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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劳动力流动会改变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率，对粮食生产的效率、产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结合二元经济理论、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构建一个农业劳动力流出对粮食生产影响的模型。实

证分析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使得大量有效农业劳动力外流，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与

推广，容易出现农业耕地抛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
关键词:二元经济 ; 农业劳动力流动; 粮食生产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4543(2012)01 － 0050 － 07

一、引言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中，粮价上涨所形成的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危机。粮食

与石油、货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战略武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市场竞争能力无疑应成

为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稳定发展的需要。一直以来，中央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

连续 8 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也采取了诸如通过制定粮食保护价、粮食直接补贴和农

机补贴等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以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但尽管如此，自改革开放

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二元经济越来越明显，使得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向相对发

达地区大规模流动，这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二元经济引致的农业劳动力外流到底对农业生产影响如何? 刘易斯( 1958 ) 、［1］

费景汉和拉尼斯

( 1961) ［2］
等认为，剩余劳动力的退出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很小，但是滞留在农村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而且阻碍农民收入增长。Rozelle et al1( 1999 ) 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家庭

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面而且显著的，另一方

面，劳动力转移虽然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但外出劳动力给家中的汇款却增加了家庭的资

金。［3］
吴敬琏( 2002) 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前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不可或缺的条件。［4］
蒲艳萍，刘婧( 2010) 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

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但农业劳动力流

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5］
司增绰等( 2005 ) 则认为，劳动力流出过多不利于农业技术

的创新、推广与使用，又容易产生资本外流，从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6］
周全召等( 2005) 认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7］
目前，从

城乡二元经济引致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的文献尚少。
本文结合二元经济理论、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构建一个农业劳动力流出对粮食生产

影响的模型。尝试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流出是否对粮食生产有影响，探讨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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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流动对粮食生产的内在机理和影响程度，最后得出结论与启示。

二、研究方法选择

( 一) 基本假设

1． 经济中的两个部门

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 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产业部门。其中，传统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

本( 主要是土地) 、劳动与技术，传统农业规模报酬不变。现代产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

术，城镇地区现代产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假定传统农业规模报酬不变，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

用于消费，现代产业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以扩大再生

产需要。
2． 农业部门生产函数

Y( t) 1 = F［K( t) 1，L( t) 1，A( t) 1］ = K( t) α
1 L( t) 1－α

1 A( t) 1 ( 0 ＜ α ＜ 1) ( 1)

其中，Y( t) 1 是农业产出; K( t) 1 是资本投入数，主要是土地; L( t) 1 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数;

A( t) 1 表示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它反映了农业劳动投入的有效性。
3． 城镇地区现代产业生产函数

Y( t) 2 = F［K( t) 2，L( t) 2，A( t) 2］ = ［( 1 － αk ) K( t) 2］
β［( 1 － αl ) L( t) 2］

1－βA( t) 2 ( 0 ＜ β ＜ 1)

( 2)

其中，Y( t) 2 是城镇地区现代产业产出，K( t) 2 是城镇地区现代产业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资本，( 1
－ aK ) 是资本投资于城镇现代产业部门的比例，L( t) 2 是城镇地区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其中，城镇

地区的劳动力中有 αi 的份额用于研发部门，有1 － αi 的份额用于产品部门; 资本存量中有 αk 的份额用

于研发部门，有 1 － αk 份额用于产品部门。A( t) 2 表示城镇地区现代产业的技术水平，它反映了现代产

业劳动投入的有效性。
4． 城镇地区现代产业部门资本增长

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是外生的，即 K( t
·
) 2 = sY( t) 2，P( t

·
) 2 = nL( t) 2，再根据( 2) 式可得现代产业

部门的资本增长:

gk
t = s( 1 － aK ) βK( t) β－1

2 ( 1 － al )
1－βA( t) 2L( t) 2 ) 1－β ( 3)

对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 t 求导得资本增长率:

g
·k
t = ( β － 1)

K( t
·
) 2

K( t) 2
+ ( 1 － β)

L( t
·
) 2

L( t) 2
+
A( t
·
) 2

A( t) 2

令:
K( t
·
) 2

K( t) 2
= g2，

L( t
·
) 2

L( t) 2
= n( t) 2，

A( t) 2
·

A( t) 2
= i( t) 2，得:

g
·k
t = ( β － 1) g2 + ( 1 － β) n( t) 2 + i( t) 2 ( 4)

( 二) 农业劳动力流出对农产品与技术的影响机制

定义 Ld ( t + 1) 表示是从农业部门转出的劳动力。
Ld ( t + 1) = La ( t) + nLa ( t) － La ( t + 1) ( 5)

其中，t + 1 与 t 分别表示第 t + 1 期与第 t 期，n 表示人口增长率。定义 sa 表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

出的速度。

sa =
Ld ( t + 1)
La ( t)

=
La ( t) + nLa ( t) － La ( t + 1)

La ( t)
= 1 + n －

La ( t + 1)
La ( t)

( 6)

其中，La ( t + 1) = na ( t + 1) + La ( t) 。
从生产角度看，根据生产函数( 1) 可得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率:

sy = ( 1 － α) ［la ( t) + m( t) a］ ( 7)

其中，la ( t) 表示农业劳动力就业增长率，m( t) a 表示农业技术进步率，农业技术进步增长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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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
) 1 = B［αkK( t) 1］

γ［αlL( t) 1］
ηA( t) θ

1，可得:

m( t) α =
B［αkK( t) 1］

γ［αlL( t) 1］
ηA( t) θ

1

A( t) 1
( 8)

其中，B 为转移参数，θ 反映了现有农业知识存量对研发成败的影响。
从需求的角度看，假设没有外来农产品供给，那么国内农业部门产出的需求就由国内总人口和

人均消费需求 py 决定，即: Y( t) a = P( t) py，于是可得农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为 n + yp，其中 yp 是人均

农产品需求增长率。根据恩格尔需求法则，当 yp≤ 0，则
yp

y ≥
0，即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与收入水平是

成反比的。
而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农产品保持供求相等，即:

( 1 － α) ［la ( t) + m( t) a］ = n + yp ( 9)

根据方程( 6) 可得: la ( t) = n － sa，把它代入( 7) 式，可得:

m( t) a = sa +
αn + yp
1 － α

( 10)

由( 10) 式可知，
αn + yp
1 － α 是农业部门能够向外转移劳动力的最低技术进步要求，取决于资本的产

出弹性、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率。同时还可看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部门的技

术进步是相互影响的，农业劳动力转出速度必须与农业技术进步速度协调。因此，在农业技术进步加

快时，如果农业劳动力转出速度不加快，就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在农业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

没有跟上时，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太快，又会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农产品短缺。按照匡远配

( 2010) 的总结，农村劳动力存在流动不充分、适度流动及农村过度流动三种情形，他认为我国改革开

放前的农村存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粮食生产。［8］
刘怀宇等( 2008) 也认为劳动力

过渡流动已经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危及到国家粮食安全。［9］

( 三) 农业劳动力流出的内在机制

借鉴肖卫、朱有志、肖琳子( 2009) 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方程，可知劳动力的空间流动由城乡劳动者实

际工资差异决定。［10］
考虑到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即 d 的状态问题，劳动力空间流动方程为:

d
·
= ( w1 － w*

2 ) d( 1 － d) ( 11)

其中，w1 为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有效的劳动边际产出，w*
2 为城镇地区真实平均工资水平。

从公式( 11) 可见，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加快。随着我国城镇发展步伐加快，尤其

是省城和沿海发达城镇的加快发展，使得城乡产业边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以至出现大量现代农业劳

动力流向一些发达城镇现代产业部门，导致农村发展所必要的劳动力日益稀缺。通过图 1 可以更准

确地了解农业劳动力流出的内在机理。
当现代产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工资差距在 B 点时，意味着城镇产业规模报酬高于农村，城乡之间实

际收入差距较大，这时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现代产业部门，使得城镇边际产出增加，但在城镇基

础设施、技术等方面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条件下，农业劳动力过快流出，必然会导致城镇富裕

劳动力增加，过多劳动力追求过少的岗位，就会使城镇产业部门工资降低，引起城乡劳动力实际收入

差距缩小，在 A 点达到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供需均衡，这时城镇现代产业部门利润最大。当现代产业

部门存在利润最大时，必然会推动现代产业和城镇的快速扩张，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大量增加。在

中国，由于城镇户口受计划生育控制较严，再加上生活成本高昂，使得城镇自身人口增长较慢，无法满

足城镇扩张需要，因此需要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入，但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较小时，对农村劳动力吸引

力不足，因此，日益扩大的城镇现代部门为了吸引更多农业劳动力流入，不断提高现代产业部门的工

资，而农产品受国家管制较严，再加上单个农户可耕地较少，农业边际收入增加非常有限，使得城乡实

际收入再次拉大，农业劳动力流出大幅度增加，这一过程要持续到城乡完全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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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实证模型设定

从上面的模型和分析可知，劳动力流动对粮食生产有重要影响。为了更明确地分析农村劳动力

流动对粮食生产发展的影响，可以建立粮食生产函数。假定粮食产出是物质资本存量 K、耕种的土地

S、技术 A、当地劳动投入量 L、当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H 的生产函数，其中，H 用农村“平均受教

育年限”数据表示，技术 A 的进步内化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之中，因而可从形式上予以省略。
因此，农业生产函数的形式可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Q = Kλ1 ( HL) λ2Sλ3 ( 12)

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异方差的影响，对( 12) 式取对数:

LnQ = λ1LnK + λ2Ln( HL) + λ3LnS + ε ( 13)

其中，Q 表示粮食总产量，K 表示农业固定资本存量，HL 表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S 表示耕地面

积，用粮食播种面积来表示，ε 表示其他未考虑的影响因素。
(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变量处理

主要考察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此农业劳动力是本文涉及的一个重要变量。所

用的农业劳动力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用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去从事

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H = 小学比例 × 6 + 初中比例 × 9 + ( 高中比

例 + 中专比例) × 12 + 大专及以上 × 16 计算得到，其原始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

人力资本 HL = 从业人员数量 × 平均受教育年限，这样人力资本存量对粮食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包含了

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贡献。
除了农业人力资本之外，本文用于构造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 1991 ～ 2010 年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其中，粮食生产总量来源于各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农业固定资本存量，用农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得到。
关于折旧系数，本文采用樊胜根等( 2002) 选取农业经济折旧率的办法，即选择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

资产基本 折 旧 率 中 粮 食 部 门 的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率 作 为 农 业 经 济 折 旧 率，最 终 选 择 的 折 旧 率 为

4. 24%。［11］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该应用 1990 年为基期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实

际的物质资本存量，但由于我国缺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数据，目前也很难构造这个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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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因此，

本文将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代替农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粮食播种面积 S 直接从各年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获得。
(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伴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农民

有了择业的自由，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放宽，加快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城乡产业边际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部分落后地区农业劳动力本地就业机会较少且不充分，大大加快了青壮年农业

劳动力流出。
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外流，目前还主要是一种就业型流动，［12］

随着城乡产业边际收入拉大，在城

镇现代产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的前提下，大量农业人口就会流向现代产业部门就业。从图 2 可以看

出，1990 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出增加趋势明显，1990 年至 1998 年，农业劳动力流出增加较快，

虽然在 1998 年至 2000 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主要是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一些现代产业厂商倒闭，

城镇现代产业就业机会减少，使得一些农业劳动力暂时回流，但这种流出增长的长期趋势依然没有真

正改变。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 Eviews 6． 0 软件对计量方程进行拟合，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可知，回归方程有较高的 R2

和 F 值，说明建立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的回归方程拟合较好，

各影响因素能有效地解释粮食总产量的变化。

表 1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C － 6． 859286 2． 655672 － 2． 582882 0． 0200

K 0． 007667 0． 023274 0． 329420 0． 7461

HL 0． 723939 0． 303381 2． 386240 0． 0297

S 1． 390022 0． 218880 6． 350609 0． 0000

R － squared 0． 812476 F － statistic 23． 10742

Adjusted R － squared 0． 777315 Prob( F － statistic) 0． 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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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业有效劳动力投入以及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都

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了资本投入与农业有效劳动力投入对粮食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

农业物质资本投入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性不强，说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明显，这

可能的原因是在现有的耕地小块分割情况下，农业物质资本投入无法实现规模效应。与此相反，农业

有效劳动力投入却较为显著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弹性系数为 0. 723939，即有效劳动力投入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将引起粮食产量增加 0. 72 个百分点，说明农业有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是促进粮食产

量增加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说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产业边际收入的拉大，使得我国有效农

业劳动力大量流入现代产业部门，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发展较快，却忽视了增加农业投资，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与推广，反过来，农业技术进步与推广滞后又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的实现，导致

了一些地方耕地抛荒现象严重，从侧面也说明了有效农业劳动力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因此，在目

前农业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耕地规模过小的情况下，防止大量青壮年农业劳动力过快转移对确保粮

食生产是必要的。当然，耕地面积的扩大对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减少农业有效

劳动力外流就会减少耕地抛荒率，进而增加粮食产量。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实证研究了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回

归结果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业有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促进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这说明了

我国有效农业劳动力投入是不足的。如果大量有效农业劳动力继续流出，将危及到我国粮食安全。
具体影响途径是: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产业收入不断拉大，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大大增加，理性的

青壮年农户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放弃粮食生产，转向边际收入增加较快的城镇现代产业部门，而

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就业于现代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用工上趋于年轻化，导致大量年轻农业劳动力外流。而停留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要么年龄偏大，要么

文化素质偏低，导致农业有效投资不足，农业技术进步与推广滞后，耕地抛荒或利用不足现象较为严

重，这也支持了有效农业劳动力过度流动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的结论。［8 ～ 9］

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客观上增加了城镇现代产业发展所需资源，而粮食生产所需资源则日

益短缺，面临着城镇发展与农业发展优质劳动力需求矛盾，而城镇地区工资水平明显高于乡村，而且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业的可持续性能够得以保障，使得理性的农业劳动者流出农业部门。
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大量有效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这对粮食生产来说并不

是一种理想状态，政府应该寻求对策抑制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但是，从劳动力流出的角度来看，不能

简单地要求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来强制阻止农业劳动力流动，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原则，也与城乡统筹发展相矛盾，人为地阻碍农业劳动力转入城镇现代产业部门，

也将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农业劳动力外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但这种影响

也是有限的，一旦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粮价就会上涨，进而影响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同时还会带来一

些家庭问题，外出打工机会成本增加。同时，政府也不能满足于农业劳动者大量流出带来的城镇现代

产业的繁荣以及表面上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高度警惕农业劳动力的持续流出。要缩小城乡

差距，关键还在于不断改善和优化落后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努力提高农业劳动力本地就业率，改善

本地就业环境，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外流的动因，进而兼顾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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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Economy，the 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Grain Production
FAN Dong － jun1，2，ZHU You － zhi2

( 1． School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2．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 410003，China)

Abstract: The out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influences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which further influences the 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grain output．
Combining with the basis thoughts of dual economic theory an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the au-
thor construct a model which describes the influence of out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 on grain pro-
du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structure of dual economy，the enlargement of ur-
ban － rural income gap leads to the outflow of large numbers of effective agricultural labor，which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promotion． The most probable result is
the abandon of agricultural arable land，and the grain output is influenced to a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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