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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自　 　 序

行文伊始ꎬ 首先要对本书有一个交代ꎬ 也算是自序吧!

之所以选择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这个话题作为研究课题ꎬ

是因为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最关键的是城镇化建设

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这个问题的解决ꎮ 尤其是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ꎬ 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正式出台了 «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ꎬ 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的新要求ꎬ 明确未来城镇化的总体思路、 发展路径、 目标任务和战略任

务ꎬ 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ꎬ 是指导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

性、 战略性、 基础性规划ꎮ 从长远角度看ꎬ 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

效应是持久的、 深远的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全方位做好农村人口转移就业问

题ꎬ 既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市现代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任务ꎬ

也是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根本转型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ꎮ 本书正是

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视角ꎬ 以中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基本理论、 发展进

程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ꎬ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探索新的

路径ꎮ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

主义国家ꎬ 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ꎬ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ꎮ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ꎬ 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ꎬ 而农村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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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转移又能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ꎬ 所以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剩余

人口的转移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的关系ꎮ 我国城镇化的特色

就在于把农村的发展纳入到城镇化进程之中ꎬ 为此应当在促进大中城市现

代化的同时ꎬ 大力发展中小县级城市和农村乡镇ꎬ 努力解决好农村、 农

业、 农民问题ꎬ 尤其是解决好农村剩余人口流向问题ꎬ 这是走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之根本ꎮ 围绕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人口流向这

一主题ꎬ 无论在理论探索上ꎬ 还是在实证研究上ꎬ 或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

研究方面ꎬ 都受到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ꎬ 产生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理论研

究成果ꎮ 国外经济理论者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人口流向问题倾注了极

大的热情ꎬ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模型ꎬ 试图解释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进程中农村剩余人口如何转移以及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怎样转移的一系列问

题ꎮ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ꎬ 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

中的自然发展过程ꎬ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ꎬ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ꎮ 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ꎬ 顺应发展规律ꎬ

因势利导ꎬ 趋利避害ꎬ 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ꎬ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ꎮ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城镇化中农村人口流向理论为指

导ꎬ 结合我国历史条件、 现状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ꎬ 对我国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农村剩余人口如何转移做了深刻分析ꎬ 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对策

建议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城镇化建设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ꎬ 需要我们

进一步创新思路ꎬ 走中国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ꎮ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导言 １

一、 本书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１

二、 本书研究的特点与内容 ４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 ６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８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 ８

　 　 一、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及内涵 ９

　 　 二、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 １３

　 　 三、 新型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１６

　 　 四、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所面临的难点 １８

　 第二节　 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２３

　 　 一、 农村剩余人口的概念内涵 ２３

　 　 二、 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 ２５

　 　 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 ２６

　 　 四、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２７

　 　 五、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在城镇化中的必要性 ２９

　 第三节　 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理论概述 ３１

　 　 一、 国外关于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理论概述 ３１

１



!"#$%&'()*+,-.

　 　 二、 国内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理论概述 ３９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人口转移的论述 ４４

第二章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过剩的主要因素 ４９

　 第一节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４９

　 　 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与演变 ５０

　 　 二、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５４

　 　 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及对策 ５５

　 第二节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５９

　 　 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总水平 ６０

　 　 二、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６１

　 　 三、 城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势差 ６３

　 第三节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 ６５

　 　 一、 农村人口数量增长的进程 ６５

　 　 二、 农村人口质量提升的现状 ６８

　 　 三、 城镇化中对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提升的要求 ７１

第三章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历程 ７４

　 第一节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回顾 ７４

　 　 一、 改革开放之前 ７４

　 　 二、 改革开放后的我国农村人口转移 ７６

　 　 三、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 ７９

　 第二节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类型 ８０

　 　 一、 城镇类型方向转移 ８１

　 　 二、 职业类别方向 ８１

　 第三节　 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特征 ８３

　 　 一、 转移的区域特征 ８４

２



目　 　 录

　 　 二、 转移的产业特征 ８４

　 　 三、 转移的效益特征 ８５

　 　 四、 转移的阶段性特征 ８６

　 　 五、 转移的方式特征 ８７

　 　 六、 转移的不平衡特征 ８７

　 第四节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意义 ８８

　 　 一、 转移的促进意义 ８９

　 　 二、 转移的优化意义 ９０

　 　 三、 转移的协调意义 ９１

　 　 四、 转移的拓新意义 ９２

　 　 五、 转移的培育和带动意义 ９４

　 　 六、 转移的减压意义 ９４

第四章　 中外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分析 ９６

　 第一节　 城镇化中国外农村人口转移模式 ９６

　 　 一、 政府主导型模式 ９７

　 　 二、 自由迁徙模式 ９８

　 　 三、 战略发展模式 ９９

　 第二节　 城镇化中国内农村人口转移模式 １０１

　 　 一、 就地转移模式 １０１

　 　 二、 异地转移模式 １０５

　 　 三、 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战略模式 １０９

　 第三节　 中外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模式比较 １１２

　 　 一、 转移的步调不同 １１２

　 　 二、 转移的吸引力不同 １１４

　 　 三、 转移的形式不同 １１６

　 　 四、 转移的地点不同 １１８

３



!"#$%&'()*+,-.

　 　 五、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模式的区域特征 １１９

第五章　 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制约因素 １２２

　 第一节　 影响农村人口转移的制度因素 １２２

　 　 一、 土地制度因素 １２３

　 　 二、 户籍制度因素 １２６

　 第二节　 影响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市场因素 １２９

　 　 一、 现实因素 １３０

　 　 二、 需求因素 １３２

　 第三节　 影响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政策因素和素质因素 １３４

　 　 一、 政策因素 １３４

　 　 二、 素质因素 １４９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面临的现实问题 １５３

　 　 一、 城镇化建设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１５４

　 　 二、 城镇化的高成本抑制农村人口转移不稳定性 １５６

　 　 三、 农村人口综合素质造成就业层次较低 １５７

　 　 四、 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制约农村人口转移 １５８

　 第五节　 新型城镇化面临新生代农民工迁移问题 １６０

　 　 一、 迁移趋势: 从流动到迁移 １６１

　 　 二、 迁移困境: 难以实现制度性迁移 １６３

　 　 三、 制度性迁移困境中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双重性 １６５

第六章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对策 １６８

　 第一节　 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１６８

　 　 一、 形成城乡统一协调新格局 １６８

　 　 二、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１７４

　 　 三、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１７７

４



目　 　 录

　 第二节　 发展非农产业与农村人口转移 １７９

　 　 一、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 １７９

　 　 二、 科学实行农业产业化 １８０

　 　 三、 推进乡镇企业发展 １８４

　 第三节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１８６

　 　 一、 加快发展小城镇 １８７

　 　 二、 加快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１８８

　 　 三、 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业结构升级 １８９

　 　 四、 激活农民消费ꎬ 扩大农村市场需求 １９１

　 第四节　 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１９５

　 　 一、 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１９５

　 　 二、 加强农村教育ꎬ 注重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 １９６

　 　 三、 提高农村生育和生活质量ꎬ 增强农村人口的健康素质 １９８

　 　 四、 提高农村干部、 农民企业家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素质 １９９

　 第五节　 新型城镇化中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 ２００

　 　 一、 人口城镇化重在解开 “城乡二元方程” ２０１

　 　 二、 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的制度创新 ２０３

　 　 三、 新型城镇化中农村人口就业制度的变革 ２０６

参考文献 ２１２

后记 ２２８

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２３０

５



导　 　 言

导　 　 言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 “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作为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ꎬ 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ꎬ 努力

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ꎮ 因此ꎬ 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

化ꎬ 是提高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ꎮ 新型城镇化是 ２０１４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ꎮ «规划» 的出

台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 战略性、 基础性

的纲领性文件ꎬ 明确提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ꎬ 并且 “今后

一个时期ꎬ 着重解决好现有 ‘三个 １ 亿人’ 问题ꎬ 促进约 １ 亿农业转移人

口落户城镇ꎬ 改造约 １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ꎬ 引导约 １ 亿人在

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ꎮ 因此ꎬ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ꎬ 走新型城

镇化道路ꎬ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ꎮ

一、 本书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１ 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ꎬ 是转变发展方式、 扩大国

内需求的战略重点ꎬ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ꎬ 也是解决农业、 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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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ꎮ 城镇化是实现我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路径选

择之一ꎮ 提高城镇化水平ꎬ 转移农村剩余人口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

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ꎬ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ꎬ 增加农民收入ꎬ 扩大就业机

会ꎬ 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ꎮ 只有加强城镇化建设ꎬ 才能

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ꎬ 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ꎮ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发展ꎬ 也影响着世

界的发展进程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们处于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ꎬ 中国经济

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ꎬ 创造了世界史上一个国家经济持续长时间高速发展

的 “神话”ꎮ 新型城镇化建设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ꎬ 它是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ꎮ

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问题就是人口迁移问题ꎬ 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便成

为了决定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败的重点问题ꎬ 进而也深刻的影响到了我

国宏观经济的长远发展ꎮ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换的过

程ꎬ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须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驱动力ꎮ 农村人口过

多、 农业水土资源紧缺ꎬ 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ꎬ 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

变ꎬ 这是 “三农” 问题的根源ꎮ 中国人均耕地资源仅 ０ ０９ 公顷ꎬ 不到世

界平均水平的 ４０％ꎻ 人均水资源仅 ２０９０ 立方米ꎬ 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８％ꎮ 破除这一矛盾必须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面ꎬ 坚持以工促农、 以城带

乡的方针ꎬ 在工业化、 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ꎮ 随着农村

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ꎬ 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相应增加ꎬ 农业生产效

率和商品化率可以得到提高ꎬ 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 市场化水平ꎬ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ꎬ 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ꎬ 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ꎮ

总而言之ꎬ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过程ꎮ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ꎬ 形成了壮观的人口迁移现象ꎬ

工业化带动了人口的流动ꎬ 人口的自由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ꎬ 二者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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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的关系ꎮ 从世界历史角度分析ꎬ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ꎬ 还是新型

工业化国家ꎬ 都必须经过这一条道路ꎮ 其实ꎬ 城镇化建设和农村人口转移

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ꎬ 国外的理论与实践ꎬ 成功与失败ꎬ 对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ꎮ

２ 当前关于城镇化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问题的研究现状

由于研究的视角和背景不同ꎬ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村剩余

人口转移的研究ꎬ 既存在着必然联系ꎬ 又存在一定的差别ꎮ 他山之石ꎬ 可

以攻玉ꎮ 国外许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ꎬ 这其中既有经

验ꎬ 也有教训ꎮ 不同国家、 不同的城镇化道路模式ꎬ 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深

刻教训ꎬ 都值得我们研究、 借鉴和汲取ꎮ

(１) 国外关于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人口转移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基本观点: 一是农村

人口向城市运动ꎬ 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ꎬ 并导致城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

过程ꎻ 二是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ꎬ 这包括价值观、 态度和

行为等方面ꎬ 使农村人口的行为模式以及思考问题方式的城市化ꎬ 进而使

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城市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ꎮ 还有些国外学者认

为ꎬ 乡村城市化 (即农村城镇化) 是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ꎮ 例如美国

学者帕辛 (ＭＰａｅｃｉｏｎｅ) 认为 “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思想、 观念和生活方

式向乡村地区扩散的社会变动过程”ꎬ 最明显的表现为人口从城市向农村

流动ꎮ 法国学者安尔麦兰 (Ｐｉｅｒｒｅ Ｍｅｒｌｉｎ) 认为: “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

空间的缓慢的城市化过程ꎬ” “是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发生的ꎬ 乡村城市化区

的人口是由城市内迁移而来ꎮ” “乡村城市化的形成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村

庄的周围建设别墅式小房子ꎬ 居住者从事城市型职业ꎬ 接受城市型生活

方式ꎮ”

(２) 国内关于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人口转移研究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较大、 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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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使得目前还有大量农业剩余人口

滞留于广大农村地区ꎮ 鉴于此ꎬ 借鉴国外成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

经验ꎬ 美国模式、 英国模式、 日本模式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成功经验ꎬ 吸取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ꎬ 促进我

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ꎮ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ꎬ 一是人类生产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

过程ꎬ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ꎬ

体现在空间、 结构和方式的转化ꎻ 二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是由传统的农业社

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ꎻ 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的统一过程ꎻ 是一个城市现代化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

程ꎬ 即是城乡一体化过程ꎻ 还有些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城镇

化的过程ꎬ 认为城镇化是一种制度变迁ꎬ 即 “所谓城市化ꎬ 是在工业化进

程的推动下ꎬ 发生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制度变迁过程”ꎻ 另一些学者认为ꎬ

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剩余人口的变化ꎬ 就是一种制度改革与变迁ꎮ

二、 本书研究的特点与内容

１ 本书研究特点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较ꎬ 本书的着力点是:

“一个倾向”ꎮ 即学术化倾向ꎬ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规律的视角ꎬ 研究新型城镇化与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ꎮ

“两种努力”ꎮ 一是努力服务于现实ꎮ 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

究ꎬ 而是服务于现实ꎬ 解释现实ꎬ 在现实中寻求对策ꎮ 所以本书研究不仅

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点来论证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之间的关

系ꎬ 而是从比较中寻找当前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ꎬ 更要上升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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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度去透视当今和未来中国特色城镇化、 现代化的发展模式ꎮ 二是努力

超越现实ꎮ 研究的目的除了回顾历史、 解释现实ꎬ 更要展望未来ꎮ 因而ꎬ

研究的结论或对策并不是实用指南ꎬ 而是提供一种思维、 一种判断、 一种

目标ꎬ 并由此采取某些实践工作中的对策和措施ꎮ

２ 本书大致内容

城镇化建设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现代文明时代的自然发展过程ꎬ 而真

正意义的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解决农村剩余人口转移这个重要问题ꎮ 本书试

图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及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

移方面的相关理论ꎬ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实

际ꎬ 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途径ꎮ 本书主要内容除了导

言部分ꎬ 共分为六章ꎮ 第一章ꎬ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ꎮ

首先ꎬ 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及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所面临的难

点ꎻ 其次ꎬ 论述了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及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在城镇化

中的必要性ꎻ 最后ꎬ 概述了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理论及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人口转移的论述ꎮ 第二章ꎬ 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过

剩的主要因素ꎮ 首先ꎬ 介绍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及对策ꎻ 其次ꎬ 论

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及城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势差ꎻ

最后ꎬ 探讨城镇化中农村人口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的现状ꎮ 第三章ꎬ 城镇

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历程ꎮ 简要介绍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回顾、

类型、 特征和意义ꎮ 第四章ꎬ 分析了中外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的模式、

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战略模式、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模式的区域

特征ꎬ 以及中外城镇化中农村人口转移模式比较ꎮ 第五章ꎬ 城镇化中农村

剩余人口转移的制约因素ꎮ 首先ꎬ 探讨了影响农村人口转移的制度因素、

市场因素、 政策因素和素质因素ꎻ 其次ꎬ 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

口转移面临的现实问题: 城镇化建设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镇化的高成本

抑制农村人口转移不稳定性、 农村人口综合素质造成就业层次较低、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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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不平衡制约农村人口转移ꎻ 最后ꎬ 进一步思考了新型城镇化面临

新生代农民工迁移问题ꎬ 尤其是针对制度性迁移困境中新生代农民工身份

的双重性进行了理性思考ꎮ 第六章ꎬ 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对策ꎮ

首先ꎬ 分析了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发展的前

提ꎻ 其次ꎬ 从发展非农产业与农村人口转移视角分析了城镇化中合理调整

农业结构、 科学实行农业产业化、 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必要性ꎻ 在此基础

上提出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ꎻ 再次ꎬ 提出了城镇化建设中提高农

村人口的整体素质的重要性ꎻ 最后ꎬ 针对新型城镇化中推进农村人口市民

化进行了深入思考ꎬ 以人口城镇化重在解开 “城乡二元方程” 为视角ꎬ 以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的制度创新ꎬ 然后提出新型城镇化中农村人口

就业问题的解决制度的变革方法及措施ꎮ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剩余人口迁移时ꎬ 参考了大量

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和资料ꎬ 并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对其分析和研究ꎮ 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种:

(１) 文献研究法ꎮ 对于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迁移这一课题探讨ꎬ 与

之相关的研究很多ꎬ 国内外文献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ꎬ 这些

研究资料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迁移重要的思想来

源ꎮ 通过对已有的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 归纳和借鉴ꎬ 本

书提出了研究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迁移的相关基础理论ꎮ

(２) 规范研究法ꎮ 本书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式ꎬ 把中国新

型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转移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ꎬ 给

予城镇化中农村剩余人口迁移的理论分析、 实践观察ꎬ 探讨了城镇化中农

村剩余人口迁移的产生及内在机理ꎬ 判定并提取了影响农村剩余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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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ꎬ 分析了主要因素对农村剩余人口迁移影响作用的大小和方

向ꎬ 并提出了相应理论假设ꎬ 构建了理论模型ꎬ 从而描绘出一条符合中国

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ꎮ

(３) 实证研究法ꎮ 根据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ꎬ 本书通过对宏观国家政

策及微观运行体制机制进行分析ꎬ 研究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人口

转移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ꎮ

总之ꎬ 本书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ꎬ 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大

背景ꎬ 进一步探讨农村剩余人口转移问题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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