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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

前言

　　如果不考虑以渔猎、采集为生的原始蒙昧状态，人类社会以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产业革命为界，明
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传统农耕与乡村文明社会、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社会。自那
时起，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转换——或者说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农耕与乡村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社
会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然而，随后长达百年的
社会动荡，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全面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中国真正大规模和全面的社会转型是
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农区工业化潮流是其最强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珠三角、长三角
广大农村地区工业的蓬勃发展，才将越来越广大的地区和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工业和城市文明发展的
轨道，并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美名。然而，农耕历史最久、农耕文化及社会结构积淀最深、地
域面积最大、农民人口最集中的传统平原农业区，却又是工业化发展和社会转型最滞后的地区。显然
，如果此类区域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不解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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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

内容概要

《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内容简介：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事实证明，实
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彻底、永久转移是国家或地区区顺利转型的关键，然而考察我国三十年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况，转移能力不足、转移速度放缓、转移就业不稳定和务工收入增长呆滞等
问题日益凸显，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产业集群对劳动力的集聚机制和
非正式培训机制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以此为出发
点，研究集聚经济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的内在机制，并结合我国典型案例，分析基于产业集
群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其绩效，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农区经济发展、
农民增收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

Page 3



《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

作者简介

李恒  (1971～)，男，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条件下的产业
与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专著一部，在《中国软科学》、《国际贸易问题
》、《农业经济问题》、  《改革》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研究成果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1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博士论文《基于FDl的产业集群研究》被评为2006年度
华中科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和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

Page 4



《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现状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构　第三节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存状态　第四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教育培训现状第二章  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第一节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第二
节　产业集群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第三节　基于产业集群的教育培训理论基础第三章　美国和中国台
湾地区基于产业集群的教育培训与人力资市积累　第一节　美国硅谷产业集群的教育培训机制与人力
资本积累　第二节  中国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源开发第四章　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案例分新　第一节  东部发达地区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第二节  中部欠发达地区
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五章  基于产业集聚的农市寸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绩效　第
一节　产业集群教育培训机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升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绩效
分析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第六章　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结构性增长、结构贸易对劳动要素产业转移的推动　第三节  中国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绩效　第四节　2004～2005年民工短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的纠正　第五节  未来结构调整的
原则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第七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农民增收——以河南
省为例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外出务工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学分析  　⋯⋯第八章　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与传统农区经济发展第九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劳动力转移与传统农区发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现状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
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的两个重要方面——区域经济结构转换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密切相关
。按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观点，发展即“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扩展至区域经济领域，即区域经济
结构的成功转变。这要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市场观念诸方面都发生相应
的变化。一个由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Bruce Gardner教授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美国各地农民收入不仅逐渐趋同，而且与其他行业居民的收入也逐渐趋同，但这种变化与农业科技、
投入、政策、价格补贴都无关，而是源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就业的
地点和部门。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则证明，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同
时本身又促进了这种调整的推行（林毅夫，2003）。可见，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和快速、有序和永
久的转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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