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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劳动力的长期大规模流动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带来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为了把握劳动力流动的规律。
判断其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笔者力图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来探讨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和高效使用的学科。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所以，本书从经济学视角重新界定了劳动力流动。
所谓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
、企业间、甚至工作间的转移。
根据新的劳动力流动定义，首先考察了具有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四种形式，接着具体分析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形式。
中国的劳动力从不能流动到逐步流动，再到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经历了一个转轨的过程。
当前。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五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国有单
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在工作间流动，在产业间转移。
在这五种流动形式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在就业状态
之间的转换和工作之间的转移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
即劳动力从低工资率流向高工资率。
那么工资率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两市场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细分为不同的子市场，各子市场之间不能实现一般均衡，因
而各子市场的均衡工资率不同。
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逐高工资率为目标，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率，劳动力便在不同的劳动力市
场问流动。
所以，工资率的差异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原因。
这个结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因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论证了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理论表
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和工作间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分别是地区收入差距和工作间收入差距。
产业理论也表明，产业间收入差距诱发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
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形式有多种，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和跨地区流动。
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劳动力流动的诱发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总之，已有的研究都将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

但是，笔者认为。
工资率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技术进步差异才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
工资率差距与工资率持久变动决定于技术进步的差异。
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决定其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差异。
所以，各个细分市场之间因技术进步的差异难以达到一般均衡。
单一部门技术进步模型告诉我们，在单一部门情况下，技术进步提高了工资率，使其收入效应大于替
代效应，由此引起劳动力在就业状态之间流动。
两部门技术进步模型告诉我们，在两个部门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市场工资率存在差异
，从而使劳动力从技术进步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技术进步率较高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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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不仅诱导产业结构变迁，而且依托于一定的产业。
技术进步的产业差异性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问的持久流动。
产业布局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
因此，农村、城市和各个地区就成为产业依存的空间，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都是产业(部门)空间差
异的反映。
所以，城乡间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都是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依托形式。

通过考察三次产业问、地区间和所有制企业问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变动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能够很好地解释工资率的变动。
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是技术进步。

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我们可以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
步层面。
另外，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归纳出前文分析的基本结论，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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