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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形成一个新的收八分配模式，而且还要求创造
一个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制度环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归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特征，并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障碍分为“农村转出“和
“城市融入”两个层次。
其次，以川黔渝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各制度变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得出相关
的政策启示。
再次，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理论模型和制度创新变量各指
标体系的相互关系模型。
最后，本着“近期具体，远期抽象”原则提出了各项制度改革的近期对策建议和中长期政策框架。

申鹏专著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适于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方面的相关学者及研究
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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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 基本概念界定　　（一）农村劳
动力转移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1.农村劳动力的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定义，
有不同的界定方法。
在本研究中，对农村劳动力的概念从户籍身份角度进行界定，即农村劳动力是指处于15-64岁年龄段的
、具有劳动能力且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地区的人口。
它既包括从事广义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也包括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及在本乡镇外务工的劳动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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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在此，需要对以下几组概念进行说明。
　　（1）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广义农业生产活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从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二者的概念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于农业劳动力，农业
劳动力属于农村劳动力。
因此，采用农村劳动力概念更恰当一些，因为今天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原来在农村
是从事农业还是非农产业，而在于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来自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
的劳动力。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需要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人口。
　　（2）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并不一致。
总体来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除了刘易斯（1954）“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的劳动力为剩
余劳动力”这一经典定义之外，还有西方古典学派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零值说”、部分经济学家认定
的“地一劳比率变动”说和综合前两种说法进行的描述，以及何景熙教授（2000，2001）重在区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两个概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
综合以上定义，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一定时期、特定农村区域内已有劳动数量超过产业
发展所需要的劳动数量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将他们从农村转移出去，并不会减少
农业的现有产量，即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
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属于农村劳动力。
　　本研究没有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农村劳动力概念，是因为剩余是相对的，而
且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已经不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而是为
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更有尊严地活着；而且，真正能够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
其实也是发展现代产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其实当前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发展也需要这
样高素质的劳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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