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

13位ISBN编号：9787505878167

10位ISBN编号：7505878166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宏伟

页数：3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

内容概要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在传统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新的部门—
—知识部门，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三元经济结构。
然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传统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尚
未完成。
因此，一方面，经济结构中知识经济一元的介入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在知识具有话语权的今天，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在进行传统工业化的基础上
发展知识部门，而工业和农业部门也要接受知识部门的改造，这一过程相应的被称之为农业知识化和
工业知识化。
而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来看，巨大的人口压力的存在依然要求这些国家发挥比较优势
、重视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三元经济下利用劳工成本优势进行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也使我们认识到
，发展中国家绝不能盲目地忽视广大低层次劳动力的存在从而摒弃吸纳广大农村人口就业的劳动密集
型工业和服务业。
　　本书立足于三元经济结构，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运用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人力资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投资学等学科知识，深入研究三元经济的形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提出了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新模式，并基于此模式进行了经验验证和实证分析，详细分析了个
人、企业和国家面对新模式的行为决策和政策选择，以期提供一个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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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1954年，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
济发展》一文，明确刻画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客观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的现实，并以两部门劳动力转移为核心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
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两种部门，一是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主），劳动边
际生产率较低；二是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较高。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不断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过程，直到两部门的边际劳动
生产率相同为止，工业部门的扩张结束，工人工资开始上涨。
而吸收劳动力的过程表现为，在工资率不变的条件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资本积累不足、人口基数庞大、科学技术普
遍落后、人均资源占有稀缺的前提下进行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较好地符合了发展中国家的
现实，其劳动力流动理论也极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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