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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

蔡　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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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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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领域以及乡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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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和技术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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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改变居住地成为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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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以来有增大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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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距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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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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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之前的最后一年1978年, 中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为359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164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 1995年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1715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

加到656元。两个指标分别以每年平均718%

和316% 的实际速度增加。与此同时, 区域间

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的程度也有所提

高。分省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

从1978年的012438提高到1995年的012747,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省际基尼系数从1978年

的011261提高到1995年的011670。

我们可以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区域

差距来理解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然而, 第

一, 从这种一般性的区域差距, 仅仅可以解释

迁移的发生和发展, 而不能更具体地揭示迁

移的区域流向特征。第二, 上述表明地区差距

的基尼系数变化, 与实际发生的迁移规模相

比, 并不是如此令人惊讶。为了把问题引向更

加深入,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区域不平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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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迁移的地区流向

特点。

一、区域差异特征

实际上,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注意到80

年代以来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

距在扩大。但是, 从省际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

看, 实际趋势却远不像人们感觉到的那样严

重。这样的话, 对于目前数千万劳动力跨地区

流动的现象, 也就难以理解了。为了解开这个

谜, 我们有必要把30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包括

在四川省内) 按照统计习惯, 划分为三类地

区, 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加以考

察①。

一般来说, 东部地区靠近沿海, 代表中国

较发达的地区; 西部地区地处内陆, 经济相对

不发达; 而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

水平都处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尽管事实上有

些省区虽然划在某一类地区, 其发展水平却

与整个该类地区有较大的差别, 如河北省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发达程度都较低, 在东部

地区中就显得不尽协调; 而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在西部地区中又较为发达。但是, 一方面

这种地区划分法已经习惯成自然, 一方面在

进行统计分析时, 个别省份的偏斜一般不会

影响结论。

如果我们把地区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作

一种分解②, 可以看到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

总体趋势中的一些细节。在把区域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差距以及人均收入差距区分为东部

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

内部差距和三类地区之间差距的情况下, 我

们以总体差距为100% , 可以分别观察四种差

距在总体差距形成中所占有的比重。

观察的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内部的省际

差距有所缩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在总

体差距中发挥的作用从1978年的2618% 下降

为1995年的2219% ; 中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

距也略有降低, 从1311% 下降为1215% ; 西部

地区内部的省际差距也从 1312% 下降到

1219% ; 而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之间差

距不仅有所扩大, 而且占有最重要的影响, 其

对总体区域不平衡的贡献率从4619% 提高到

511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特征

也呈现出类似的组成结构。东部地区内部的

省际差距略有缩小, 贡献率从2115% 缩小为

2019% ; 中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距相对稳定,

从1419% 下降为1414% ; 西部地区基本不变,

保持在1416% 左右; 而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

较大, 其贡献率从4819% 提高到5012%。

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种区域差

距的不同变化趋势表明, 在1978～ 1995年期

间, 东部地区内部通过较落后的省份提高位

次而缩小了差距,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通过

较先进地区降低了位次而缩小了差距。其产

生的后果则是: (1) 由于从全国看来, 东部地

区的经济份额巨大, 其分布状况对全国影响

显著, 因此三类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导致总

体基尼系数没有明显的提高; (2)从三类地区

来看, 由于东部地区总体发达程度继续提高,

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落后于平均水平, 因

此地区差距没有直接表现在分省的基尼系数

上面, 而更显著地表现为三类地区之间的差

距拉大。世界银行按7类地区划分进行的描

述, 也揭示了同样的趋势。

按照相同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观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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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计算方法请参见 T su i, Kai Yuen, 1993, D ecompo2
sit ion of Ch ina’s Regional Inepualit ies, J ou rna l of Comp ar2
a tive E conom ics 17, 600227.

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的三类地区分类, 东部为沿
海12个省、区、市,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西部为西北和西南9个
省、区, 包括四川 (有时被划分在中部地区)、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中部为东、西部以外的省、
区, 包括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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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所起的作用。计算结

果表明, 城镇内部差距的贡献率略有提高, 从

1978年的2218% 提高到1995年的2315%。农

村内部的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贡献份额

上升最快, 从2318% 提高到2710%。城乡之间

差距在总体差距的构成中起的作用最大, 但

在1978～ 1995年呈下降趋势, 从5314% 下降

到4915%。而且, 这种下降从1979年就开始

了, 主要发生在80年代中期以前家庭联产承

包制在全国推行期间。人们通常注意到改革

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却没有注

意到这种差距在决定总体差距中的份额处于

降低的态势。

目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来源包括劳动力

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

入。其中劳动力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基本

收入, 前者主要由农村劳动力参加农村非农

产业就业获得的收入, 后者则主要指农户从

承包土地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从全国平均来

看, 这两部分占农民全部收入的9318% , 因

此, 它们决定着农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地区分

布。劳动力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项的基尼

贡献率都较高, 1995年分别为58% 和35% , 意

味着两者合起来可以解释农民收入地区差别

的90% 以上。然而, 各地农民收入来自劳动力

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却十分不一样。

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的地区差异较小, 而劳动

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则因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而异, 所以其地区差别较大。因此, 这两

种收入来源之间比例的地区差异, 主要是由

劳动力收入差异造成的。

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

异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差异和从就业中获得收

入的差异, 根据上述地区之间差异的表现特

征, 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第一, 由于东部、中部

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最为显著的区域差

距, 在这三类地区之间的迁移应是最具特征

的现象。而且, 按照迁移产生的逻辑, 流动的

方向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 第二, 由于

各地农村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异有较大的扩

大趋势, 除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之外, 从农

村到农村的迁移也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现

象, 这种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方向同样是中西

部地区向东部地区; 第三, 由于三类地区之间

和城乡之间差距同时存在, 迁移会形成一种

区域阶梯, 即劳动力首先从相对不发达地区

农村转移, 随后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向城市

迁移。

二、迁移距离与成本

大多数文献表明, 迁移距离与迁移成本

成正比关系, 与迁移概率成反比关系。这里,

距离并不仅是旅费、路途时间和相关的心理

成本, 更重要的是为寻找必要的机会所需要

的一定的社会网络。笔者在山东省济南市抽

样访谈的民工中, 通过在城市或外地居住、打

工的亲属、朋友、同乡获得工作信息的累积占

全部调查人数的81% 以上。也就是说, 他们主

要通过其在城市的社会关系, 获得关于能否

找到工作的信息。或者说, 农民向城市的迁

移,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他们的社会关系

帮助实现的。

对于迁移者来说, 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

其具有有效的社会关系以帮助实现迁移的可

能性就下降。特别是对中国现阶段的迁移者

来说, 由于80年代以前迁移的发生率相当低,

人口流动性小, 大大地妨碍了居民形成自己

的亲友关系网络。迁移目的地距离家乡越远,

迁移者越缺乏社会关系。所以, 目前发生的人

口迁移, 以省内占最大的比重。我们对199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表1揭示了

这种迁移地域特征。从中可以看到, 无论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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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迁移, 还是向村镇的迁移, 局限在本省

内的比重都很高, 总体迁移人口中6814% 为

省内迁移。地区性的调查表明相同的特征。在

济南市的抽样民工中, 9313% 是来自本省的

迁移者。

表1　省内、区内及区内省际迁入比重 (% )

全部迁入 市迁入 村镇迁入

省市区内 68. 4 75. 3 54. 6

三类地区内 80. 4 84. 8 71. 7

东部- 东部 93. 1 95. 1 87. 2

中部- 中部 67. 7 72. 7 58. 6

西部- 西部 72. 4 75. 6 69. 0

　　资料来源: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 1997。

由于省内迁移占绝对重要的比重, 所以,

由此观察到的迁移流向进一步表现在东部到

东部, 中部到中部和西部到西部。虽然由于中

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具有很强的

地域相似性, 三类地区内部的迁移更加显著,

几乎占到了全部迁移的最基本部分, 但考虑

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广大范围,

而就从省到地区的迁移来说, 只分别使东部、

中部和西部增加了12、915和1711个百分点,

足见地区内迁移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省内迁移

的作用显著。然而, 迁移范围一旦扩大到大区

内, 几乎囊括迁移人口的主要部分, 即东部到

东部、中部到中部和西部到西部的劳动力流

动是目前中国迁移的基本地域特征 (表2)。

表2　出省劳动力迁移的区域分布 (% )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部迁入

东部 68. 7 71. 3 53. 6 65. 9

中部 21. 5 18. 0 14. 2 18. 1

西部 9. 8 10. 7 32. 2 16. 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 1997。

三、迁移流向的区域特征

由于省内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 所以, 为

了更清楚地观察当迁移超出本省范围后, 其

流向究竟是怎样的, 有必要把省内迁移人口

剔除后, 再从三类地区内部及之间的关系分

别加以考察。将三类地区迁移数据进行归纳

的结果, 证实了劳动力迁移的方向确实遵循

了从西到东的流向。表2表明, 东部地区向中

部和西部地区的迁移, 加起来大约为该地区

全部迁出人口的30%。也就是说, 剔除省内迁

移的因素, 东部地区的迁移倾向于主要在区

内进行。而从中部地区迁移到东部的人口占

全部迁移出省人口的71% , 从西部地区到东

部的迁移占出省人口的54%。考虑到距离对

迁移的阻碍因素 (特别是西部与东部地区的

地理距离相对遥远) ,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

收入高、就业机会多而形成的迁移拉力可谓

巨大。

从1% 人口抽样调查的定义来看, 全部人

口被划分为市人口、镇人口和县人口①。虽然

按照一般理解, 我们把市人口和镇人口统一

视作城镇人口, 表达一个城市化的概念。但由

于镇从地理空间和经济地位来看, 处于城乡

接合部, 在很大程度上是乡镇企业的依托地,

实际上反映着很大部分的农村经济。所以, 我

们在这里把镇和县迁移人口作为迁入农村的

人口。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 全部迁移人口中迁

入村镇的比重为3314% , 其中出省后迁入村

镇的占48%。东部地区出省并迁入村镇的比

重为40% , 中部地区为 47% , 西部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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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人口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
辖的街道人口; 镇人口指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
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 县人口指除上述以外的
全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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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下以及既有的城

乡差异条件下, 我们可以假设从城市向农村

的迁移不会成为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现

象, 所以流入到村镇的迁移人口应该被视作

是主要来自村镇。由此我们证明, 由于各地农

村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 特别是在乡镇企

业发展差异很大的条件下, 农村到农村的迁

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3　迁移到村镇的流向特征 (% )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部

出省迁移

　　　东部 63. 2 65. 6 47. 2 59. 1

　　　中部 24. 9 21. 6 16. 3 20. 8

　　　西部 11. 9 12. 8 36. 5 20. 1

含省内迁移

　　　东部 87. 2 34. 6 23. 1 49. 6

　　　中部 8. 7 58. 6 7. 9 26. 1

　　　西部 4. 1 6. 8 69. 0 24. 3

　　资料来源: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 1997。

我们可以设想, 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

程中, 人力资本素质构成一种较高的迁移阻

碍。由于城市职业与农村的劳动在技能上有

不同的要求, 一个从前仅仅务农的劳动力, 直

接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中, 显然不如那些已

经在农村从事过非农产业活动的劳动力。从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劳动力介

入非农产业活动的机会来看, 形成了一个从

西部地区农村到中部地区农村, 再到东部地

区农村的阶梯。与此相应, 迁移者寻找职业和

其它机会的成本随着从中部和西部向东部地

区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而递增, 从而表

现出迁移的梯级性。从表4中含省内迁移的情

况与出省迁移的情况比较来看, 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迁移倾向于首先流向本省城市, 然后

才是出省向东部地区的城市迁移。

表4　迁移市的流向特征 (% )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部

出省迁移

　　　东部 72. 3 76. 4 62. 8 72. 1

　　　中部 19. 2 14. 7 11. 1 15. 7

　　　西部 8. 4 8. 9 26. 1 12. 2

含省内迁移

　　　东部 95. 1 24. 5 20. 7 60. 7

　　　中部 3. 4 72. 7 3. 7 26. 1

　　　西部 1. 5 2. 8 75. 6 13. 3

　　资料来源: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 1997。

四、迁移对平衡发展的含义

通常有两种机制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经

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其一, 随着市场的

发育, 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 各地区可以充分

利用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 通过区域贸易, 以

充裕的生产要素换取稀缺的要素。在这个过

程中, 各地的生产要素价格和报酬趋于一致。

其二, 随着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 生产要素在

各地之间流动, 从而改变生产要素占有水平

不平衡的状况。那些市场障碍较小、流动性较

强的要素通常率先流动起来。一方面, 提高劳

动力相对多的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 另一

方面, 抑制劳动力相对缺乏的高收入地区工

资水平过快上涨。

如果只看到劳动力从一地农村流出似乎

只是一种单向的资源流动, 就容易产生对迁

出地发展前景的担忧。然而, 事实上劳动力迁

移出去的同时, 还必然形成另一个对应的资

源流动, 即他们的打工收入作为一种货币流,

会相应地回流到迁出地。所以, 劳动力流动创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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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办公室均十多平方米, 装有空调机, 内设

洗手间。每个科研人员配备宽大办公桌、一个

书架、一个档案柜。如果研究人员要求使用电

脑或电动打印机, 研究所也会随时提供。研究

所大楼还设有一间电脑房, 研究人员可随时

使用电脑。研究所大楼最底层是休息室, 研究

人员可在此处饮茶、喝咖啡, 也是各国学者相

互认识与交流的好地方。

在这种环境下, 科研人员自然能够尽心

尽意从事研究, 并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

也是世界各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纷至新

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工作的缘故之一。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具有制度化、专业

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四个特征, 这使它得以

成为当今世界东南亚研究的中心。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社科研究

机构也应朝着这“四化”的方向发展, 这样, 才

能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东南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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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是一种双向的资源流动。在我国劳动力

流动主要是一种家庭决策的结果, 同时迁移

者实际上是作为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一个环

节外出的情况下, 这种判断更为确定无疑。

在我们调查的济南市民工中, 82% 声称

每年往农村老家带钱或寄钱, 平均每年带

(寄) 回家里的货币总值为1776元, 占他们在

城市所挣总收入的30% 以上。其它调查显示

的上述两种比例和绝对数甚至更高。由此推

算, 平均每个流动中的农村劳动力每年大约

带 (寄) 回农村的货币为2000元。按全国8000

万流动劳动力计算, 每年返回农村的打工收

入总数可以达到16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

1995年全国农村个人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

资和建房总支出的7917% , 是1995年国家财

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

总额的317倍。

因此, 在目前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

育水平尚不足以缓解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情况

下, 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食品供给体制

的改革以及城市住房改革的开始等, 低生活

费用和补贴制度开始改革, 生活资料的市场

化导致居民生活资料价格提高, 而迁移者生

活资料价格下降。其结果是使农村劳动力流

动的障碍大大减小, 因而劳动力流动缩小区

域差距的均衡机制发挥了较大作用。而且, 由

于市场发育特别是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需要

假以时日,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农村

劳动力迁移这种资源流动将在减小地区之间

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方面起主要作用。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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