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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是这一趋势和规律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
大报告也指出，要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这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水平的重大
战略举措。因此，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农村向城镇
转移人口的数量将持续而快速地上涨，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

国际经验方面，从发达国家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轨迹来
看，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国家
的工业化和在此基础上的非农化发展，农村人口也随之向城市和
非农产业转移，这两个进程是同步推进的，因此也是合二为一
的。工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平衡推进是一国顺
利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农民在市民化的社会变迁
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有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制约
因素，农民并未像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经历从农民向市
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等同步的彻底转变，而是总体上呈现出
“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中国特色路径，在这一路径中，前一
阶段的转变比较顺利，后一阶段的 “农民工—市民”进程却十
分缓慢，农民工市民化正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 “中
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究其原因，是由于我
国特有的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 “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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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制。在这条路径下，农民工的市民化的各种障碍和壁垒，

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迁移成本，他们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出发，比
较、衡量市民化的收益和成本，最终导致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的局面，这也是今后我国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必须逾越的障碍。今后 20 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
阶段，如果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
坎，那么，农民工问题就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绕不过去的一
道坎。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更多地表现为新生代农
民工的市民化，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统筹城乡发展”

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字眼，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到
了重要议事日程。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
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
主力军，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我国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已
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成为主体。相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有很大
的不同，他们的个人素质、工作技能、性格特征、工作偏好、城
市认同感、生活方式、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已迥然不同，而且最
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人已没有和土地相联系的务农经验和技能，

所以，他们被称为“回不去”的一代。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①新生代
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
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们文化程度更高，很多人都是高中毕业;

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生活标准向城市居民看齐; 职业期望
值高，希望有更稳定的就业、合理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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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作耐受能力低，吃苦耐劳的人格特征较弱，排斥低收入和
高强度的体力工作。②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决策明显异于第
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生长环境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导致
他们选择工作的偏好不同，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决策中
追求的效用最大化不再是父辈追求的收入最大化，而是包含更多
的内容，比如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地点、居住条件、工作
的社会地位、职业的发展等等。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向
有限供给转变，这给了新生代农民工更大的选择空间。近几年愈
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诠释。③新生代
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明显且权利意识强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
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对生活的期望主要的参照是城市居民的生
活，对城市体现出较多的认同感和更强的归属感，渴望融入城
市。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又缺少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
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
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
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 “两栖
人”。同时，他们具有强烈的剥夺感，在这种心理预期下，新生
代农民工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
“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
社会问题。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其中农民工市民
化成为关键，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推进新
型城镇化，必须处理好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关系，加快转
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民工实现 “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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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
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实
现经济政策的必须。

本书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农民工
迁移和市民化作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展开
论述，分析农民工迁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找出农民工迁移的
一般规律，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工迁移的偏好和群体特征，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入困境和趋势，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建议。

本书由桂莉、刘红燕、王兴鹏三人合作完成。桂莉拟定全书
的写作提纲，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章、第五
章、第六章的第二至第四节、第七章、第八章。刘红燕撰写了本
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九章。王兴鹏做了大
量数据处理工作。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白洪鸽、常永会也做了大
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由于水平有限，尽管我们为完成此书付
出了艰苦的劳动，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以下经费资助:
( 1)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2012 年计划研究项目: “河北省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 ( 编号 HB12GL021) 的结项成果。
( 2) 河北经贸大学省级重点学科———行政管理建设经费。
( 3)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2012 年计划研究项目: “城乡一体

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排斥问题研究” ( 编号 HB12SH018)
的阶段性成果。

桂莉 刘红燕 王兴鹏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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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农村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 15 ～ 64 周岁
的男性和女性个人。包括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和从
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
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员。

农村剩余劳动力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非农产业剩余劳
动力，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现实
研究中，可以认为一定时期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等于农业剩
余劳动力，这样的界定已经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认可。按照传统
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边际
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农业劳动力。
李仙娥、王春艳 ( 2004) 将国内外理论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定义归纳为 4 种: 第一种就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 第二
种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 第三种为边际收益
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 第四种为当一个国家 ( 地区)
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就认为该国 ( 或
地区) 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对 4 种定义的分析和比较，
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解释现实的能力上，传统定义仍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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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说服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农业即农作物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劳动者。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
力中多余的劳动力。关系式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 － ( 农业必要劳动力 －非农
业劳动力占的等效农业劳动岗位) 。

它有两种含义: 一是绝对剩余，指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
一定生产水平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为零时，农业中供
大于求的那部分劳动力。二是相对剩余，指在一定区域、一定时
期、一定生产水平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平
均劳动生产率时，农业中供大于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数量应该是在两者中取大值。因为如果绝对剩余量大于相
对剩余量，用绝对剩余量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可准确地
了解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 如果相对剩余量大于绝对剩余量，
表明即使绝对剩余量全部被有效开发，仍存在部分农业劳动力转
移非农产业提高总生产效率的问题，因此，从整体角度看，这时
用相对剩余量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为合理。

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是按照劳动力所从事职业的地
域划分的，它既包括农业劳动力，也包括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
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没有公认定义，相对而言，比农业
剩余劳动力更加复杂。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包含的范围更广，
既包括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也包括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剩
余劳动力。关系式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 +农村非农产业剩余劳
动力。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大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两
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
类别属性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属于地域概念，与城市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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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对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属产业范畴，与非农产业的剩余劳动
力相对应。

现实研究中，多数人只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其主要原因:
一是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范围难以界定。尤其是
1984 年放宽建镇标准、实施以镇带村，1986 年放宽建市标准、
实施以市带县的行政体制以来，市镇地域人为扩大，使农村剩余
劳动力难以计量; 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广义的农业剩余
劳动力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 三是由于存在季节性失业
和摩擦性失业，绝对失业人口具体数量难以精确计算。就整体而
言，我国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很少，而且这部
分剩余劳动力多数会回到原居住地参加农业劳动，最终会表现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区别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区分。在很多论述农村剩余劳
动力问题的文章中，常常忽视了，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使用，实
际上，二者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根据劳动
力市场条件变化，在职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它是一个
动态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力的自发选择行为。而转移是指在经济
发展中变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它既包括劳动力在职
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还包括劳动力在运动过程中转变
为非农劳动力这个结果，是实现城市化的一个主要步骤，具有一
定的政府干预性。由此可见，流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
式，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流动的结果，转移过程包含流动过程，
所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能够涵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
动的研究。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
的空间转移和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 ( 包括农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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