赚钱之后向家庭提供其部分工资收入，从而

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此外，O. Stark 和 E. Taylor[14]等人用

“相对感”解释迁移问题，即迁移不仅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

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参照系变化的

影响。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理论分析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重亲情，契约安排理论有存

在的根基 [15]。
1.3.2 社会资本理论

家庭迁移决策受本地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很大，本地条件

又受更大尺度上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影响，部分学者如

Douglas S. Massey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移民研究领

域[16,17]。“社会资本”指代那些个人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

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也称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可以降低迁劳动力迁移中的成本与风

险，将具有更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迁移者带到特定职

业，同时它对那些生活在边缘，缺少正规机构服务的人群十

分重要，能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或缺乏技能的人以社会资本，

从而增加其迁移可能性。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迁移

者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经济地位。Massey 等将 Myrdal 的累积

因果理论拓展到移民研究中，将迁移看成一个动态的自我增

强的过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口迁移的解释也存在问题：①不能解

释迁移流的产生；②过分强调劳动力供给方因素，忽视了劳

动力需求方变量、非家乡 （non-hometown）因素及复杂的社

会经济变化的影响[18]；③迁移累积过程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有

效 [19]。除社会资本理论外，Jacqueline Hagan 和 Helen Rose
Ebaugh（2003） [20]介绍了宗教在移民中的作用，Patricia R.
Pessar（1999） [21]介绍了性别、家庭的作用。推拉理论也属

于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
1.4 环境与移民相关分析学派

以上提到的迁移理论往往都从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因

素、社会因素中寻找人口发生迁移的动因。然而，人自始至

终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22]。有些关于迁移

的经典理论提供了检验移民与环境灾害关系的基础，但实际

上很少考虑移民与环境关系 [23]。部分学者对环境和迁移之间

的关系作了研究，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环境在工作的

非货币收益、持续的均衡工资区域差异时起到的重要作

用 [24]；二是环境灾害对移民、城市化的影响，如 Graeme
Hugo 及 Barriosa 和 Bertinelli 等人的工作 [25,26]。但还没有形

成与前面的理论相媲美的理论框架。

环境促进了部分人口迁移，而移民也会改变流出地和迁

入地的环境。人们面对那些可能带来损失的自然灾害 （如地

震、洪水、干旱、水利工程）和技术性危险 （如核废弃物、
化学污染等） 的反应之一就是迁移。Lori M. Hunter 利用了

来自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不同背景下的案例，展示了移民

与环境灾害之间的关系因背景、危险类型、家庭特征而异。
环境因素在迁移决策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脆弱

的地区。但现实中个人、家庭或其他背景因素有时并不足以

产生区位重置的动力，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居住区位上别无选

择而不迁移，或是因为他们预期到有危险，但将此看作是获

取区位利益的成本。
1.5 理论趋向

（1）尺度与决策因素的多样化。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从

宏观结构上来分析问题，从托达罗开始到社会资本理论，关

注单元迁移个体逐步扩展到家庭、社区、社会结构。迁移决

策分析也从没有制度、传统、历史、社区等影响的社会经济

空间中走出来。同时，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因素在迁移决

策中的作用，尽管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及

劳动力流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还不够深入。
（2）不同的分析范式影响着对迁移问题的价值判断，进

而决定了对迁移政策的选择。迁移问题的分析大多遵循两种

不同的范式[27]：①趋同范式认为，由于人的互动和地区间的

迁移，社会必将趋同。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就是基于趋同范式的基本假设。②多元文化范式则强调社会

的多元化和地区间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对迁移政

策的影响。
（3）不同学科的融合。不同角度描述和诠释劳动力流动

现象。经济学家强调“成本－收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社会

学家关注“社会资本”、公平及迁移人口的社会整合问题；

人口学家从人口学特征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来讨论。
经济学家发展了许多模型，但常常就比较宏观的问题发表见

解，缺乏微观的观察和经验研究。社会学家以微观研究为

主，通过社会调查，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的许多特征，但过于

微观的研究往往又造成其视野的提炼欠缺抽象的高度[28]。

2 地理学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注

2.1 地理学对劳动力问题的认识

地理学很早就意识到劳动力特征的空间差异，人文地理

学及其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分支，研究人

口的分布、迁移、人口与发展等问题④。地理学一直试图将

劳动力迁移问题理论化，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劳动

力流动的机制及空间特征，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传统区位论将劳动力看作是企业或产业区位功能的一种

投入，在区位分析中通常假定其位置是相对固定的⑤。20 世

纪 50—60 年代的计量革命[29,30]将人口流动研究的出发点转移

到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上，如 G.K.Zipf 将引力概念用于人口

迁移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行为地理学等[31]开始从个人或

家庭层次对迁移动机和决策的微观理论研究，如 Wolpert 认

为引力模型并不完全适合研究移民流动，引入有限理性、行

动空间、地方利益等概念，他提出农民的决策与“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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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人文地理学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Tab.1 Labor Migration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Human Geography

的决策之间的差异，正反映了其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特点。
部分学者如 Gilbert White 研究了自然灾害面前的人类迁移决

策[31]。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开始多元化，核心思想为区域

发展和就业分布是劳动力过程的技术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空间

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劳动力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商品

或要素，而是被控制和剥削的对象。人本主义中“地方”、
“认知空间”等概念的阐释有助于理解人口流动决策。女性

主义地理学则探讨性别在劳动力迁移、通勤模式、资本全球

化等经济过程中的角色。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管制的空间特性及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核心话题。经济地理学家试图

用管制理论的语言来研究新的劳动景观，将其与从福特制到

后福特制的转换联系在一起[32]，关注劳动力市场地理、劳动

力市场的运作和管制、地方劳动力市场边界、稳定性及 （正

式的和非正式的）劳动力交流空间网络、国际迁移的影响。
当前西方地理学中劳动力的研究是在产业经济高度发

达、高度城市化、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与劳工

组织完善、经济全球化强烈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可

以借助其成熟理论和视角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景观的形

成、演化及其中的劳动力现象，但切忌生搬硬套。
2.2 国内人文地理学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⑥

对多数地理学者而言，城市化的“研究载体”是作为

“地域”的城市，不是农村劳动力为主的“社会群体”，其研

究的“空间”偏向得到加强，而社会性被忽视了。地理学者

在城市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在《2006—2007 地理科学学科发

展报告》[33]中已得到详细总结，部分学者通常将农村劳动力

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区域发展等方面结

合起来讨论 （见表 1）。
地理学也开始总结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34,35]。与

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类似，地理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

究也分：宏观描述，如流动劳动力的经济与人口学特征，劳

动力流动的方向、规模，探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和影

响；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劳动力流动的经济、社会、人口和

地理特征，迁移的决策、过程、影响等方面。
2.3 地理学的视角与贡献

地理学不仅涉及区域资源与环境本底研究，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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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式的研究，更注重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机理与响应方

式研究。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经济地理与自然科学分支交

叉，开展多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学

科中，经济学家关注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关注公平问

题，政治学家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地理学则关注该现

象的空间结构、空间过程的演化，并力图从多因素综合分

析，将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规划等联系起来 （如表

1），为国家决策提供服务。当前国内地理学的中劳动力流动

研究有三大特色：①刻画人口 / 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特征，但

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比其他学科更出色；②对城市的特别关

注，尤其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影响，而忽视

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这一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农

村工业化、城镇化研究浪潮过后更加明显；③过于关注劳动

力转移带来的影响，对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决策形成、迁移

过程的研究需要加强。

2.4 研究方法

2.4.1 调查方法

我国统计体系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劳

动力流动的常规统计数据缺乏，而从官方人口普查得到的认

识常常是游离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外的，而

个人 / 团体组织得到的数据资料有很强的目的性。不同来源

的数据适合反映不同的问题，如何将人口普查资料、农村调

查资料、地区统计年鉴、私人 / 团体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综合

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不同环节，鉴别与调和不同资料

得出结论的矛盾，是一个难题。在国家统计资料难以满足劳

动力流动研究需要的情况下，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往往能得

到一些重要信息。但部分从事农村研究的地理学者倾向于从

统计年鉴和数学模型中寻求规律，忽视了农村调查，其研究

方法上流于统计数据表面的统计比较，不如经济学家、社会

学家的工作精细、扎实。同时，地理学界缺少长期跟踪农村

发展和人口转移问题的研究队伍。

2.4.2 分析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数据开始出现，为定量

化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许多经济

学家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迁移进行了深入研

究。在分析人口空间分布、流动格局时，通常用简单的统计

对比；在分析迁移原因 （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

劳动力个数等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均耕地等家庭生产条件）

时，通常用 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在分析劳动力迁移带

来的影响时，经济学家多采用回归分析。总体来说，地理学

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仍以定性为主，辅以简单的数据统计比

较，很少像经济学家那样采用精细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去分析

迁移决策的形成和产生的区域影响，采用数学模型对人口迁

移的流量、流向、形成机制及未来预测等进行深入的分析还

少见。

3 结论与展望

当前劳动力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四大流派：宏观结构

转换理论；以个人决策、成本—收益为主的分析理论；受家

庭及社会结构影响的收益 - 风险分析框架；环境与迁移相关

分析学派。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涉及到迁出地、迁入地、流

动过程的中介因素以及迁移者本身这四种因素，涉及迁移的

条件、过程、影响三个方面。中国地理环境复杂、人文基础

多样、区域发展水平不一，这些因素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时间过程、空间过程、空间影响上的多样性。

在前文提到的四大类分析框架的引导下，诸多学者对中

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中国劳

动力迁移流动也引起很多海外地理学者如 Kam Wing Chan、

C. Cindy Fan 的关注究。他们的工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

参照，有三方面可以借鉴：重视区域社会调查得到的定性与

可定量化的资料；重视制度因素，如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

场限制入手展开研究；规范的研究方法与行文。但是其选题

和方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是一致的，难以体现出地理学

的特色。

当前，国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经历了总体描述阶段和专

题深入阶段，开始进入再次集成研究阶段，这一时期需要多

学科的交流与综合，地理学应发挥其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其

中。首先，地理学偏离其他学科专业的根本出发点是关注人

类如何利用与改造支持生命的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或环

境—社会动态 [62]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关系研究。尤其是对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言，农村劳动

力转移、生态建设、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

分复杂，其可持续发展所能依赖的基础条件十分有限。一般

认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是解决诸多矛盾的突

破口之一，但具体采取那种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次，要

从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制度方面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

题。除关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外，我们还要从文

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揭示社会文

化对个人、家庭迁移决策、空间过程、移民行为调整与新社

区的适应、政府行为等问题的研究。这应是国内人文地理学

者除“空间偏好”外的另一个着力点。第三，将正式统计数

据解和个人实地调查结合，把握不同尺度、不同人群中的劳

动力迁移问题，从偏重宏观刻画转向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

合，采用现代手段表达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特征、空间过程与

空间影响。第四，争取在理论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形成能反

映自身学科优势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核心。

注释：

①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指劳动者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到

城镇(包括乡镇、县和省内或者省外的其城市)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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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内关于劳动力的迁移、流动、转移的区分不明显。

②二元结构理论的文献很多，本文不作详述。此外，美国地理学

家泽林斯基于 1971 年提出流动性转变假说 （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口迁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

的特征，影响迁移的因素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对不同的这

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意义。

③如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胡焕

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④这一假设在区位论中不是绝对的，但 R. L. Martin（2000）提出

这一倾向在经济地理学领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

⑤由于近年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著作较多，并且地理学

者的文献分布较广，本文以地理类的核心期刊，近年相关文献为基

础，进行总结归纳，试图管中窥豹，没有包括帆布广泛的城镇化方面

的文献，这方面已有大量总结，不再详述。

⑥由于近年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著作较多，并且地理学

者的文献分布较广，本文以地理类的核心期刊，近年相关文献为基

础，进行总结归纳，试图管中窥豹，没有包括帆布广泛的城镇化方面

的文献，这方面已有大量总结，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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