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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

前言

　　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性规律，也是中国和北京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书立足于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专项调查的结果，将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构建基于劳动力个人特
征的转移就业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进行分解，分别考察个人特征对农村劳
动力转移意愿、转移就业培训需求及就业决策的影响，逐项分析各步骤面对的个人特征因素，并构成
一个循环体系。这种分析框架拓展了二元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选题具有
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书立足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实际，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选用描述统计
以及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个人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综合考察农村劳动力的
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政策环境特征，关注从结构到意识的各个层面，并结合经济学与社会学的
相关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本书数据可靠，分析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层次清晰、写作规
范，反映了作者较强的研究能力与较好的文化素养。尽管以北京市大兴区的地区资料论证整个农村劳
动力转移规律有些单薄，尚缺乏对全国总体情况、不同类型地区的比较和历史的动态分析，但本书数
据来源于2007年北京市大兴区对全区适龄劳动力实施的入户调查，总样本量达17万多份，样本量大、
问卷内容较全面，数据本身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大兴区是北京市的郊区，地跨南六环两侧，兼
具近郊和远郊特征；大兴区也是全国首批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区县之一，作为地区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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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

内容概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立足于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专项调查的结果，将二元经济理论
和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构建基于劳动力个人特征的转移就业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过程进行分解，分别考察个人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转移就业培训需求及就业决策的影响
，逐项分析各步骤面对的个人特征因素，并构成一个循环体系。

Page 3



《农村劳动力转移》

书籍目录

前言l导论I1．1研究的背景与意义1．2研究的问题1．3对几个概念的界定1．4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1．5
研究的突破与创新2文献综述2．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基础2．2国内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2．3影响劳
动力转移的个体特征研究2．4对现有研究的评价2．5本章小结3个体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影响的
实证研究3．1问题的提出3．2模型选取3．3对转移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3．4Logisticc回归分
析3．5本章小结4个体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4．1问题的提出4．2模型选
取4．3对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4．4Logistic回归分析4．5本章小结5个体特征对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5．1问题的提出5．2模型选取5．3对转移就业决策影响因素的
描述性分析5．4Logistic回归分析5．5本章小结6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6．1研究的结论6．2
启示6．3未来的研究方向附录附录1Logistic回归结果汇总表附录2北京市大兴区劳动力调查情况汇总表
附录3北京市大兴区农村劳动力调查情况统计表附录4sAs计算程序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农村劳动力转移》

章节摘录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出路方面，城市化对吸纳农村劳动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城镇化的
发展路径，在学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二是重点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长期
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和舆论主流强调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使
大城市发展缓慢。2004年我国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49座，《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报告预
计，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出路方面，城市化对吸纳农村劳动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城镇
化的发展路径，在学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二是重点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和舆论主流强调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
，使大城市发展缓慢。2004年我国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49座，《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报
告预计，到2010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①。城市化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已经越来越突出，中国的大城市太少，而且发展不均衡。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
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
的经济扩散效应。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城市在我国还有极大
的发展空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也是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十一
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
构；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发挥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②。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
中心，是适合郊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好途径，本书选取大城市的郊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处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是最贴近城区的劳动力输出地区，郊区农村劳动力是最直接的转移人群
。，一是从转移地域上看，由于地处城郊，接近于就地转移就业；二是大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强，无须
跨区转移就业；三是城市扩展征占地现象普遍，郊区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转移就业压力更为迫切。　
　⋯⋯到2010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①。城市化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已
经越来越突出，中国的大城市太少，而且发展不均衡。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
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
经济扩散效应。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城市在我国还有极大的发展
空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也是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十一五”规
划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
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发挥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②。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
是适合郊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好途径，本书选取大城市的郊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处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是最贴近城区的劳动力输出地区，郊区农村劳动力是最直接的转移人群。，一
是从转移地域上看，由于地处城郊，接近于就地转移就业；二是大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强，无须跨区转
移就业；三是城市扩展征占地现象普遍，郊区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转移就业压力更为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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