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数
,

退休后的所得自然也应高于全民所有制职工
“基金储备部分

” 的所得
。

个体经营

者的退休基金单独管理
,

在个体经营者的相应统筹范 围内统一使用
,

以盈补缺
,

国家财

政不予补贴
。

5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必然有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转向工业
,

这样
,

将有大批

老人滞留农村
,

农村下一世纪的养老问题将更为突出
。

但鉴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的生产

方式
、

技术体系陈旧
、

经济落后
,

物质基础薄弱
,

所以除少数发达地区可参照企
、

事业

单位的制度建立相应养老保险制度外
,

绝大多数农村不应实行
“
农退

” 制度
,

仍应以家

庭养老为主
,

辅之以
“
五保

” 和社会救济等措施
。

当然
,

根据我们在本报告第二部分和

第四部分的分析
,

要有效地保证家庭养老为主
,

就应在土地承包中考虑老人的权益
,

应

该用法律保护农民的合理的财产权和财产继承关系
,

没有这些经济权益的保障
,

仅靠道

德要求和行政强制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中心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和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预测

王善迈 哀连生 袁 强

劳动力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一个历史过程
。

进入八十年代

后
,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

我国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速度加快
。

1 9 8 0到 1 9 8 5年
,

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2
.

1 %降为 65
.

9 %
,

工业由 1 6
.

3 %上升到 1 7
.

7 %
,

服务业由 1 1
.

6 %上

升到 16
.

4 %
,

其速度之快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
。

探索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

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
,

指导和预测未来劳动力产业转移
,

具有理论和

实际意义
。

本文试图运用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
,

探讨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和

原因
,

并对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作一概述
,

对 2 0 0 0年的劳动力结构进行预测
。

一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
,

它与经济增长一样
,

是现代

经济的显著特征
。

从统计资料看
,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

人均 G N P ( 国 民

生产总值
,

下同) 都在提高
,

劳动力产业结构也都在变 化
。

如 1 9 8。年人 口在 1 千万以上

的国家中
,

7 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均 G N P由1 9 6 0年的平均 1 52美元上升到1 9 8 0年的 2 27 美

元 ; 它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应由78 %下降到 73 %
。

而最发达的 8 个国家
,

同期的人均

G N P由平均55 70 美元上升到 1 0 7 2 8美元 ;劳动力中农业 比重 由 1 4
.

45 %降为5
.

6 %
。

由此可

以看出
,

人均G N P的提高与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内在联系
。

为了具体说 明这 二 者



的关系
,

我们利用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
。

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人 口在 1 千万以上的 42 个国家人均G N P与劳动力结构 的 统

计数据
。

限于时间序列统计资料不 全
,

}我们采用 1 9 60
、

1 9 7 0
、

1 9 8 。年三个横断面资料建

立经济计量模型
,

得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结构
、

产值结构的关系
。

我们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是
:

/ v 丁 二 A
.

x 一 丈
+ B

,

‘x 一 b、pe ·

(工
一‘》+ C

,

少 v TT = 人
。

x 一。 + B
。

( x 一 b、pe
·

( x 一
‘) + C

,

仗y 班 = A
。x 一‘ + B

。

(x 一 b ) , 。
·

(
一
‘) + e

:

式 中y l
、

y ll
、

y DI 分别表示劳动力在第一
、

第二
、

第三产业中的 比 重
, x
为 人 均

G N P
。

a
、

日
、

b是可变参数
,

根据 x值的不同范围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

取不同值
。

当

a 、

日
、

b在 x 的某一范围取定后
,

A
、

B
、

C就是 回归系数
。

下表是通过模型得出的 1 9 6 0一1 9 8 0年间人均G N P与劳动力产业结构有国内 生 产 总

直
。

结构与原始数据相比
,

平均相对误差是 5
.

4 %
。

二
333 8

。

888

」」
3 9

.

999

一一_
_

_
_

_
___

444 0
。

777

444 1
。

666

通通2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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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理理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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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几个基本特征
。

(一) 随着人均 G N P的提高
,

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
。

但在不同的人均 G N P

段
,

下降的幅度是不一样的
。

在1 00 一 1 0 0。美元段下降最快降了近40 个百分点
,

即在人 均

G N P由1 0 0美元上升到 1 00 。美元的过程中
,

几乎有一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
、

服务 业

中去了
。 1 0 0 0一2 0 0 0美元段中

,

农业劳动力比重由53
.

1 %降为 32
.

1%
,

又下降了近 21 个

百分点
。

人均G N P到了2 0 0 0美元后
,

农业劳力比重下降速度减缓
,

人均G N P每 增 1 0 0 0

美元
,

下降不超过10 个百分点
。

到了 1 万美元左右
,

农业劳力比重下降幅度已很小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所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是相对于人均G N P的提高速 度 而

言的
。

而人均 G N P提高的速度在发展的初期是相当缓慢的
。

从人均 1 00 美元提高到 1 0 0 0

美元
,

许多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进入了1。。。美元以后
,

人均 G N P提高的 速 度

就很快了
。

日本从 13 3美元上升到 10 0 0美元用了16 年
,

而由10 0 0美元上升到2 0 0 0美 元 只

用了 5 年时间
。

¹ 因此
,

从时间角度考察
,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时期是在 经 济 进

入了加速增长阶段以后
,

而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
。

(二) 工业劳动力比重随人均G N P的提高而经历上升到下降 的 过 程
。

从 经 济 发

展初期直到人均 G N P达到 40 0 0美元左右
,

工业劳动力比重一直上升 ; 此后开始缓 慢 下

降
。

工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速度
,

在人均 G P N 10 o一 10 。。美元段为最快
,

上升了15 个百

分点; 10 0 0一2 0 0。美元段上升了 6
.

7个百分点 ; 20 0 0一 29 0 0美元段上升了 13
.

7个百分点
。

如以时间为标准
,

则在 20 0 0一29 00美元段工业劳动力比重上升最快
。

应 当说明的是
,

在人均G N P I 万美元时
,

工业劳动力比重又有微小的回升
。

原 因

在于我们的模型反映的是世界平均水平
,

结果受各国数据的综合影响
。

联邦德国
、

荷兰

等几个人均G N P最高的国家工业劳动力比重大于英美等国
,

从而造成 了 上 述 回 升 现

象
。

另一个问题是
,

工业劳动力比重在 40 0 0美元时达到最大
,

这与各国统计有些差别
。

那些已经 出现了工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国家
,

都是在人均 G N P为 6 0 0 0美元左右方 出 现

下降的
。

这一差别是因为苏联
、

东欧国家工业劳动力比重偏大
,

而人均G N P又比 欧 美

国家低引起的
。

(三 ) 服务业劳动力比重随人均 G N P的提高而不断增大
。

但其中有一段波 动
,

原

因如前所述
,

是 由于拉美国家人均 G N P低而服务业比重大
,

东欧苏联人均 G N P高于 拉

美而服务业比重又相对较小造成的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人均G N P100 一 10 0 0美元段服务业比重上升最快
,

为24 . 3个百

分点; 10 0 0一20 0 0美元段次之
,

为14
.

3个百分点
。

从时间角度考察
,

服务业劳动力比重

上升最快的阶段是在人均G N P由10 0 0美元上升到20 0 0美元这段时间内
。

(四 ) 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被工业
、

服务业吸收了
,

但在不同的人均G N P阶

段
,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工业
、

服务业中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

从 100 一2。。。美

元段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比工业多
。

这一段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6 0
. 4 个 百 分 点

,

服

务业得到了38 .

6个百分点
,

工业得到21 . 8个百分点
。

因此这一段劳动 力 结 构 是
“非农

化” ,

但并不是
“
工业化

”
而是 ,’8 反务业化” 。

在20 0 0一40 0 。美元段出现了与单个国家观察不一致的现象
:

不但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



力全被工业吸收了
,

而且服务业劳动力也流向了 工 业
。

原 因 如 (二) 所 述
。

从 人 均

G N P上升到4 0 0 0美元以后
,

不但农业
,

而且工业中流出的劳动力全都 被 服 务 业 吸 收

了
。

出现劳动力结构 ,’j 及务业化
” 的原因

,

在经济发展初期
,

主要是现代工业资本有机

构成高
,

吸收劳动力少
,

所以劳动力流向了需要资金少劳动力吸收能力大的服务业
。

在

经济高度发达阶段
,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
,

劳动力容量大
,

从而劳动力从农业
、

工业流

向了服务业
。

(五 ) 如果我们将劳动力产业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进行对比
,

会发 现产 值 结

沟 “
非农化” 的 出现远远早于劳动力结构的 ,’j 卜农化

” 。

在人均 G N P为4 00 美元时
,

农

业产值比重为 3 2
.

3 % ; 而当人均G N P为2 0 0 0美元时
,

农业劳动力比重才降到 32
.

1%
。

如果用同一人均G N P下的各产业的产值比重除劳动力比重
,

随人均G N P的提高
,

结 果

会趋向于 1
。

这一比值既是劳动生产率的反映
,

也是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指示器
。

二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劳动力产业结构为什么会随人均G N P提高而变化
,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
,

还 有 哪

些因素影响着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
,

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

劳动生产率提高
、

技

术进步过程就是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
。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引起一国社会生产

和生活需求结构变化
、

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
,

从而引起生产结构
、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

另外
,

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劳动力产业分布
。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说明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

一‘
’

人均 G N P提高 ⋯一
技术进步 1

中

需求结构

变 化

}
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

个

{

⋯
其 他 因 素

⋯

{
吟

一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贸 易

条 件

变 化

(一 )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 N P提高的根本原因
,

也是 劳 动力

产业结构变化的决定力量
。

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作用在农业中表现尤为突出
。

劳动力产业间的

转移最初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
、

服务业的转移
。

农业劳动力转向其他

产业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者提供的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

这一点

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尤其重要
。

在一个几乎人人搞饭吃
、

粮食仍不足的国家里
,

谈不上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



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是有条件的
,

那就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存

在着差别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存在着差别
。

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产业
,

会节省出更

多劳功力
,

这部分劳动力就会转移到其他产业
。

美国1 9 29 到 19 6 9年40 年里
,

农业劳动生

产率提高3
.

8倍
。

非农业部门只提高 1
.

5倍
。

这期间
,

农业劳动者减少了 2 / 3
,

农 业 劳

动力比重由26 %下降到 6
.

5 %左右
。

六十年代后
,

发达国家出现了工业劳动力向服 务 业

转移的现象
,

根本原因在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慢于农业和工业
。

(二) 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
,

导致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

传统产业的 姜缩 和 衰

落
,

从而引起劳动力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
。

在传统生产部门中
,

如果某一部门应用了先进技术
,

其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
,

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成为可能
。

在一定的市场容量下
,

会使该部门扩展到极限
,

然后是萎

缩
,

结果使所需劳动力减少
,

导致该部门劳动力向其他部门流动
。

如西方发达国家的钢

铁工业等
。

科学技术的突破会导致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
,

这在近现代经济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

当一个新的部门出现时
,

又会带动一大批相关部门形成新产业群
。

如本世纪出现的汽车

工业群
、

电子工业群
、

航空航天工业群等
。

新的产业 出现必然会提高人均 G N P
,

也 会

吸弓{大批劳动力
,

从而带来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
。

如解放初期
,

我国电子工业几乎是

空白
,

现在电子工业产值几百亿
,

产业工人达一百多万
。

(三 )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引起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

带来社会生产和生

活需求结构的变化
,

需求结构影响到生产结构
,

从而推动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
。

从生产方面看
,

生产社会化
、

专业化
、

国际化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从

社会生活方出看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的消费结构在不断变化
,

享受资料
、

发展

资料
·

在消费中比重不 断上升
。

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人们消费中享受成分
、

发 展成分增大

的要求
,

各国都大力发展交通运输
、

邮电通讯
、

商业
、

金融
、

保险
、

科技文化教育
、

旅

游等服务业
。

这样劳动力就由农业
、

甚至是工业部门流向了服务业
。

(四 )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引起一国进 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从而 导致国内产业

结构
、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

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

出口产品基 本上是农矿产品
,

进 口工业品
,

劳动力构成是

以农业为主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
,

工业品就逐渐 由进 口 替代转向出 口创汇
,

工业

在国内产业结构中比重上升
,

工业劳动力增多
。

经济发达国家 除输出商品外
,

还输出科

技
、

资本
、

信息等
,

因此相关服务业就业比重较大
。

除经济发展水平外
,

一国的历史地理条件
,

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策也都会影吭

劳动力产业结构
。

历史
、

地理条件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影响在英
、

日两国表现很 明显
。

英国是最早的

资本主义国家
,

在工业化初期
,

农业就以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为主
。

进 口农产品出口工

业品的贸易格局又导致农业的衰落
,

因此英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偏 低
。

19 8 0 年人 均

G N P为 7 9 2。美元
,

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 1
.

9 %
,

比国际平均水平低 6
.

5个百分 点
。

日本

与英国相反
, 1 9 8 0年它的人均G N P为 9 8 9 。美元

,

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2 %
,

比国际平均水

平高出5
.

4个百分点
。



社会经济制度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影响
,

苏联东欧国家表现得很明显
。

在相同经济

发展水平下
,

其服务业劳动力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低
。

民主德 国 1 9 8 0 年 人 均 G N P 为

7 18 。美元
,

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为 4 0
.

3 %
,

比国际平均水平低 7
.

4个百分点
。

这一方面是社

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资本主义特有的赌场等所谓的第三产业
,

另一面在 旧经济体制影响

下
,

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
,

第三产业相对较小
。

而在经济上属于半殖民地的许多拉美国家
,

农业中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
,

大拢农民破产
,

涌入城市
。

现代工业落后
,

无法吸收如此巨大的劳动力
,

致使大量劳动

力涌入了资金要求较低的服务业
,

使服务业劳动力比重普遍偏高
。

拉美国家服务业比重

不汉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联东欧国家
,

其中有的国家还高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
。

智利 1 9 8。年人均 G N P为 2 15 0美元
,

服务业比重达到6 1
.

4 %
,

在全世界居第三位
。

三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

以上所述的是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及原因
。

下面分析我国劳动力产业结

构的变化
。

为了便于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
,

我们计算了 1 9 5 3一 1 9 8 5年我国人均G N P
,

单 位 是

1 9 8 0年美元勺
。

下表给出了 1 9 5 3一 1 9 8 5年期间部分奔份的人均G N P
、

劳动力和 G N P 在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位与劳动力结构
、

产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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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

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比重
。

表中工业劳动力未包括村办以及村办以下工业中的就业

人员
。

G N P的构成是参照国民收入构成后调整的
。

利用表中资料并参照第一部分的统计资料
,

可以看 出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有以

下几个特点
。

(一) 1 9 5 3年我国人均G N P为 90 美元
,

农业
、

工业和服务业劳动 力 比 重 分 别 为

幻
.

1%
、

8
.

1%
、

8
.

8 %
,

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
,

农业低 9
.

4个百分点
,

工业高2
.

6个百分

点
,

服务业高6
。

8个百分点
。

这说明当时我国工业 已有一定基础
,

服务 业 也 有 一 定 水

平
。

与非洲
、

亚洲落后 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起点要高
。

(二 ) 从 1 9 5 3到 1 9 8 5年
,

我国劳动力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
。

农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

了 65
.

9 %
,

工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到 1 7
.

7%和 1 6
.

4%
。

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速度分为两个

阶段
。

1 9 5 3一 1 9 7 9年为第一阶段
。

在这 26 年里
,

人均 G N P上升了 200 美元
,

农业劳 动力

比重下降了 10
.

6个百分点
,

工业上升了7
.

9个百分点
,

服务业上升了2
.

7个百分点
。

1 9 8 c

一 1 9 8 5年为第二阶段
。

在这 6 年里
,

人均G N P上升 1 00 美元
,

农业劳动力 比 重 下 降 了

6
.

6个百分点
,

工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 1
.

7和 4
.

9个百分点
。

第二阶段劳 动力结构 变 化

速度大大快于第一阶段
。

(三 )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分布
,

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 明显不同
。

前一阶

段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大部分被工业吸收了
,

这是我国当时大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
。

后一阶段农业中转移 出的劳动力大部分被服务业吸 收了
,

这是近几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的结果
。

(四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与产值结构不太一致
。

1 9 5 3年农业
、

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5 9
。

62 %
、

1 7
。

0tl %和 2 3
。

34 %
。

到 1 9 8 5年
,

三者 比重 分 别

为37
.

2 1 %
、

44
.

29 %
、

18
.

合。%
。

农业产值 比重下降了22
.

4 1个百分点
,

工业产值比重上

升了2 7
.

2 5个百分点
,

服务业下降了4
.

84 个百分点
。

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慢 于 产

值比重下降速度; 工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速度大大慢于产值比重上升的速度
;
服务业劳

动力比重与产值比重变化方向相反
,

劳动力比重上升了
,

产值比重反而下降了
。

从产值

比重看
,

我同在七十年代初就以工业为主了 ; 但从劳动力比重看
,

我国 目前仍是以农业

为主的国家
。

(五 ) 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仍然较慢
。

我国人 均 G 入P

上升 3 00 美元
,

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变动分别为 17
.

2
、

9
.

6
、

7
.

6个百分点
。

在相同 区 间

内国际平均水平的变动分别为2 7
.

7
、

1 0
.

7
、 1 7个百分点

。

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服

务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速度都大大慢于国际平均水平
。

从 现 状 看
, 1 9 8 5 年 我 国 人 均

G N P约为 400 美元
,

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为6 5
.

9 %
、

17
.

7 %
、

1 6
.

4 %
。

在相同的人

均G N P 下
,

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国际平均水平分别是6 4
.

8 %
、

1 6
.

2 %
、

1 9
.

1 %
,

我

国与国际平均水平差别不大
,

这是我国现代化起点较高造成的
。

综上所述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国际相应水平趋势是一致 的
,

随 着 人 均

G N P的提高
,

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
,

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上升
。

(六 ) 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
,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存在着以下

几个问题
:



( 1 ) 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产业分布不很协调
。

长期以来
,

国家投资集中 于 工 业 部

门
,

使工业产 值比重迅速上升
,

但工业劳动力比重没有相应 上升
。

结果是产值结构迅速

工业化而劳动力结构长期农业化
。

( 2 ) 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
,

使农民收入水平很低
,

资金积累很少
,

加 上国家

对农业投资很少
。

农民既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
,

更无转移到工业
、

服务业的资

金
。

从五十年代开始
,

城乡分离的户口 管理和粮食分配制度
,

更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流

动
,

加大了劳功力转移的困难
,

使农业劳动力比重长期难以下降
。

( 3 ) 所有制结构单一和忽视商品经济发展
,

忽视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
,

造成了服

务业的萎缩
,

使服务业劳 动力比重长期偏低
。

四
、

2。。O年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预浦

我们根据前述资料
,

利用经济计量模型
,

对2 0 0 0年中国的劳动力产业结 构进 行 预

涣l
。

假定 1 9 8 6一 2 0 0 0年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与国际平均水平一致
。

利用前面的模型

及 2 0 0。年我国人均 G X P 的发展 目标
,

可得出2 0 0 0年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
。

预测的结果

如下
:

19 86一2 0 00 年 我 国 劳 动 力 产 业 结 构 预 洲

人 均 G N P

( 1 9 8 0年美元 )

1 9 9 0

一

⋯二三少三三三
! 5 5 0

1 9 9 5

2 0 0 0 1 00 0

劳动力产业结构 (乡石)

农业 工业
‘

服务业

6 5
。
9 1 7

。

7 1 6
。

4

6 0
。
7 1 7

。

8 2 1
。

5

5 6
。

9 1 9
。

1 2 4

5 3
。

1 2 0
。

6 2 6
。
3

一

我们认为这一预测是比较可信的
。

从速度上考察
,

未来 15 年中农业劳动力比重需降

低 1 2
.

8. 个百分点
,

平均每年降0
.

85 个百分点
。

从历史数据分析看
, 1 9 7。一 1 9 7 9年

,

我国

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 8
.

3个百分点
,

平均每年0
.

83 个 百 分 点
。

1 9 8 0一 1 9 8 5 年
,

农 业

芳动力比重下降了6
.

2个百分点
,

平均每年下降 1 个百分点多
。

未来的经济发展速 度 会

比 七十年代快
,

经济环境
、

经济政策更为宽松
,

因此劳动力转移速度要比七十年代快
。

臼于八十年代前半期劳动力的转移具有
“泄洪” 特点

,

即把过去多年人为限制的劳动力

放开
,

使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
。

以后没有
“泄洪

” 因素
,

劳动力转移也难以长期保持这

几年的速度
,

而我们预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
,

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

应该说是较为

可信的
。

从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的分布看
,

预测中转移出的 12
.

8个百分点中
,

工业 得 到 2
.

9

个
,

服务业得 9
.

9个
,

比例大致为1 : 3
,

而 1 9 7 9一 1 9 8 5年中
,

农业劳动力比重下 降 6
.

6个

百 分点
,

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得到 1
.

7个和4
.

9个百分点
,

比例大致也是 1 : 3
。

因 此
,

预



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结构都较为符合近几年的实际情况
。

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看
,

根据预测 2 0 0 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 3
、 .

54 亿 ¾
。

只要农

业劳动生产率保持每年增长 2 % ,

生产出的粮食就能保证12
. 5亿人 口人均占有90 0 斤 的

水平
,

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也较为充裕
。

因此预测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有可能实现的
。

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
,

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但通过国际

比较和对我国历史的分析
,

可 以看到
,

一定的发展道路和政策确实会影响劳动力产业结

构变化的速度和方向
。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

( 1 ) 继续创造条件
,

促进劳动力流动
,

减少劳动力转移中的摩擦
。

由于我国农业

劳动力比重大
,

且居住在广大分散的农村
,

而就业机会则大部分在城市或城镇
,

劳动力

供求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
。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迁居是不可避

免的
,

城市和城镇会面临着冲击
,

必然会产生摩擦乃至冲突
。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政策
,

减轻摩擦
,

促进转移
。

( 2 ) 采取有效措施
,

促进农业
,

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
。

农业劳动生 产 率 的 提

高
,

制约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数量
。

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在 20 0 0年仍保持 19 8 5年水

平
,

人均产粮25 0。斤
,

则为保证12
.

5亿人 口的粮食供应
,

需要劳动力 4
.

5亿
。

那么 农 业

劳动力比重就占6 7
. 5%

,

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是下降
,

反而上升了
。

同时
,

应稳步提高农

民收入
,

使他们有一定的资金积累
,

具备转移的物质基础
。

( 3 )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

第三产业
,

加快小城镇建设
。

鉴于我国城市数量少
,

人

口集中
,

我国劳动力产业转移不可能通过城市化实现
。

因此小城市
、

小城镇是吸收农村

劳动力主要场所
,

乡镇企业是安置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单位
。

国家应该加强小城镇建设
,

扶植乡镇企业发展
,

不仅看它们的经济效益
,

更要看社会效益
。

第三产业以其需求资金少
,

劳动力容量大的特点
,

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
。

随

着商品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
,

第三产业发展潜力越来越大
,

在劳动力转移中作

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

应当放宽政策大力发展
。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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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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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 按刘国光著 《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中给出的19 8 。年国民收入 (美元 ) 经典整推算出国

民生产总值
,

然后除以当年人口
,

得出19 8 0年人均 G N P ,

按6 . 5% 的增长速度推算出历年

人均 G N P 。

½ 按 《2 0 0 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 》中算出的劳动力总量乘上。
.

53 得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