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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模型选择
α 杨　卫　军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 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现代化和工业化要求剩

余的劳动力必须从传统农业转移出去, 否则, 二元制经济结构无法根本改变。刘—费—拉模型和托

达罗模型是发展中国家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可供选择的模型, 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

在这两个模型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根据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的现实国情并综合其它因素, 单纯

选择刘—费—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是不合适的, 应根据现实国情, 对两个模

型综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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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尤其是

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个问题。由落后的农业

国到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再到发达的一元结构国家是

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多难题, 如农业剩余劳

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的问题, 对于类似于我国这

样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难以解决

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否则, 二元经济结构将无法改

变, 工业化与现代化也只是一句空话。发展经济学对

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关于农业过剩

劳动力转移的模型主要有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

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其中, 拉尼斯

—费景汉模型是建立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并对刘

易斯模型进行了发展完善, 因此, 发展经济学经常把

这两个模型合并起来称为刘—费—拉模型。由于乔

根森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刘—费—拉模型, 本

文对该模型将不作探讨。而将根据我国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现状并结合刘—费—拉模型及托达罗模型提

出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及其转移的现状分析

建国后二、三十年, 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及医疗

事业的影响, 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在农村, 由于

受生产力水平提高及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增长

更快, 因此, 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膨胀。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不同方法计算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

量。根据此表, 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目大约

在 3 亿左右, 随着农业人口总量的不断增加、农业劳

动生产力的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的转变, 企业 (包括国有及非国有) 的资本有机

构成在不断提高, 就业弹性明显下降, 这一数字将继

续扩大。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虽然巨大, 但一直在

自发地进行着转移,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剩余

劳动力转移加速, 急剧地向乡镇企业和经济发达地

区转移。在转移过程中, 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

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大部分流向城市传统产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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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乡村非农产业部门。第二是兼业转移, 即农民除

从事农业劳动外, 还在农业以外的部门从事劳动和

工作。中国目前兼业转移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

的比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而专业型转移比重过

轻。兼业转移主要受城乡隔离制度和农民对收入稳

定偏好的影响。第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的数量大于向城市转移的数量。第四是跨地区流动

幅度加大, 近十几年来, 农村劳动力主要由经济较不

发达的四川、河南、安徽等省份流向东南部经济发达

的地区,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1 ]。

表 1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测算 (亿人)

计算法
年　　　份

1990 1995 2000

产品总用工量计算法 　1. 96 　3. 01 　3. 54

工日计算法 　1. 81 　2. 5 　3. 0

平均剩余率计算法 　1. 68 　1. 99 　2. 16

有效劳动日计算法 　2. 4 　3. 18 　2. 63

劳负耕地法 　2. 2 　2. 88 　3. 23

平均劳负耕地计算法 　2. 23 　3. 01 　3. 43

合　　　计 　12. 28　16. 61　19. 03

加权平均 　2. 65 　2. 77 　3. 17

　　资料来源:《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第 1 卷 (下) , 第 1053 页。

二、刘—费—拉模型对我国农业
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借鉴

　　刘易斯等人把工业化进程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直接联系在一起, 刘—费—拉模型对于农业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的基本看法就是: 由于工业部门与

农业部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 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源

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应遵循从农村到城市的模式。

刘—费—拉模型提出后, 得到了肯定, 也受到了

批评。批评者的主要依据是该模型在理论上的缺陷

以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应用中的失败。对此问

题笔者认为, 尽管刘—费—拉模型存在着理论中假

设上的缺陷, 如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充分就

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符, 但该模型从根本上是

正确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也是很深刻的。至于实

践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应用该模型的失败, 应该看到,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

如各国国情的差异和特点、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时期性不同甚至不同国家对该模型应用能力不同的

影响,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多是转型性经济,

其远比一个定型的经济复杂, 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

性, 因此, 对刘—费—拉模型简单地否定是不合适

的。所以说, 在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

该模型仍具有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政策含义。因为长

期以来在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 而

这种收入差距正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

根本原因和基本动力。

尽管在改革之后, 我国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但从 1995～ 1997 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 城乡差距

仍然很大。1995～ 1997 年, 我国农村人均存款分别

为 160. 5 元、170. 6 元和 149. 2 元, 城镇人均存款为

1 923. 0元、2 053. 7 元和 1 747. 7 元, 同期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

4. 25、3. 87 和 3. 75,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

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相对差距为 1. 5～ 2 倍的情况[2 ]。这说明我

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确实过大, 在

这种状况下, 无论城市中是否存在失业, 农业过剩劳

动力流向城市都是合情合理的。例如, 一个从农村进

入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打工者, 如果他愿意从事

脏、累、差的城镇居民不愿意干的工作, 比如在餐馆

打工, 扣除吃住, 每月净收入 500 元是较可能的, 如

果他不进城打工, 仍种粮食, 按照目前我国粮食价

格、种粮食的成本 (包括农业税、乡提留、村统筹等) ,

即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 收入可能也是所剩无几。

也就是说, 进城打工一个月所获取的收益可能要高

于种粮一年的收益。总的来看, 农业外出劳动力 (尤

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 在外务工所得到的劳动

报酬明显高于在当地务农的收入水平, 因此, 劳动力

从农村流入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它对农村收入的增长, 对抑制城乡之间、地区收入差

距, 甚至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具有其它政策无

法替代的作用[3 ] , 因此,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

断地流向城市。

从 1990～ 1999 年 10 年中, 单是从农村转入城

镇的人口就达 6 000 多万人, 平均每年 600 多万

(注: 此处城镇人口包括设区的市的区人口; 不设区

的市的街道人口; 市或县的镇所辖的居委会的人

口)。如果把农民自发进城打工考虑进去, 这一数字

将大大增加[4 ]。所以说, 在我国, 当前尽管有户籍限

制、一些大城市所采取的歧视性限制外地劳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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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低的缺陷、我国目前大多数企

业限制事业单位的局内人—局外人制度以及城市本

身存在着大量失业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刘—费—

拉模型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 如果一些限

制性因素如户籍限制及歧视性限制政策被取消的

话, 刘—费—拉模型发挥的作用将更大。另外, 与其

它国家发展过程相反,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

水平严重脱节。 1990 年我国工业化水平 (工业占

GD P 的比重) 已超过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 10% ,

而城市化水平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却比低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低 12% ,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过度

城市化”或“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恰成对照, 出现了

“城市化不足的工业化”[1 ]。由此可见, 就工业化率和

城市化率相比, 我国城市化率明显偏低, 城市化水平

严重滞后,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上所分析, 刘—

费—拉模型在我国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具

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然而, 在对该模型进行肯定的同

时, 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借鉴该模型就会完全解决我

国农业大量过剩劳动力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经济制

度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程度的落后性, 从传统农业

为主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经

济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产业来看, 我国第二

产业及第三产业就业方面已逐渐趋于饱和, 尤其是

第二产业, 目前已和第一产业一样成为劳动力净流

出产业, 第三产业目前在解决就业方面压力很大。另

外由于部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 无法适应城市

中很多工作的要求, 兼之很多城市所制定的对外来

劳工歧视性的政策, 这些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劳动力

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艰巨性。

综上所述, 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 尽快取消关于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 实现劳

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市场化。现行的户籍制度虽然避

免了盲目的人口流动, 但从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来

看, 户籍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市民和农民的等级身份,

形成了城乡壁垒, 产生了种种弊端。从现实来看, 尽

管很多农民已相当长时间不在农村务农, 但他们的

身份却没有改变, 仍属于农村户口, 其子女仍承袭农

民身份, 他们在法律上仍束缚于土地之上, 即便生活

在城市, 在子女的教育等各方面仍要受到歧视和限

制。这种现状,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市场化非

常不利。户籍制度不取消, 现行的城乡分割制度继续

延续下去, 由此引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

解决。而取消户籍制度, 尽管从短期看, 可能会引发

一些城市问题, 但从长远看, 则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在

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而且有利于劳动力在城城之

间、乡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

育和完善十分有利。

2. 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考

虑到我国大城市在失业、城市设施老化等方面存在

较为严重的问题, 在当前大城市无法满足大量农业

过剩劳动力以及城市大量失业者就业的情况下, 过

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涌入大城市确实会带来一系列

的经济及社会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加快农村工

业化步伐。从我国东南沿海的实践来看, 农村工业化

程度越高, 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 广东、浙江、苏南

的不少发达地区, 不仅解决了本地劳动力的工作, 还

解决了很多外地劳工的就业。到 1998 年, 全国乡镇

企业职工人数已达 12 537 万人[5 ]。而国家对农村的

工业化问题, 应在政策、措施上鼓励发展更多中、小

城市或城市带。因为工业不同于农业, 它对于自然条

件依赖较小, 但对于外部环境, 如基础设施、交通、通

讯、信息、能源等则依赖较多。在农村办企业, 尤其是

企业的数目很少、分布过于分散时, 存在严重外部不

经济和规模效益差等缺陷。要克服这些缺陷, 就应多

发展中、小城市或城市带, 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小城

市在这些方面的优势。

3. 提高劳动者素质。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农村人

口素质不高, 我国的文盲和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

农村教育质量低下, 教育结构更不能适应农村发展

的需要。使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大大低于其它行

业。这一现状不仅影响到农业, 而且对于农业过剩劳

动力向工业或城市转移十分不利。随着我国市场经

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

与劳动者的素质密切相关。目前, 我国不同文化程度

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明显扩大, 教育的回报率也在

不断上升, 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影

响。由于素质相对较低, 农业过剩劳动力在获取工作

的机会和工作的报酬上, 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因

此, 提高劳动者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而且, 劳动者素

质的提高, 不仅有利于农业过剩劳动力向城市或工

业转移, 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4.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生产力水平

的不断提高, 以技术、资本代替劳动已经成为当今经

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突

出。在我国, 这一趋势也已出现。我国不少企业也在

用资本代替劳动。比如无人售票车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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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无人售票车一般是国企的, 私

人跑客运的车都有专职卖票的, 不少车甚至是 2～ 3

人卖票。) 笔者认为, 市场经济中企业把效率作为首

要目标 (国企另当别论) 是正确的, 但是国家应考虑

到兼顾公平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存在大量失业者

的情况下, 一味地用资本代替劳动的做法值得商榷。

国家应在政策上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予以倾斜, 应

该看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意

义, 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 其为充分就业的政策目

标的实现贡献相对更大, 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政

府对于正外部效应大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符合经济

学原理及实践的要求。

三、托达罗模型对我国农业
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借鉴

　　托达罗模型与刘—费—拉模型在对农业过剩劳

动力转移的分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托达罗模型包

含的基本思想是,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取决于在

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

失业者风险的权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

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

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 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

重失衡, 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 托达罗模型

提出: 仅仅依靠工业扩张并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

家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不是

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走工业化的道路来达到

的, 而要通过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来逐步

实现。

如前所分析, 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口问题极端

严重, 除了印度,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为人

口问题而头痛。3 亿多低素质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

移绝非易事。1960 年、1980 年和 2000 年我国城市化

水平分别为 19. 7%、19. 4% 和 31% 弱, 由这几个数

据可见, 1960～ 1980 年我国城市化 20 年没有进展,

1980～ 2000 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每两年才

增长一个百分点[6 ]。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城市化

进程缓慢的情况下, 考虑到刘—费—拉模型的种种

制约因素, 笔者认为, 单纯依靠该模型来解决我国的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 我国

农业过剩劳动力不能单纯依靠农村→城市的模式来

解决, 很大程度上还得借助于托达罗模型。

建国后, 由于种种原因, 事实上, 我国以前和现

在的很多政策与托达罗模型的政策主张十分吻合。

例如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控制大

城市的发展; 在农村发展文教、医疗、水利、电力、交

通、金融等各项事业。从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实际应用

来看, 该模型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城市化严重滞

后; 农村人口越来越多, 耕地越来越少; 农业活劳动

成本不断提升, 很多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农产品

市场价格; 农业单位劳动力所创造的单位GD P 大大

低于其它行业, 贡献比率小,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个

别年份甚至下降; 农业生产规模小, 不经济; 乡村工

业化带来大面积和分散的污染, 并且因种种原因无

法有效治理; 乡村企业因基础设施、交通、市场等制

约因素存在严重外部不经济和规模效益差的问题;

日益增长和分散的人口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和破

坏巨大[6 ]。在这些负面影响存在的前提下, 托达罗模

型还能用来指导我国实践吗?

对此问题, 笔者认为: 首先, 上述问题绝不能仅

仅归咎于托达罗模型, 上述每一个问题, 都有着复杂

而深刻的原因, 而不仅仅是由于托达罗模型这一个

因素导致的。其次, 应该看到, 我国政府并没有主观

能动地去运用该模型, 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具有

很大程度巧合的性质。最后, 任何一个模型, 由于种

种原因, 比如模型自身的缺陷、政府的应用能力等,

不可能完全理想地解决一个国家所希望解决的问

题。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国情复杂的国家来说, 能部分

解决问题而又不导致更大的问题的经济理论和模型

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基于这一点并考虑到我国

目前的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 托达罗模型在我国仍有

极强的指导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该模型。

托达罗模型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点, 一是阻止农

业过剩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 二是大力发展农

业和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 人为地阻止农业劳

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在一个市场完善的国家是不

可能成功的, 因为收入的巨大差异必然吸引农业过

剩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因此, 对于托达罗模型

中的这一点, 我们应该反对, 或修改为合理引导农业

过剩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而托达罗模型的另

一个基本点——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则具有极

强的指导意义, 因为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 在现

有的生产力水平下, 3 亿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的

确是一个难题。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 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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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上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就像对待联

产承包责任制一样,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其

种种缺陷, 但在实践中, 我们仍不得不继续实施这一

制度, 因为它在目前仍是适宜我国现实国情的选择,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 要立即取消该制度是不现实的,

只能引起混乱。在政治、经济形势混乱的情况下, 政

府的四大经济目标: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

国际收支平衡没有一个可以实现。同样道理, 在其它

产业和部门无法满足 3 亿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

就业的情况下, 任何人为地强制转移政策只能失败。

因此在二、三产业无法容纳如此多剩余劳动力的情

况下, 还得靠农业和农村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

用。但是, 政府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改变目前农业的落

后现状, 否则, 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差距越大,

农业劳动力越要涌进城市, 城市的问题越严重, 越难

以解决, 导致不仅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国二元制经济结构无法改变, 甚至可能引起其它

严重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 该模型应包括以下几点政策含义:

1. 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较为稀缺, 而劳动

力相对和绝对都过剩, 而且从农产品价格来看, 我国

的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如粮、油、糖、棉价格都高于国

际市场价格,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花卉、水产

品价格则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具有比较优势。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改善农

民收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应在保证粮食等生

产的前提下, 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劳动

密集型农产品。这一方向不仅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

化, 而且必将吸收大量劳动力。从我国实际来看, 城

郊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要大大少于其它农村地区,

但城郊农民的收入却很高, 原因在于他们一般以蔬

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作为经营对象, 相对于粮食

而言, 其耗费劳动多、附加值高。由此可见, 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应该作为发展的方向。

2. 加快税费改革, 进一步减轻甚至取消农业税。

从 200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 我国农民目

前的负担仍很沉重。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

担, 但很难看到有哪些实际行动和措施来保证农民

负担的减轻。很多地区, 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 反

而越来越重。这里面有种种原因, 尤其是基层政府以

种种借口不执行或不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笔者

认为, 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 就应该取费减税。因为

所有的费, 都可以认为是不合理的, 是把应由国家负

担的费用强行转嫁于农民, 如教育附加费、乡提留、

村统筹都具有这种性质。另外, 对农民减税也符合整

个社会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我国农村市场总是刺激

不起来? 为什么我国农村市场彩电等家用电器普及

率低? 原因很简单, 农民没钱。如果政府能一方面压

缩其它方面的不合理开支。另一方面把偷逃的关税、

个人所得税等收缴国库 (分群体来看, 农民是我国最

诚实的纳税人) , 甚至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

3. 以工业反哺农业。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

中的一般进程来看, 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

遵循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1)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农业

对工业的产品、地域贡献; (2) 工业化成长阶段农业

对工业的生产要素贡献; (3)城市工业化完成阶段的

农业对工业的市场贡献; (4)全面工业化阶段的工业

对农业的反哺[7 ]。农产品生产周期长, 受自然影响

大, 产品品种更新慢, 市场扩张力有限, 风险较大。所

以各国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或农产品都实行了一系

列的补贴政策。如果说以前没有能力, 那么, 到现在

工业已发展了 50 年, 城市工业化也已经完成或基本

完成, 到了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结　语

综上所述, 刘—费—拉模型及托达罗模型尽管

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但综合而言, 刘—费—拉模型

及托达罗模型在研究我国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这个

难题上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在于我们在实

践中如何主观能动地来应用这两个模型。笔者认为,

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城乡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的

客观事实, 认清城市化的要求和趋势, 遵循刘—费—

拉模型, 引导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

但不能急于求成; 另一方面我们应根据我国农业人

口多、基础差的实际情况, 遵循托达罗模型, 积极发

展农村经济, 实现劳动力的就地安置, 缩小城乡差

别。也就是说, 要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改变

我国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 应该对二元同时大力发

展, 忽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带来恶果。我们应该在实

践中根据实际情况把两种模型结合起来, 取长补短,

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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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lot Study on Ind ica tors of Survey ing Coun trym en Soc ia l Stra tum

FU Shao2p ing
( Colleg e of H um an ities ,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 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 Ch ina )

Abstract: A fter po in t ing ou t lim ita t ion s of som e indica to rs of su rveying coun trym en socia l st ra t if ica2
t ion, the paper pu ts fo rw ard a group of indica to rs and scales of su rveying coun trym en socia l st ra t if ica t ion in

Ch ina. It includes scales of econom ical st ra t if ica t ion w h ich comp rise w ealth and saving; sca les of au tho rity

st ra t if ica t ion comp rise du ty, po sit ion in the fam ily h ierarchy, p rest ige, inf luence on comm un ity, and in ter2
personal rela t ion; sca les of know ledge stra t if ica t ion comp rise educat ional level, experience, and sk ill. It

a lso include scales of genera l st ra t if ica t ion comp rising econom ical st ra t if ica t ion, au tho rity st ra t if ica t ion,

and know ledge stra t if ica t ion.

Key words: coun trym en; socia l st ra tum ; indica to r of su 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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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 odel Option of Tran sfer ing Surplus Agr icultura l Laborers in Ch ina

YAN G W ei2jun
(S haanx i P oly techn ic Institu te, X iany ang , S haanx i　712000, Ch ina )

Abstract: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in Ch ina is experiencing the p rob lem of su rp lu s agricu ltu ra l labo r2
ers. M odern iza t ion and indu stria liza t ion requ ire that the su rp lu s labo rers in t raclit ional agricu ltu re be tran s2
ferred ou t, o therw ise, the dual econom y w ill no t be changed at a ll. L ow is2Fei2R an is M odel and Tocaro

M odel can be selected w hen tran sferring the su rp lu s agricu ltu ra l labo rers in develop ing coun tries. Ch ina

faces the sam e p rob lem to select the models. A cco rd ing to the nat ional condit ion s that ou r agricu ltu ra l su r2
p lu s labo rers are excessive and som e o ther facto rs, it is imp roper to select one model and to deny the o th2
er. W e shou ld com b ine the tw o models in acco rdance w ith ou r actu ra l condit ion s.

Key words: L ow is2Fei2R an isM odel; Tocaro M odel; su rp lu s agricu ltu ra l labo rers; t ran 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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