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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求索》

内容概要

《对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求索:第六届全国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学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奉献给读
者的是2006年11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全国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第六届学生学术研讨会上的参选论
文，这些论文都出自各经济学基地在校的本科学生之手，反映出了经济学基地建设八年来所取得的重
大成果。
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我国在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上仍显得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经济学的理论研
究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同时，如何培养立足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经济
学人才也是当前中国在经济学教育上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从l998年开始教
育部在全国13所重点大学建立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积极探索新型复合型经济学理论人才的培养新模
式。每年一次的学生学术研讨会就成为不断总结经验、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本届研讨会的论文
与往届相比，反映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关注民生，紧扣中国当代难点、焦点问题。从六届的学生论文来看，三农问题、教育、医疗、养
老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市场构建和寻租问题始终是历年来的核心主题，从中
深刻地反映出基地学生对国家建设、民生福祉的极大关心，拳拳报国之心跃于纸上，充分反映出了基
地学生做一个拥有社会责任心，并且践之于行之人的自觉与决心。
二、深入实际，重视调查研究。从历届参选论文中可以看出，相当多的论文都是在学生亲身经历或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反映出了基地学生不仅仅掌握了所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实践来感受
生活，-修正自身认识的不足，而这正是超越前人、产生理论大家的唯一之路，可喜可贺的是他们不再
是蛰居象牙塔只会死啃书本的书呆子。
三、基地学生的理论素养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其中不少论文，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有些老师甚至
认为有些论文已经达到了硕士优秀论文的水平。
四、勇于创新。基地学生不仅注重前人的理论成果，而且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做到
了知识与能力的有机结合，自觉地培养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同时在论文中又表现出了不迷信权威，勇
于创新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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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研究从劳动力供求角度考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正房地产市场
、地租理论和超额利润的形成中小企业融资与信贷体制改革——基于非正规金融的自发演进经济调查
与分析经济结构、迁移成本与区际人才流动——对东北地区人才流失问题的两个解释城市贫困女性权
益缺失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农民中介组织形式的比较与评价——以河北省三个毛皮动物养殖基地为例农
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与社会流动——基于宿迁市来龙镇调查数据的分析市场势力与企业定价的实证
研究——基于上海民航业的一组数据私彩盛行原因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以汕头市为例公开的假冒商
品市场存在性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对中国人民大学周末书市的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江苏省基础设
施投资的产出弹性研究FDl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R&D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外商
直接投资企业对上海本土企业的不利影响泉州市工业化水平的测定与发展对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基于川渝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的有效性分析三农问题研究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对农
民福利的影响：从收入、风险和收入差距三方面进行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分析农
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研究志愿者支教行动和山区脱贫——以贵州毕节
为例的一种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新分析及一种可行的解决途径解析“低水平循环”困境——聚焦农
民工“低收入一低素质”陷阱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预期陷阱”与融资策略市场建构问题研究北京市
出租汽车行业进入壁垒问题研究我国森林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究——关于经营权流转的谈论“民工荒”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供求失衡浅析版权活动中信息不对称——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经济学思考对
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城乡差距的简要分析商业秘密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中国
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分析⋯⋯教育、医疗、养老问题研究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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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劳动力供求角度考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正　一、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三个模型探析劳动力转移一直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者
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模型，即刘易斯模型、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城乡
人口迁移模型。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创立了“两部门剩余劳动理论模型”：一个是传统的人员过剩
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部门；另一个则是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直到用于支付雇用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与剩余劳动力所生产的边际产品价值正好相等那一点才停
止。刘易斯模型第一次强调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城市化水
平同农村劳动力转型有机结合，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依据
。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的一些缺点加以修正，并迸一步扩充形成新的模型：该模
型强调农业部门的重要性，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
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时，“无限的劳动供给”这个转折点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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