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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
变化的机理分析

朱 云 章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但是 ,学者们就城乡劳动力流动

对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存在观点分歧。文章通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发现:城乡劳动

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存在简单的扩大或缩小的关系 ,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

要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 、成功实现城乡迁移的劳动力规模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等变量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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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 ,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

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 ,劳动力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

流动 , 一方面会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 , 另一方面会降

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 ,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

差距。可是 , 近几年来 , 伴随劳动力大规模在东西部地区之

间 、城乡之间的流动 , 东西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不

仅没有缩小 , 而且还在扩大。这种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

时扩大的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

ＪｕｓｔｉｎＹ.Ｌｉｎ, ＧｅｗｅｉＷａｎｇ, Ｙ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ｏ(2004)[ 1]分别考

察了中国 1985— 1990和 1995— 2000两个阶段劳动力流动与

收入差距的关系。他们注意到中国 1985— 2000年沿海地区

和内陆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同时跨省劳动力流动也大规

模增加。两者同时扩大 , 原因有二: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对

相对东部地区农业占较大比重的内陆地区不利;二是中国政

府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致使其没有达到足以缩小地区收

入差距的规模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于 2004年

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抽样问卷调查 ,

樊纲 、王小鲁和张泓骏(2005)[ 2]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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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农民工跨地区的流动 , 显著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

距 , 同时也缩小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但是 , 由于中国劳动力

流动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等众多方面的限制 , 劳动力流动还没

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蔡 (2005)[ 3]从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实际出发 , 认为迁移

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异的命题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在

理论上成立;而中国的实际就不符合其中的一些条件 , 特别

是 , 中国户籍制度把城乡劳动力市场人为隔绝 , 农村劳动力

流动大多以暂时性流动替代了永久性迁移 , 虽然流动规模不

断扩大 , 却没有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应缩小。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和 Ｓｈｕ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2004, 2007)[ 4] 把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1984)的国际贸易模型引入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

研究:他们分别假定各地区劳动力同质 、各地区劳动力效率

存在差异以及城乡住房价格差异等不同条件得到三个模型 ,

在模型中又分别考虑两地区状况 、三地区状况 、六地区状况

和 31个省的状况等不同情况 , 经过相应数据的数值模拟分

析 , 发现所有模型结果都意味着 , 取消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

籍制度 , 对于降低地区 、城乡收入差异贡献显著 ,户籍制度在

支撑中国不平等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许秀川 、王

钊(2008)[ 5]以系统动力学模型和 Ｖｅｎｓｉｍ软件为分析工具 ,

对重庆市的城市化 、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

系统动力学仿真 , 结果表明 , 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速度 , 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鉴于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实 ,

部分学者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杨

云彦(1999)[ 6]认为 , 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的流动 , 以及其中

伴随的人力资本流失 , 对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会带来不利影

响;朱长存等(2009)[ 7]沿用了这一分析思路 ,强调了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存在广泛的人力资本外溢性 , 因此 ,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

值转移 , 并且 ,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贺

秋硕(2005)[ 8]基于改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 对劳动力流动与

收入收敛进行了研究 ,认为前人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

敛具有正面作用 , 但却忽略了其对收入收敛的负面影响 , 得

出的研究结论之一是 , 在开放条件下 , 小经济低于稳态时 ,劳

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会产生负面抑制作用。 钟笑寒

(2006)[ 9]对Ｋｒｅｍｅｒ＆Ｍａｓｋｉｎ1996年关于劳动力的技能差

别而导致职业分离和工资差异的研究进行了应用和扩展 ,其

研究结论是 , 劳动力流动可能导致城乡之间乃至城镇内部工

资差距的扩大 , 而且 ,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资源的优

化配置 , 是一种 “帕累托改进”。赵伟和李芬(2007)[ 10]对劳

动力作了高低技能之分 ,他们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

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 , 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

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肖六亿

(2007)[ 11]在分析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差距时关注了劳动力输

出地区的人才 “渗漏 ”以及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

“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借助这一分析基础 , 他认

为这个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劳动力输入区域演

化为工业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 ,而输出地区转变为生产

要素提供地和工业品的消费地。在市场力量作用下所形成

的这种分工格局扩大了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经济

差距。张富饶 、马斌(2007)[ 12]以广东为例 , 从劳动力市场分

割 、就业歧视和人力资本流失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流动与收

入差距同时扩大的原因。尹继东 、王秀芝(2008)[ 13]以江西

省为例 ,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 由于转移劳动力只能得到其创

造财富的较小部分 ,因而仅有就业转换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

仅不能缩小 , 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显然 , 学者们关于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观点

产生了分歧:面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

的现象 , 或者仍然主张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

小 , 或者主张城乡劳动力流动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 这

种观点的分歧反映了我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模糊性。为了

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 、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社会

和谐 , 深入探讨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势在

必行。

　　二 、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分析

　　关于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已经有

了一些探讨 , 这里从这些基本探讨出发 ,致力于使其更加接

近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现实 ,并作更加深入的分析。

　　1.城乡劳动力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假定我国的农村居民人数为ｎ, 城镇居民人数为ｍ,农村

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分别为 ｘ和 ｙ, 假定在城乡劳动

力流动进程中有ｋ个农村劳动力实现成功迁移转变为城镇居

民 , 并假定其获得的收入为ｚ。在ｋ个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镇

居民之前 , 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ｙ/ｘ,而 ｋ个农村劳动力转变

为城镇居民后 ,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ｒ)为:

ｒ=
(ｙｍ+ｋｚ)/(ｍ+ｋ)
(ｎｘ-ｋｚ)/(ｎ-ｋ)

可以通过比较 ｒ和ｙ/ｘ的大小来判断 ｋ个农村劳动力转

变为城镇居民后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陆铭等学者(2002, 2004)[ 14, 15] 从假定ｋ=1出发解释了

即使在居民的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城乡迁移也会导

致统计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即 , 令:

ｒ=
(ｙｍ+ｋｚ)/(ｍ+1)
(ｎｘ-ｋｚ)/(ｎ-1)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 ,ｒ>
ｙ

ｘ
, 该式等价

于 ｚ>ｙ· α。

其中:

α=
1

1(ｍ+1)/(ｍ+ｎ)· [ (ｙ/ｘ)-1]

从上式中可以发现 ,决定 α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它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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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后的城镇人口的比重
ｍ+1

ｍ+ｎ
和原来农

村劳动力迁移之前的城乡收入差距
ｙ

ｘ
。显然 , 如果城镇人口

的比重越小或者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小就会导致 α越大。而

且 , 随着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α将

会越来越小。他们的结论是 , 在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

中 , 条件ｚ>ｙ·α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

的多种渠道中大多都意味着农村居民中较为富裕的居民有

更大的可能性转为城镇居民。

我们认为 , 陆铭等学者的分析思路对于解释城乡劳动力

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 , 还有一

些假设和条件需要改进 ,比如我国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

中实现成功迁移的比例是很低的 ,分析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劳

动力大规模 “流动”而非 “迁移”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另

外 , 他们分析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实现成功迁移的农村劳动

力在农村和城镇获得的收入是相同的 , 即都是 ｚ, 这一点也

是需要作出改进的。

　　2.人口城市化滞后与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

　　陈宗胜和黎德福(2006)[ 16] 借鉴了陆铭等学者的分析

思路 , 根据我国人口城市化滞后的事实 , 作出了比较合理的

假设:假定存在两个时期ｔ0和ｔ1 ,ｙ10、ｙ20分别代表ｔ0期原有农

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 ,在ｔ
0
期到ｔ

1
期之间有ｋ个农

村劳动力进入城镇非农业部门就业 ,每个劳动力创造可用于

分配的社会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同均为 ｙ20 , 留守

在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收入仍然为 ｙ10 , 假设进城务工人员

获得的工资为ｚ,这一工资满足条件ｙ10 <ｚ<ｙ20;进一步假定

在进入城镇非农业部门就业的 ｋ个农村劳动力中 , 只有ｈ个

实现成功迁移转变成城镇居民 ,相应地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收

入计为城镇居民的收入 ,而且总有ｈ<ｋ成立。

表 1　人口城市化滞后条件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状况

ｔ0期

农村 /
农业部门人数

城镇 /
非农业部门人数

ｔ1 期

剩余农

业人数

新增非

农业就业人数

非农业

部门人数

剩余农

村人数

城市化

滞后人数

城镇

人数

ｎ ｍ ｎ-ｋ ｋ ｍ+ｋ ｎ-ｈ ｋ-ｈ ｍ+ｈ

　　为了考察这一阶段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必须换算出 ｔ1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状况 , 以计

算出此时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情况 ,再与ｔ0期的原有城

乡收入差距作比较。

ｔ1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ｙ1 =ｙ10 +
ｋ-ｈ
ｎ-ｈ

ｚ

ｔ
1
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ｙ2 =ｙ20 +
ｋ-ｈ
ｍ+ｈ

(ｙ20 -ｚ)

显然 ,在条件ｈ<ｋ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农村居民与城镇
居民的收入均得到提高 ,那么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也就变得不确定了。为了明确这一影响 , 我们写出

ｔ1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表达式:

Ｒ1 =
ｙ2

ｙ1

=
ｙ20 +

ｋ-ｈ
ｍ+ｈ

(ｙ20 -ｚ)

ｙ10 +
ｋ-ｈ
ｎ-ｈ

ｚ

=

ｙ20
ｙ10
·

ｍ+ｋ
ｍ+ｈ

-
ｋ-ｈ
ｍ+ｈ

·
ｚ

ｙ20

1 +
ｋ-ｈ
ｎ-ｈ

·
ｚ

ｙ10

接下来我们根据 Ｒ1与
ｙ20

ｙ
10

的关系来分析城乡劳动力流

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然Ｒ1与
ｙ20
ｙ10
的比较可以转换为

考察代数式

ｍ+ｋ
ｍ+ｈ

-
ｋ-ｈ
ｍ+ｈ

·
ｚ

ｙ20

1 +
ｋ-ｈ
ｎ-ｈ

·
ｚ

ｙ10

与 1的关系 ,如果该式大

于 1,那么就有Ｒ1 >
ｙ20
ｙ
10

成立 ,即城乡劳动力流动导致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如果该式小于 1, 那么相应地就有 Ｒ1 <
ｙ20
ｙ10

成立 , 则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3.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此处 , 我们将根据

ｍ+ｋ
ｍ+ｈ

-
ｋ-ｈ
ｍ+ｈ

·
ｚ

ｙ20

1 +
ｋ-ｈ
ｎ-ｈ

·
ｚ

ｙ10

与 1的关系具

体探讨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鉴于我国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现实 , 我们始终能够保证条件ｈ<ｋ的成

立 , 在这一条件下 , 城乡收入差距 Ｒ1 与
ｙ20
ｙ10
的比较等价于

ｍ+ｋ
ｍ+ｈ

-
ｋ-ｈ
ｍ+ｈ

·
ｚ

ｙ20

1 +
ｋ-ｈ
ｎ-ｈ

·
ｚ

ｙ10

与 1的比较 ,经过换算和化简我们可

以得到如下关系:

Ｒ
1
<
ｙ20
ｙ10
 ｚ>α·ｙ

20

Ｒ1 >
ｙ20
ｙ10
 ｚ<α·ｙ20

其中 ,

α=
1

1 +
ｍ+ｈ
ｍ+ｎ

·
ｙ20

ｙ10

-1

由此可知 ,我国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是扩大还是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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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 , 关键取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ｚ的高

低:当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的较高

水平时 , 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反之 , 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来

说太低 , 则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

步扩大。

上述结论是在保持ｋ和ｈ不变条件下得到的 ,其实城乡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ｋ和成功实现城乡迁移的劳动力规模ｈ就

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言也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下面我们对这两者的意义进行分析:

为了分析的简便 , 我们将ｔ1期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

写成:

Ｒ1 =ｙ2 -ｙ1 =ｙ20 +
ｋ-ｈ
ｍ+ｈ

(ｙ20 -ｚ)-ｙ10 -
ｋ-ｈ
ｎ-ｈ

ｚ

那么 , 从我们需要从Ｒ′1的角度来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Ｒ′1 =(ｙ2 -ｙ1)-(ｙ20 -ｙ10)=
ｋ-ｈ
ｍ+ｈ

(ｙ20 -ｚ)-
ｋ-ｈ
ｎ-ｈ

ｚ

为了寻找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规律 , 我们需要将Ｒ′1对ｋ求一阶导数:

ｄＲ′1
ｄｋ

=
ｙ20 -ｚ
ｍ+ｈ

-
ｚ

ｎ-ｈ
=
ｙ20(ｎ-ｈ)-ｚ(ｎ+ｍ)
(ｍ+ｈ)(ｎ-ｈ)

令:
ｄＲ′1
ｄｋ

=0,  ｎ-ｈ=
ｚ
ｙ20
(ｎ+ｍ)

我们对上式进行比较分析:

如图 1(ａ)所示 ,我们首先假定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

平ｚ是固定的 ,那么 ,代数式
ｚ

ｙ20
(ｎ+ｍ)就是固定的 ,在坐标

系中是一条水平曲线 。此时 ,随着ｈ的增加代数式ｎ-ｈ的值

　　　　

图 1　关于ｈ和ｚ的比较分析

将会递减 , 它在坐标系中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 两条

曲线相交于点Ａ;在交点的左侧有不等式ｎ-ｈ>
ｚ

ｙ20
(ｎ+ｍ)

成立 , 等价于
ｄＲ′

1

ｄｋ
>0, 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Ｒ′1是城乡劳

动力流动规模ｋ的增函数 , 那么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

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之 , 在交点的右侧有不

等式 ｎ-ｈ<
ｚ

ｙ20

(ｎ+ｍ)成立 , 等价于
ｄＲ′

1

ｄｋ
<0,即城乡收

入差距的变化 Ｒ′1是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ｋ的减函数 , 那么

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增加会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

缩小。

我们再假定进城务工人员中实现成功迁移的规模ｈ是

固定的 ,如图 1(ｂ)所示 ,那么 , 代数式ｎ-ｈ就是固定的 ,在坐

标系中是一条水平曲线。此时 ,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

的增加 , 代数式
ｚ

ｙ20

(ｎ+ｍ)的值将会递增 , 它在坐标系中是

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两条曲线相交于点Ｂ。同理 , 在交

点的左侧有不等式ｎ-ｈ>
ｚ
ｙ20

(ｎ+ｍ)成立 , 等价于
ｄＲ′1
ｄｋ

>

0,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Ｒ′1是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ｋ的增

函数 , 那么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

差距的扩大;反之 ,在交点的右侧有不等式ｎ-ｈ<
ｚ

ｙ20
(ｎ+

ｍ)成立 , 等价于
ｄＲ′1
ｄｋ

<0, 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Ｒ′1是城

乡劳动力流动规模ｋ的减函数 , 那么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

模的增加会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针对以上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ｚ和成功实现城乡迁移

的劳动力规模 ｈ分别固定的情况 , 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在图 ａ

和图 ｂ中两个交点的坐标值:

Ａｎ-
ｚ

ｙ20

(ｎ+ｍ),
ｚ

ｙ20
(ｎ+ｍ)

Ｂ ｎ-ｈ
ｎ+ｍ

ｙ20 , ｎ-ｈ

由此得知 ,当假定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ｚ固定时 ,城

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临界点取决于成功

实现城乡迁移的规模ｈ, 即ｈ=ｎ-
ｚ

ｙ20
(ｎ+ｍ);而当假定进

城务工人员中实现成功迁移的规模ｈ固定时 ,城乡劳动力流

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临界点取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

工资水平 ｚ,即 ｚ=
ｎ-ｈ
ｎ+ｍ

ｙ20。

　　三 、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 ,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与收入差距变化

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扩大或缩小的关系 , 城乡劳动力流动对

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要随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 、成功实现城

乡迁移的劳动力规模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等变量

的变化而改变。因此 , 如果截取我国不同阶段的调查数据或

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 ,很可能会在实证或理论方面产生

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变化的观点分歧。根据我们

对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 ,各级政府需要

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信

息市场 、改善农民工融入城镇社区的政策条件等措施 , 致力

于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和成功实现城乡迁移的比例 , 才会有

助于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社

　　　 (下转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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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托责任;另一方面 , 职业经理人得不到家族企业的信任

和重用 , 便不愿到家族企业就职 , 进而导致家族企业只能选

择 “子承父业”的继任方式。

　　三 、我国家族企业继任方式的选择

家族企业采取何种继任模式与产权结构 、内部治理结构

和外部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任何一种继任模式

都有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 不可照搬照抄。我国家族企业

“子承父业”的继任模式有一定历史和阶段性的原因。 首先 ,

从外部市场环境来看 ,我国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都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其次 , 从企业规模来看 ,我国家族企业规模都比

较小 , 还处于成长阶段。再次 ,从内部治理机制来看 , 企业内

部普遍没有形成能够较好监督约束职业经理人的机制。职

业经理人难以取得家族企业的信任。因此 , 在我国目前的市

场和家族企业发展阶段下 , 不能仅仅将 “富不过三代 ”的过错

简单地归咎于 “子承父业”的继任模式。

但是 , 产权清晰 、契约治理和法制化的外部市场是家族

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前提条件。首先 , 应尽快理清家族企

业产权。产权清晰不仅有利于企业通过赠予股权的方式激

励和约束职业经理人 , 而且便于企业股权社会化 , 增加企业

的融资能力。因此 , 在企业成立之初就应该明确划分产权结

构 , 将产权界定到家族的自然人 , 从而避免企业规模扩大之

后产权主体之间的矛盾影响企业的发展。其次 ,只有完善的

契约治理才能保证职业经理人施展才能 , 降低代理成本。最

后 , 完善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 ,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细 ,这

是外部市场治理能够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 进而加速家族企

业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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