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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江苏省为例 , 收集了1978 ～2006 年的多方面数据 ,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 , 以三大产业为切入点 , 讨论了农
村人口流动与就业的相关关系 ,并且从三大产业以及劳动者本身两方面给出建议 , 促使农村人口流动与就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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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Jiangsu Province being taken as an example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son causing populationflow was the income gap be-
tween urbanand rural areas . The datai nthis paper was collectedfrom1978 to 2006 .And also the relevant 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floatingi nthe coun-
tryside and employment on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was mainly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 was put forward fromtwo aspects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 and the labourer to make population flowand employment develop quick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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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 中国的人口流动

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

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 是

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是世界性普遍规律。一般而

言, 人口流动概念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

转移; 二是指人口的空间移动。文章围绕农村劳动力流动与

转移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制约、农村劳

动力流动和转移产生的负效应等问题, 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劳

动力转移与就业形势, 着重于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讨论

农村人口流动与就业的相关关系。

1  江苏省人口构成及其发展

江苏是目前我国人口密度最大、人数众多的省份。在观

察江苏人口构成及其发展时, 把全国人口及其构成作为比较

对象, 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江苏的发展情况。由表1 可知, 全

国和江苏省在整体人数都增长的情况下, 城镇人数与农村人

数都在增长 , 但两者的城镇人数比重都处于上升趋势, 而农

村人数比重则处于下降趋势, 在自然增长率仍是正数的情况

下, 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流动; 也说明江苏仍是一个农村人

口和劳动力大省,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任务比较繁重。

从图1 可以看到, 全国与江苏的城镇人口都是稳定上升

的,1998 年之前全国城镇人口比率都大于江苏,1978 年全国

城镇人口数所占比重比江苏高出4 .22 个百分点 , 到1998 年

缩短到1 .85 个百分点, 且从1999 年开始, 江苏城镇人口的比

率增长高于全国, 之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图上也可看出

两条曲线间的距离逐渐缩短直到江苏城镇人口比重还超出

全国, 可见从1978 年改革开放后江苏的人口流动程度较大。

由表1 也可看到, 人口总数虽然仍逐年增加, 但人口自然增

长率处于下降的趋势 , 人口增长速度变得缓慢, 增长程度减

  表1 江苏省与全国城镇人口部分数据

年份

全国总

人口数

万人

全国城镇

人口数占

总数∥%

江苏总

人口数

万人

江苏城镇

人口占总

数∥%

江苏乡村

人口占总

数∥%

江苏人口

自然增长

人数∥万人

江苏人口

自然增

长率∥‰

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

收入∥元

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

收入∥元

城乡收

入差距

元
1978   96 259 17 .92 5 834 .32 13 .7 86 .3   55 .30   9 .54 155 288 133
1980 98 705 19 .39 5 938 .19 15 .2 84 .8 48 .03 8 .12 218 433 215
1985 105 851 23 .71 6 213 .48 17 .7 82 .3 30 .76 4 .97 493 766 273
1990 114 333 26 .41 6 766 .90 21 .6 78 .5 94 .10 14 .01 884 1 464 580
1991 115 823 26 .94 6 843 .70 23 .2 76 .8 71 .80 10 .55 921 1 623 702
1992 117 171 27 .46 6 911 .20 23 .8 76 .2 61 .55 8 .95 1061 2 138 1 077
1993 118 517 27 .99 6 967 .27 24 .0 76 .0 51 .07 7 .36 1 267 2 774 1 507
1994 119 850 28 .51 7 020 .54 24 .7 75 .3 48 .40 6 .92 1 832 3 779 1 947
1995 121 121 29 .04 7 066 .02 27 .3 72 .7 40 .57 5 .76 2 457 4 634 2 177
1996 122 389 30 .48 7 110 .16 27 .3 72 .7 39 .20 5 .53 3 029 5 186 2 157
1997 123 626 31 .91 7 147 .86 29 .9 70 .1 32 .71 4 .59 3 270 5 765 2 495
1998 124 761 33 .35 7 182 .46 31 .5 68 .5 29 .59 4 .13 3 377 6 018 2 641
1999 125 786 34 .78 7 213 .13 41 .5 65 .0 25 .63 3 .56 3 495 6 538 3 043
2000 126 743 36 .22 7 327 .24 41 .5 58 .5 18 .61 2 .56 3 595 6 800 3 205
2001 127 627 37 .66 7 354 .92 42 .6 55 .3 17 .68 2 .41 3 785 7 375 3 590
2002 128 453 39 .09 7 380 .97 44 .7 55 .3 16 .06 2 .18 3 996 8 178 4 182
2003 129 227 40 .53 7 405 .82 46 .8 53 .2 14 .85 2 .01 4 239 9 263 5 024
2004 129 988 41 .76 7 432 .50 48 .2 51 .8 16 .69 2 .25 4 754 10 482 5 728
2005 130 756 42 .99 7 474 .50 50 .5 49 .5 16 .44 2 .21 5 276 12 319 7 043
2006 131 448 43 .90 7 549 .50 51 .9 48 .1 17 .13 2 .28 5 813 14 084 8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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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其中城镇人口数仍增长, 乡村人口数则减少, 且保持总人

口数的增加, 那么城镇人口数的增长速度必然远高于乡村人

口数的减少速度。

由图2 也可看到 , 城镇人口数增加较快 , 在2005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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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国城镇人口与江苏省城镇人口的变化

图2 江苏省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变化

乡村人口数一直多于城镇人口数 , 但到2005 年城镇人口数达

3 774 .62 万, 占江苏总人口数的50 .5 % , 略多于乡村人口数。

通过SAS 的CORR 过程计算出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相关系

数为- 0 .920 32 , 呈负相关, 说明城镇与乡村人口具有高度的

相关关系, 并且是此消彼涨的关系, 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city

= - 1 .505 48country + 9 388 .921 12。在城镇人口急速增加时

乡村人口减少, 尤其是1999 年, 城镇人口数所占比率增长了

10 % , 增长幅度最大, 而当年的自然增长率只有3 .56 % , 忽略

城镇和乡村自然增长率的差别, 至少有6 .44 % 的人是由乡村

流入城镇的。因此 , 虽然自然增长率逐渐减小, 但在其仍保

持正数的状态下, 乡村人口数是不可能减少的 , 而实际情况

则是乡村人口逐渐减少, 说明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

2  人口流动与就业的相关分析

人口流动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 我国的人口流动

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 而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

收入的差距。由表1 可计算出城乡的收入差距, 再结合表1

的城镇人口数, 用 m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 利用SAS 程序考察

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可知,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人口之间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 .951 54 , 下面的数字为两者相关系数为

0 的假设检验的概率, < 0 .000 1 表明两者不相关概率只有

0 .000 1 , 即两者相关概率达到了0 .999 9 , 所以城乡收入差距

与城镇人口高度相关; 再以城乡收入差距( m) 作为自变量 ,

城镇人口数( city) 作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 可建立回归方程 :

city = 1 153 .11 667 + 0 .407 85 m , 城乡收入差距 m 与城镇人

口数存在1∶0 .40785 的对应关系, 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城

镇人口也会明显增加, 即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 用于检验两变量间是否存在线性关

系的 F 检验值为172 .34 , 其对应临界值< 0 .000 1 , 远小于显

著性水平0 .05 , 说明两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拟合精度 Root

MSE = 310 .697 36 , 拟合优度 R2 = 0 .905 4 , 方程拟合较充分 ,

且各参数所对应的概率都< 0 .000 1 , 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

0 .05 , 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三次产业从业人数( 表略) 看出, 从业总人数逐年增

长, 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虽然在1990 年左右有所增加, 但之

后逐年减少, 由原来的主体地位下降到不到1/3 , 这说明乡村

人口在向城镇转移, 同时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稳步增

长, 并且可看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增长速度最快, 由原来

的10 .7 % 增长到34 .2 % , 且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都有

继续增长的趋势。以 t 表示年份 , city 表示城镇人口, country

表示乡村人口, yi 、er 、san 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从业人数, 考察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

都小于0 .05 , 除了第二产业与农村人数, 以上5 个变量都是

与时间相关的变量, 因此需要剔除 t 对各个变量的影响 , 再

计算它们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此时相关系数均小于0 .05 , 表

明它们之间都有相关关系。具体可以看到第一产业与城镇

人口成负相关, 与乡村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 .833 65 , 即高度相

关, 在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的同时, 农

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使得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减少。

第二、三产业都与城镇人口数及乡村人口数高度相关, 只是

第二产业与城镇人口是负相关, 与农村人口是正相关; 第三

产业与第二产业正好相反, 它与城镇人口是正相关, 与农村

人口是负相关。以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为因变量 , 城镇人口

数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 可以得到截距项对应的概率为

0 .193 3 , 大于显著性水平0 .05 , 因此需要拟合不带截距项的

线性回归方程, 在SAS 中,nonint 即为拟合不带截距项的线性

回归模型的选项, 得到回归方程 san = 0 .424 73city , 其中 F 检

验值为2 553 .53 , 其对应的临界值< 0 .000 1 , 小于显著性水平

0 .05 , 说 明两变量 线性关 系显著, 拟合精 度 Root MSE =

87 .491 47 , 拟合优度 R2 = 0 .993 , 且参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

方程拟合充分。城镇人口数每增加10 个单位, 第三产业从

业人数就增加4 个单位, 因此当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时, 为第

二、三产业提供了劳动力, 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但同

时也有不利的地方。以 p 表示城镇登记失业率, 考察城镇登

记失业率与城镇人口的关系, 因为城镇人口数与 t 有着相关

关系, 因此计算偏相关系数。由SAS 程序的 CORR 过程 , 剔

除 t 对它们的影响后, 城镇人口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偏相关

系数为0 .949 92 , 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 当城镇人口增加的

时候, 城镇登记失业率也随之增大, 由此可看出农村人口大

量流入城镇会对城镇人口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压力 , 增大城镇

失业率。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政府公布的城镇失

业率不能如实反映一个地区的失业情况, 因此为了更真实

地反映就业率以及剔除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 采用从业人员

与江苏省人口数的比值即总人口就业率来衡量, 总人口就业

率= 从业人数/ 该地区总人口数, 用 x1 、x2 、x3 分别表示第一、

二、三产业在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y1 表示从业总人数 ,

y2 表示总人口就业率, 作相关分析, 可以得出 y1 与 x1 的相

关系数为 - 0 .833 86 , 呈高度负相关关系 , 即当从业总人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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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 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减少; 与第二产

业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与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是高度正相

关关系, 建立它们之间的回归方程 : y1 = 1 732 .102 08 +

79 .348 27x3 , 其中 F 检验值为 74 .1 , 其对应 的临界 值 <

0 .000 1 , 所以两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方程拟合较好; 总

人口就业率与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所占的比重相关系数分

别为- 0 .630 67、- 0 .043 95、0 .736 9 , 仍与第一产业负相关 ,

与第三产业正相关。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在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每增加1 个百分点, 就可增加就业人员79 万

人左右; 相反地, 如第一产业的比重增加, 从业总人数反而会

减少。

3  结束语

从流入地的情况来看, 乡村大量人口流入城镇, 为我国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加

快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特别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条件; 从流出地来说, 农村人口流动缓解了农村的就业

压力, 加快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但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出, 造成农村资源

的巨大浪费, 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同时, 使城市的资源大

量消耗, 城市环境的负载能力承受压力, 城镇就业竞争力加

大, 城市部门雇用吸收力相对减弱, 失业率增大以及城市治

安不稳定等都阻碍着城市化的发展。但是, 总体而言人口流

动对城市化的综合影响还是正向的、积极的。

为了减小人口流动的弊端, 促使人口流动能更好地推动

经济发展,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笔者建议: 城乡收入差

距是引起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所以一定要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发展农村

的相关产业 , 发展乡镇企业以吸收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

第三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可以吸纳较多的劳动力, 它

具有行业众多, 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于

一体的独特优势, 有较大的就业容纳能力, 可以安置大批农

村剩余劳动力, 在继续加强第一产业, 着力调整第二产业的

基础上,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必要的途径。同时大力发展农

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 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整体素质, 让

他们掌握相关知识, 学得一技之长, 提升竞争力, 提高就业能

力。坚持转移方式的多样性 , 因地制宜, 多渠道开辟农村劳

动力转移和就业之路 , 支持农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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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补贴收入占总利润的比例、流动比率4 个因素与非系统

性风险的影响方向相同。

第二, 从回归模型预测能力角度来看,2002 ～2006 年 ρi

与5 个 影响因素多元回归的参数值 R2 分别为 0 .012 3 、

0 .514 、0 .48 、0 .378 、0 .362。由于模型的相关可决系数 R2 最高

为0 .514 , 最低0 .0123 , 表明个股 ρi 与5 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

关关系不稳定, 且使用模型预测 ρi 值的准确程度低, 误

差高。

3  结论

( 1) 市场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和刻画农业上市公司收益

和风险的关系, 能够对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给

予很好的理论支持。

( 2)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农业上市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明显

降低, 说明我国证券市场改革取得实效, 但个股的非系统性

却逐步增大, 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投资风险。

( 3) 该文假设的5 个影响因素与非系统性风险影响方向

和影响程度有较大区别: ①总资产增长率与非系统性风险成

正相关关系 , 与假设的相背离, 说明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能

力较弱。②财务杠杆与非系统性风险成正相关关系, 且影响

程度较强, 说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资金瓶颈得到了进一步的解

决, 但由于企业的偿债能力弱, 给公司带来了较大风险。③

农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与非系统性风险成负相关, 表

明农业上市公司“背农”现象严重 , 例如天音控股、武昌鱼等

几乎脱离了农业行业。④补贴收入占总利润的比例与非系

统性风险成正相关关系 , 且影响程度越大, 随着补贴收入的

增大, 总利润虽然也增大, 但农业上市公司非系统性风险却增

加, 说明农业上市公司产生了依赖行为, 不能提高企业经营能

力。⑤流动比率与非系统性风险成负相关关系, 且流动比率逐

步增大, 说明农业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 吴世农. 中国股票市场风险研究[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2] 王丽,宋丽. 从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的风险[J] . 黑龙江财会,2002
(6) :20 - 21 .

[3] 张国艳.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背农问题探讨[J] .北方经济,2006(1) :70.
[4] 沈晓明,谭再刚,伍朝晖. 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与调整[J] .

中国农村经济,2002(6) :20- 23.

7602135 卷36 期                  陈纪波 江苏人口流动与就业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