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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分析*

赵暋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摘暋要暋根据陕西省1978—2008年的统计数据,应用Chenery在研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的测算方法,分
析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及其对总量生产率和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的农村劳

动力转移效应较显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和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均逐步增加。提出了实

行城乡居民的居住地管理制度、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及农民工工资水平、建立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户

宅基地流转制度、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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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般来讲,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从低生产率(低收

益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高收益率)的非农业部

门转移。这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再配置,也
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经济暠生产率的差异造

成的工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大

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理论和实

践发展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进行转移,既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破解我国“三农暠难题

的最终出路。
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

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

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1]。目前,

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很多,但专门

对其转移效应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张保发在经济增

长中的结构效益分析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

了探讨[2];胡永泰在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中强调

了劳动力配置的重要作用[3];蔡昉研究了我国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力的贡献[4];潘文卿研究了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测评问题[5];徐现

祥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问题[6];

李勋来等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

应,并揭示了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

差异性[7];丁涛等从资源配置、市场规模、工业化、就

业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

积极作用[8];武国定等认为,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

不仅会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为农业发展和农民消费

提供资金,促进耕地资源合理配置,还会较大幅度地

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成本,创造就业机会,促
进 GDP增长,加速城市化进程。但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负面效应是它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用

工制度暠和“城市二元社会暠[9];雷敏采用多元回归的

分析方法对四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产业

聚集效应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

民工资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10]。由于大

多数学者都是在一些特定假设的条件下,基于不同

面板数据和测算方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问

题进行了研究,总体都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

城乡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研究结论差异较

大,尤其从省级层面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律及

其效应的论文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引用 Chen灢
ery[11]的测算方法,采用 《陕西统计年鉴 (2009)》

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陕西省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及其对总量生产率和实际 GDP
增长率的贡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较显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

量生产率的贡献和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均逐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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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理论模型

假定国民经济由两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

门)构成,则 GDP总量(Y)就等于农业部门 GDP总

量(YA)与非农业部门 GDP总量(YN)之和;社会总

劳动力(L)就等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LA)与非农

业部门劳动力数量(LN)之和。即:
Y =YA +YN (1)

L=LA +LN (2)

暋暋对式(1)两边同除以L,并进行相应转化后可得

到式(3),即:
Y
L =YA

L +YN

L =YA

LA
暳LA

L +YN

LN
暳LN

L
(3)

暋暋此时,用P 表示总量劳动生产率(即劳动力人

均产出水平),P=Y/L;用PA表示农业部门劳动生

产率,PA=YA/LA;用 PN 表示非农业部门劳动生

产率,PN =YN/LN;用毭A 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比

重,毭A=LA/L;用毭N表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

毭N=LN/L;则式(3)可以写成式(4),即:
P=PA毭A +PN毭N (4)

暋暋式(4)表明,总劳动生产率等于农业部门劳动生

产率与其劳动力比重的乘积加上非农业部门劳动生

产率与其劳动力比重的乘积。由于P曚=(dP/dt)/P,
则式(4)用增长率形式可以表示为:

P曚 =PA毭A

P 暳P曚
A +PN毭N

P 暳P曚
N +PA毭A

P 暳毭曚
A +

PN毭N

P 暳毭曚
N (5)

暋暋式(5)表明,总量劳动力的增长率是由两部分构

成,式(5)右边前两项是要素投入因素带来的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称为要素投入效应;后两项是由与劳动

力转移因素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称为劳动力

转移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

间的重新配置效应。假定用L(P)表示劳动力转移

效应,则有:

L(P)=PA毭A

P 暳毭曚
A +PN毭N

P 暳毭曚
N (6)

暋暋由式(2)可知,毭A+毭N =1,对此式两边同时求

关于时间的一阶导数,可以得出:
毭A毭曚

A +毭N毭曚
N =0 (7)

暋暋 则有: 毭曚
A = -毭N

毭A
暳毭曚

N (8)

暋暋将式(8)代入式(6),可得:

L(P)= (PN -PA

P 暳毭N)暳毭曚
N (9)

暋暋式(9)为测度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公式。其含义

是,只要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PN大于农业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PA,劳动力转移效应就一直存在;只
有当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劳动力转移效应

将消失,此时,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就处于动态

平衡。
为了更准确表示出劳动力转移效应,本文具体

应用“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暠和“劳动力

转移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暠两个指标具体衡

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力转移对总量

生产率的贡献 =
劳动力转移效应L(p)
总量生产率增长率

劳动力转移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 =
劳动力转移效应L(p)

实际 GDP增长率

暋暋二、数据来源及其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

(2009)》。其中,陕西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产值数

据来自3灢1生产总值;非农产业产值根据生产总值

和第一产业产值数据推算得出;人口数据(包括从

业人员总数、农业从业人员数和非农业从业人员

数)来自5灢1从业人员人数。在计算实际 GDP增

长率时,采用3灢3生产总值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

1978=100)。产值指标均采用9灢1商品零售价格

指数进 行 了 调 整。本 研 究 考 虑 的 时 间 跨 度 是

1978—2008年。

2.陕西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

产值均呈现增长的趋势(见 图 1)。生 产 总 值 由

1978年的81.07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1509.1
亿元(以不变价格考虑,下同),增长了1428.03亿

元,达到1978年的18.61倍。尤其是2000年后,
实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生产总值为2000
年的2.3倍。第一产业产值虽然也在增长,但不

及生产总值的增长快,由1978年的24.7亿元增

长到2008年的166.02亿元,增长了141.32亿

元,是1978年的6.72倍。同时,第一产业产值占

总产值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

30.47%下降到2008年的11.0%。

3.农业和非农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

产业贡献率是指各产业的不变价增加值增量与

生产总值不变价增量之比,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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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陕西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变化趋势(以不变价格计算)

表1暋农业和非农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 %

年份
拉动率

生产总值 农业 非农产业

贡献率

生产总值 农业 非农产业

2000 10.4 0.6 9.8 100.0 5.9 94.1
2001 9.8 0.3 9.5 100.0 2.8 97.2
2002 11.1 0.5 10.6 100.0 4.2 95.8
2003 11.8 0.5 11.3 100.0 4.3 95.7
2004 12.9 1.0 11.9 100.0 7.7 92.3
2005 12.6 0.9 11.7 100.0 7.2 92.8
2006 12.8 0.8 12.0 100.0 6.6 93.4
2007 14.6 0.5 14.1 100.0 3.7 96.3
2008 15.6 0.8 14.8 100.0 4.9 95.1
暋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09)》第49页3灢4,3灢5。

由表1可知,不论从产业贡献率和产业拉动率

来讲,陕西非农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率均明显优于农业部门。在产业贡献率方面,非
农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在92%以上,说明陕

西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的是非农部门的发展。在

产业拉动率方面,也具有同样的趋势。

4.陕西从业人员结构变化

图2表明,虽然陕西总的从业人员数量在不断

增加,但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总量基本稳定,1992
年从业人员最大,达到1069万人,随后逐年呈现递

减趋势,2008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总量为909万

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占总从业人员数量的比

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波动,但总体上

呈现下降的趋势,比例由1978年的71.06%下降到

2008年的43.93%。

图2暋陕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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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三、结果分析

1.陕西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

从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表2),陕
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1996年以后,呈现出逐

渐快速扩大的态势。在1978—2008年期间,非农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4.2倍

(1986年)至8.3倍(2001年)之间,其中在1978—

1986年,该比率从5.61倍逐渐降低到4.2倍;在

1987—2001年,该比率从4.34倍逐渐升高到8.3

倍;2001年以后逐渐降低,到2008年达到6.34倍,
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另外,从农业与非农业的就

业结构来看,非农部门的就业比重总体逐步增加,非
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28.9%增长到

2008年的56.1%,但在1986到1991年期间有稍微

下滑。1991年以后持续增长,到2008年达到最高,
为56.1%。由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在个别年

份的下滑,从而使得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增长

率在相应年份呈现负值,具体为1979、1981、1987—

1991和1998,这将对劳动力转移效应形成明显的负

效应(表3)。
表2暋陕西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总量劳动生产率P/[元/(人·年)] 752 842 770 775 809 854 956 1057 1129 1189 1244 1166 1256 1322 1344 1502

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A/[元/(人·年)] 322 403 322 370 370 385 467 483 507 527 514 467 512 513 462 528
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N/[元/(人·年)]1807 1962 1910 1855 1956 2061 2099 2104 2146 2290 2518 2390 2585 2777 2909 3098

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毭N/% 28.9 28.1 28.2 27.3 27.7 28.0 30.0 35.4 38.0 37.5 36.4 36.4 35.9 35.7 36.1 37.9
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增长率rN/% - -2.80 0.33 -3.40 1.44 1.21 7.06 18.10 7.21 -1.10-3.00-0.10-1.20-0.50 0.93 5.04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量劳动生产率P/[元/(人·年)] 1465 1523 1626 1779 1983 2196 2524 2882 3121 3495 4125 4806 5561 6306 7294

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A/[元/(人·年)] 489 528 565 567 615 603 648 679 730 784 973 1146 1263 1496 1826
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N/[元/(人·年)]3014 3041 3171 3506 3951 4413 4882 5651 5874 6450 7242 8242 9456 1035611578

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毭N/% 38.7 39.6 40.7 41.2 41.0 41.8 44.3 44.3 46.5 47.9 50.3 51.6 52.5 54.3 56.1
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增长率rN/% 2.06 2.39 2.83 1.30 -0.60 2.00 5.92 0.05 4.88 2.96 5.07 2.56 1.73 3.48 3.28

暋暋2.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

从表3可以看出,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1)劳动力

转移效应L(P)。在2000年以前,表现出较大的波

动趋势,最大值达到1985年的9.82%,最小值在

-1.77%,就平均而言,达到了1.1%,略低于李勋

来等对西部地区的测算结果(1.34%)[7],这可能与

陕西本地人不愿外出的传统观念有关。2000年以

后,劳动力转移效应L(P)相对稳定,呈现稳中有降

的趋势,平均为2.63%,最高点为2003年的3.9%,
最低值为2005年的1.3%。在1978—2008年间,
平均的劳动力转移效应L(P)为1.53%,与李勋来

等对1978—2003年间西部地区的测算结果1.52%

基本相当,但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0%。(2)劳
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总体上,劳动力转

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较大

波动,最大值达到 1985 年 的88.98%,平 均 值 为

1.67%;90年代呈现微度波动的态势,平均值为

8.66%;2000年以后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平均值

为19.43%。这说明,陕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

量生产率的贡献是逐步增加的。(3)劳动力转移对

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在1978—2008年期间,
劳动力转移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与劳动力转

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的走势基本一致,20世纪80
年代呈现较大波动,90年代呈现微度波动,2000年

以后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表3暋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 %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总量生产率增长率 12.81 -7.72 1.50 4.46 5.58 12.13 11.04 6.78 5.31 4.96 -6.24 7.81 5.34 2.12 11.49

劳动力转移效应L(P) -1.44 0.19 -1.76 0.78 0.67 3.61 9.82 3.97 -0.63 -1.77 -0.08 -0.73 -0.31 0.61 3.26
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 -11.21-2.51-117.4817.48 11.95 29.77 88.98 58.60 -11.8 -35.64 1.29 -9.38 -5.80 28.79 28.41

劳动力转移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 -19.15 2.67 -39.04 8.54 8.76 20.69 59.57 45.76 -6.27 -8.41 -2.44 -21.64 -4.31 7.37 26.97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量生产率增长率 -2.3 3.9 6.7 9.5 11.5 11.0 14.6 14.3 8.1 11.8 17.5 16.2 15.6 13.1 15.4
劳动力转移效应L(P) 1.4 1.6 1.9 0.9 -0.4 1.5 4.4 0.0 3.7 2.3 3.9 2.0 1.3 2.7 2.5

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 -59.8 39.7 27.6 9.3 -3.5 13.2 30.2 0.3 46.0 19.5 22.1 12.0 8.6 20.2 16.0
劳动力转移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 16.0 15.0 16.9 8.3 -3.5 14.1 42.3 0.4 33.7 19.5 30.1 15.5 10.5 18.2 15.7
暋暋注:1978年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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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陕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L(P)较为显

著。在1978—2008年间,平均劳动力转移效应为

1.53%。(2)陕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

的贡献和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贡献均是逐步增加

的。这说明,在二元经济区域(国家),农业产业的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

积极的贡献。因此,今后陕西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促进陕

西经济的发展。为此建议:一是取消户籍制度,实行

城乡居民的居住地管理制度;二是大力发展面向农

村的职业教育,政府制定鼓励农民技能培训的政策

和财政补偿机制,支持各类职业技术院校扩大农村

招生规模,鼓励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职业技

术教育,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三是政府应该加大对

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

水平,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四是加速建立

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和农户宅基地流转制

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带上资产性收入进城定居;五是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
教育制度等等,给转移农民以公平的待遇、均等的机

会,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有利于城

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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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EffectofRuralLabourShiftinShaanxiProvince

ZHAOKa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暋Basedondatafrom1978—2008inShaanxiStatisticYearbook(2009)andthemethodolo灢
gyusedbyCheneryforstudyingtheindus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thispaperanalyzestheeffect
ofrurallaborshiftinShaanxiprovinceanditscontributionstoGDPproductivityandrealGDPgrowth
rate.TheresultshowsthattheeffectofrurallaborshiftinShaanxiprovinceisrelativesignificantand
itscontributionstoGDPproductivityandrealGDPgrowthrateareincreasingsteadily.Therefore,this
paperputsforwardseveral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s,suchasimplementingsystemofresidentialplace
management;improvingfarmers暞employmentskillsandtheincomeofmigrantworkers,establishing
transferoffarmer暞scontractedlandandtransferoffarmer暞shomesteadandperformingold灢agesecurity
systemundertheintegrationofurbanandcountryside.

Keywords暋rurallabors;shifteffect;dualeconomy;productivityoflabour;Shaan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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