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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以及转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农业劳动比重降低是经济学公认的 Kuznets 特征事实。

本文利用上述概念和美国与中国的历史统计揭示这一特征事实可能表现为农业劳动力

比重匀速下降和变速下降，指出经济学面临的重要挑战是研究农业劳动力比重在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任意时点的均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加速度在任意时期

的均衡。 

 
English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quantitative concepts of the intersectoral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set up measures of quantity and rate of this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The decline in the labor share of agriculture is the well-known styled fact 

put forward by the Nobel Laureate Kuznets. This paper will make use of the concepts defined 

here and th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USA and China to discover that the Kuznets styled fact 

may take two possible forms of the decline with constant or varying velocity. Challenges to 

economic researches are to study equilibrium labor share of agriculture at any point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out-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equilibrium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in any time interval during th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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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与特征事实 

 
 

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人口迁移、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历史现象。2008 年农业劳动比重在全世界为 32%（ILO，2009，
Table A2-A4），在中国为 39%（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4-3）；该年从农业转入非农部门

的劳动力在全世界和中国分别是该年总劳动力增量的 144%和 185%，是该年失业增量的

3 倍和 18 倍（ILO，同上；中国统计年鉴，表 4-1， 4-3）。从经济学上研究农业劳动力

转移是经济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建立概念和厘清事实。然而，恰恰

在这两个方面经济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1 Forster和Rosenzweig（2008） 近指出农业

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基本困难之一是缺乏数据。可问题是即使有数据，如果我们没有整理

数据的概念或者指标，我们依然“缺乏数据”，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眼前的数据。所以，

整理数据的概念指标往往比数据本身更加重要。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各国

学术界已经搜集、整理和公布了大量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数据。如果不考虑这些

数据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么，只要应用恰当的概念指标，我们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整理

出系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从数量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现象和特征事实。

本文的目的便是提出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计量指标，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加速度的指标，然后借助这些指标整理美国和中国的农业劳动

力转移资料并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特征事实， 后提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

学研究任务。 
 
1．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农业劳动力指的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劳动力。当代世界的农业生产制度既

有新古典类型也有非新古典类型，甚至还有两种制度类型共同作用的农业生产。不过，

各个国家新古典制度农业的规模皆很小，2 各国亦没有新古典制度农业的系统统计数

据。因此，我们把各国所有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都视为非新古典制度中的农业劳动力。

另一方面，我们把非农部门制度统一看作新古典生产制度，非农劳动力都在该制度下从

事生产。3 假设一个人不能够同时既从事农业又从事非农业生产，即一个人在特定时间

内从事农业便不能够从事非农业，从事非农业便不能够从事农业。4 根据这个假设，农

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之和为一个经济体系的总就业。令LA、LN分别表示农业和非农业

劳动力，其中上标A、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令E、Ｕ和Ｌ表示总就业、失业和总劳动力，

我们有总就业和总劳动力公式 
 

                                                        
1 张艺（2010）讨论了国内学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计量概念及数据的研究。 
2 Friedman（1978）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新古典农业经营者或者说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无法与

家庭农业经营者竞争，因此新古典农业即使在当今发达国家也没有发展起来。 
3 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在现实经济中，一部分非农业生产由家庭经营，一部分非农业生产由非盈

利团体经营。它们采用的都不是利润 大化的新古典制度。这些劳动力占非农劳动力的比重可能远

远大于用新古典制度生产的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 
4 这也是一个很强的假设。事实上，农业劳动力兼业现象在发展程度不同的每个国家都广泛存在，

各国统计部门只能按照一定规则将兼业者分别计入农业或非农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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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t=LA
t+LN

t

(1.2) Lt=LA
t+LN

t+Ut=E t+U t

 
其中 t 表示某一时点。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内劳动力转出或者转入农业。用 B 和 D 表示一个

封闭的农业部门内部因为年龄或其他人口学原因进入和退出劳动力的人口，(B-D) 为农

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用 M 和 X 表示劳动力从非农部门转入农业和从农业转出到非农

部门，(M-X) 为从非农部门净转入农业的劳动力，那么，t+1 时农业劳动力为 
 

(1.3) LA
t=LA

t-1+(BA
t - DA

t)+(MA
t - XA

t) 
    =LA

t-1+nA
tLA

t-1 -(XA
t - MA

t) 
 

其中nA
t是在不考虑部门之间转出转入前提下t时期农业部门劳动力自然增长率。(3) 式中

的B、D、M、X是在两个时点之间的流量，它们的下标t表示两时点t-1 与t之间的时期。

nA
t由人口规律决定。由于劳动力转出农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现象，我们令劳动力净

转出农业为正数，用H表示。在t时期内，H可定义如下：5

 
(1.4) Ht = XA

t - MA
t

= (LA
t-1 + nA

tLA
t-1) - LA

t  
= (LA

t-1 - LA
t) + nA

tLA
t-1

 
 H显然也是流量。(1.4) 式表示t时期内净转出的农业劳动力等于时期初农业劳动力

与时期末农业劳动力之差，再加上该时期内自然增加的农业劳动力。6 7

不过，就某个经济体系来说，H是一个不可观察的量。各国统计资料仅仅提供不同

时点上农业劳动力数量，但不提供农业劳动力增长率或者农业劳动力在自然状态下新增

与退出的数据，所以，利用各国统计资料我们无法计算H。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时期

或者年度内农民转移的真实数量在统计学上是不可知的。在现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我

们只能寻找其他概念近似地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真实数量。 
如果我们用全社会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代替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我们将能够找

到H的一个替代概念。令 H 表示此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我们有 
 

(1.5) Ht= (LA
t-1 - LA

t) + ntLA
t-1

                                                        
5 式 (4) 是人口学中计算地区间人口转移的基本公式，参见例如Ferrie, 2006: 491。 
6 例如，Johnson (1960: 403) 认为美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转出的农业劳动力有五分之二被农业自然新

增的劳动力抵消。 
7 本文从农业角度观察和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此相对称，我们也完全可以从非农部门角度定义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托达罗（Todaro，1969）可能是第一位使用类似 (4) 式的

公式定义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家。他的做法便是从城市角度观察乡村劳动力转移。在国内，郭

熙保（2002），陈宗胜和黎德福（2004）从非农部门劳动力增加角度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托

达罗用S表示城市劳动力并用S的增量表示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Mundlak（1979）从农业劳动力

减少角度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并用M之。他同时用m表示农业转出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之比，并称之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M后来在国际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m亦用作农业转出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之

比 （黎德福，2005）。本文考虑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是它和短期经济波动的联系，而

M和m已经被用于标示短期经济波动研究中的货币变量，所以本文暂时不用M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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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t代表总劳动力在时期t的增长率。H表示农业劳动力增长率等于总劳动力增长率时

的农业劳动力转出数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定期公布各年份总劳动力数据。同时，除了

美国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向外移民或向内移民的数量与其劳动力总量相比都非

常之小。我们将忽略国际移民。这样，一国总劳动力的增加将全部来自该国劳动力的自

然增长。利用一国统计资料，我们很容易计算nt,，所以H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可观察

量。比较 (1.4) 和 (1.5)，我们有 
 
  (1.6) H t - Ht = (nA

t - nt)LA
t-1

 
 显然，两个劳动力转移量的比较取决于两个劳动力增长率的比较。一般来说，经济

学家假设nA
t > nt。Kuznets (1966: 124) 甚至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开始后的一段时期内，

农业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三倍。如果我们接受nA
t > nt的假设，则H t > Ht。 

 从中国的资料看，nA
t > nt比较可信。图 1.1 是 2006 年中国各省以及全国农村人口比

重与净少儿抚养率对照图。少儿抚养率指一个劳动力平均抚养的少儿数量，老人抚养率

指一个劳动力平均抚养的老人数量。净少儿抚养率为两者之差，表示在正常情形下因年

龄增长而进入劳动力队伍的数量与因年龄过大退出劳动力的数量之比。净少儿抚养率越

高，进入劳动力的年轻人越是多于退出劳动力的老年人。图 1.1 中的两条趋势线清楚地

表明，就中国总的情况来说，一个省农村人口比重越高，这个省净少儿抚养率也越高，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推论如果没有城乡转移，这个省农村劳动力的增长率可能也越高。在

图 1.1 中，中国农村人口比重 低的两个省级地区——上海和北京——的净少儿抚养率

甚至是负数，即每位劳动力抚养的老人超过了抚养的少儿。它表示在没有劳动力转移的

情形下，上海和北京的劳动力应当是负增长。当然，农村劳动力并不就是农业劳动力。

不过，在缺乏农业劳动力增长率数据的情形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是农业劳动力，
8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图 1.1 推论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很可能高于、而不大可

能低于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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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国全国及各省农村人口比重和净少儿抚养率，2006 
注：农村人口比重=农村人口/总人口；净少儿抚养率=少儿抚养率-老人抚养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4-4，4-10。作者计算。 

 

                                                        
8 2006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是 67.7%（国家统计局编，2009，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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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进一步说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增长可能快于城镇劳动力增长。图 1.2 中的独子出

生率表示出生时是独子的新生儿占所有出生婴儿的比重。与图 1 一样，图 1.2 也清楚地

表明在一般情形下，一个省的农村人口比重越高，该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

越低。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从图 1 得到的农村少儿比重高以及农村劳动力自然增长

率高的推论，9 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支持了农业劳动力比非农业劳动力增长更快的推论，

即nA
t >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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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全国及各省农村人口比重和独子出生率，20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表 4-4；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 2007，表 1。 
 
 
2．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对量概念，我们首先定义农业劳动比重 l: 

 (2.1) lt=
A
t

t

L
L

 

显然，非农业劳动比重为 1- lt，即 

(2.2) 1-lt=1-
A
t

t

L
L

=
A

t t

t

L L
L
− =

N
t

t

L
L

 

文献中常常使用以总就业为分母的农业就业比重。用lE表示农业就业比重，它的定

义是 

 (2.3) lE,t=
A
t

t

L
E

 

假设农业劳动力等于农业就业，即EA
t=LA

t，
10 l和lE的关系可表述如下： 

                                                        
9 作者本人在乡村的实际调查发现乡村还有一部分非独生子女婴儿没有被登记到户籍，因此很可能

没有被纳入人口统计。如果城镇也有此类情形的话，城镇的情形至少应当比乡村轻微得多。 
10 这也是一个很强的假设。许多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存在着隐形失业或者不完全就业。同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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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A A
t t

t t t

E L
E (1 )L 1

= = =
− −

l
u u

t

t

 

其中 u 表示失业率。整理上式得  
 
  (2.4) lt=(1-ut) lE,t 

 
由于 1>ut>0，所以lt<lE,t，农业劳动比重小于农业就业比重。(2.4) 式同时表明只要

知道ut的值，我们就可以从lE,t推算出lt或者在反方向上推算。 
为了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对影响，我们需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对量概念。根

据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比较 H 与其他经济学变量并形成比率。例如，就与劳动力比较

而言，Todaro (1969) 为了研究乡城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失业的影响而提出了 H 与城市劳

动力之比，Mundlak（1979)、Mundlak and Larson（1997）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而建立了 H 与农业劳动力的比率。本文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宏观经

济的关系，所以取总劳动力为分母，即 

 (2.5) vt= t

t

H
L

 

v 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3．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 
 
 如果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农业劳动比重降低，我们便可以把上一节定义的农

业劳动力转移率同时视为农业劳动比重降低的速度。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定义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速度和加速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是农业劳动比重l的差分Δlt，我们有 
 

(3.1) vt≡Δlt  
 
(3.1) 式可证明如下。已知 11

A A
t-1

t t-1 t
t-1 t

L L
L L

Δ = − = −l l l t

由于Lt=(1+nt)Lt-1，我们有 

(3.2) 
A

A A A A At 1 t t
t t t 1 t t 1 t

t t t t

t

L L H1 1[(1 )L - L ] [(L L ) L ]
L L L L L

1

Α
−

− − −Δ = − = + = − + =

+

l n n

n

t t 1
t

                                                                                                                                                                            

 

           =vt

 
非兼业的纯农业劳动力一年的实际劳动时间可能明显低于该社会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标准年劳动时

间。 
11 由于农业劳动力比重l的主要趋势是变小，所以我们用正数定义l的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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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式表明v恒等于Δl。其实，v仅仅是代表Δl的一个方便符号，两者表示完全相同

的关系，即（I）当nA
t=nt时单位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该时期某一端点上 12 总劳

动的比值；（II）农业劳动比重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或者l变化的瞬时速度。正是由于

第（II）种关系，所以我们在上一节用v（velocity）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3.2）式同

时表明，虽然因为v的分子不是真实转移量，因此v作为转移率是有欠缺的；但v作为l的
变化速度，却又把农劳比变化速度和农劳转移率联系起来，因此在研究l下降规律时具有

特殊作用。 
考虑 l 的连续变化，根据 l 的定义，我们有 

  (3.3) v=- d
dt
l =-

ALd( )
L

dt
=-( 1

L

AdL
dt

-
A

2

L
L

AdL
dt

)  

     = -l( - ) AL
g Lg

     = l(n - ) AL
g

(3.3) 式中的g表示用存量计算的劳动力增长率。由于我们不考虑国内外移民，所以

用存量计算的总劳动力增长率等于其自然增长率。注意 (3.3) 式第一个等号右侧取负值

以便与 (2.5) 式定义的v一致。 (3.3) 式表明如果时期t非常短，l在该时期的变化量将取

决于农业劳动力存量和总劳动两者增长率之差与l的积。由于l >0，所以只要n > ，我

们便有v >0，农业劳动比重便在下降。

AL
g

13  
借用物理学的用语，令 a（acceleration）表示 l 下降的加速度，则有 

 
(3.4) at≡Δvt = vt - vt-1  

 
考虑（3.1）式以及Δlt的定义，我们有 

 
(3.5) at= vt - vt-1=Δlt - Δlt-1

      =(lt-1-lt) - (lt-2 - lt-1) 
      =2lt-1 - (lt + lt-2) 

 
所以l在时期t的加速度等于前一时期l的一倍减去本期与前第二时期l之和。若at=0，

则有 

 (3.6) lt-1 =
1
2

(lt + lt-2) 

即此时前一时期 l 是本期和前第二时期 l 的算术平均数。 
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角度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度，后者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

                                                        
12 本文用时期的终点，即时点t同时是时期t的终点。 
13 （3.3）式仅仅是v的定义式或者描述性定义式。要理解v的变化，我们必须知道v的经济学函数式。

仅仅就（3.3）式来说，即使我们拥有n与 数据并且能够描述出v的变化，但只要我们不清楚n与

相互关系的影响因素，我们依然无法理解v。 
AL

g A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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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增量或者变化量。我们考虑（2.5）式并得到 

(3.7) at= vt - vt-1= t

t

H
L

- t-1

t-1

H
L

 

把Lt-1= t

t

L
1+ n

代入到（3.7）式得 

(3.8) at= t t t 1

t

H (1 )H
L

−− + n = t

t

A
L

 

其中 (1+nt)Ht-1是在农业劳动力增长率等于总劳动力增长率的大前提下，农业劳动力转

移量的增长率亦等于总劳动力增长率的情形下时期t农业劳动力转移量。（3.8）式的分子

表示Ht与这一转移量之差，我们用A代表。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增量或者农业劳动

力转移加速度的取值区间取决于A的取值区间。 
举一个例子说明 A 的取值。假设 

A
t-1L =10000 万 

A
tL  =9500 万 

t-1H =500 万 

Lt = 20200 万 
nt = 1% 

则有 
   Ht=600 万 
   (1+nt)Ht-1=505 万 

At=Ht - (1+nt)Ht-1 =95 万 > 0 
所以， 

 at= t

t

A
L

= 95 万/20200 万= 0.47% >0 

 同时，由于 
   vt-1 = 500/20000 =2.5% 

vt = 600/20200 =2.97% 
   at = vt - vt-1 = 0.47% 
 
这个例子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提高，或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不

仅要求本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大于上期的量，而且要求本期量大于按照总劳动力增长率

增加了的上期量。这里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或转移速度本身是用总劳动力度量

的。由于总劳动力在增长，因此转移劳动力的增长率必须超过总劳动力增长率，转移率

才会提高，或者说转移速度才会加快。若转移劳动力增长率等于总劳动力增长率，我们

将有at=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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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t - (1+nt)Ht-1=0 
  Ht = (1+nt)Ht-1

或 

    =
tHg t t

t-1

H H
H

−− 1 = nt

也就是说，如果转移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增长率相等，转移率增量或转移加速度将

等于零，转移率或转移速度将保持不变。仍然利用上面的例子，如果 = 9595 万，则

H

A
tL

t=505 万， = n
tHg t=1%，我们将有at=0，vt=vt-1。 

 （3.5）与（3.8）从两个角度分别定义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变化，下面我们证明（3.5）和（3.8）式定义的是同一个量。考虑 H 的定义，（3.8）式

的分子 A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At=Ht - (1+nt)Ht-1  

=[(1+nt)LA
t-1 - LA

t] - (1+nt)[(1+nt-1)LA
t-2 -LA

t-1)] 
=2(1+nt)LA

t-1 – [LA
t + (1+nt-1)(1+nt)LA

t-2] 
由于 

Lt-1= t

t

L
1+ n

，Lt-2= t

t 1 t

L
(1 )(1 )−+ +n n

， 

所以 

at = t

t

A
L

=
A

t t-1

t

2(1+ )L
L
n - (

A
t

t

L
L

+
A

t 1 t t-2

t

(1+ )(1+ )L
L

−n n ) 

 =2lt-1 - (lt + lt-2) 
= at

 
 
4．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事实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或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是经济学中的 Kuznets（1964）特

征事实之一。本节试图根据前面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进一步细化 Kuznets 的发现，

找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若干特征事实。这里，我们不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例如资

本积累、产出增加、工资提高、结构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关系，仅仅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时间特征。依据美国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我们也许可以指出下列特征

事实（styled facts）。 
（1） 农业劳动力总量LA的抛物线变化 
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在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LA先上升后下降。因

此，LA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有一个全局 大值和若干局部 大值，其初始值和终点

值可能是局部 小值或全局 小值。如果不考虑局部极值并假设终点值等于初始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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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的“理想轨迹”在时间坐标上应当类似抛物线或者对数抛物线。图 4.1 和 4.2 显示了

美国LA在 1800-2000 的 200 年过程中的变化状况以及拟合抛物线或对数抛物线。两条拟

合线的拟合程度皆很高。中国LA从 1952 到 2008 年的变化可见图 4.3。该图同样显示中

国LA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了抛物线的下降阶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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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美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变化，1800-2000 年（以 大值为 1 的倍数） 

注：逢十年份数据。按照 Weir（1992）的估计，美国农业劳动力的 大值是 1907 年的

1,149.3 万。 
资料来源：1800-1880：Carter，et al. eds., 2006，Table Ba829-830；1880-1930：同上，

Table Ba470-477；1940-2000：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0, Table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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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美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变化，1800-2000 年（以 大值为底的对数） 

注：同图 4.1。 
资料来源：同图 4.1。 

                                                        
14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远早于 1952 年，因此图 4.3 不能表明到 21 世纪初为止中国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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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变化，1952-2008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09，表 1-4。 
 
 

在抛物线假设前提下，LA的时间方程也许可以写为 
 
 (4.1) LA=LA(x, t)= LA(x)t2

 
其中x表示除t之外的影响LA的经济变量，例如资本、劳动、偏好、技术以及它们的变化。

令t=tm时LA=max LA，我们有 

   
AdL

dt
>0  若t <tm

   
AdL

dt
=0  若t =tm

   
AdL

dt
<0  若t >tm

（2）农业劳动力比重 l 的匀速直线下降趋势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类似农业劳动力比重l这样的相对数概念可能更能指明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及其变化。一般来说，l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呈现显著的下降趋

势。当然，在经济发展初期，l可能会短暂地上升。15 我们暂时不考虑这种情况。图 4.4
展示的美国l从 1800 到 2000 年 200 年间每十年的变化，图 4.5 则展示了美国l从 1890 到

1990 年 100 年间的年度变化。这两条描点线的线性拟合方程相关程度很高。16 图 4.4
和 4.5 提示l的“理想轨迹”也许是一条下降直线，其数学形式可能是 

 

                                                        
15 例如，根据Lebergott（1984）的估计，美国l在 1810 年便比 1800 年高。 
16 图 4.4 中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l = -0.4226t + 839.92，R2=0.9832；图 4.5 的线性拟合方程则为l = 
-0.4372t + 40.703，R2=0.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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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态势，1800-2000 年 

资料来源：同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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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态势，1890-1990 年 

资料来源：Weir，1992。 
 
 
（4.2） l=l(x,t)=l(x)t 

且 

 （4.3） v=- d
dt
l =v*>0 

 （4.4） a= d
dt
v =

2

2

d
dt

l =0 

上标*表示常数。l的直线型理想轨迹实际上假定l以恒速下降，因此v是常数，a为零，
17 l、v和a的理想轨迹的几何形式可以表示用图 4.6 表示。 

                                                        
17 l恒速下降的经济学含义是如果农业社会末期l为 90%且后农业社会初期l为 5%，设过渡阶段为 85
年，则在某种特殊定义的“均衡”过渡路径上，v1= v2=……= v85=1%, a2= a3=……= a85=0，即l每年下

降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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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农业劳动力比重降速下降及其下降速度和加速度的理想轨迹 
 
（3）农业劳动力比重 l 的变速下降趋势 
不过，美国农业劳动力在转移初期，l下降很慢，v较小；在转移中期，l下降很快，v

较大；到转移后期，l下降又变得很慢，v亦较小，因此l又是系统性地变速下降的。图 4.4
和 4.5 表明了这一变化形态。我们观察美国从 1800 到 2000 年的v与a数据并绘出图 4.7。
这些以十年为一期的数据虽然可能掩盖了v和a的年度波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揭示了

v和a的长期变化态势。图 4.7 表明十年一期的v在美国皆是正数，a则有正有负。另一方

面，v和a都显示出从低到高并 后趋向于零的波动态势。图 4.8 和 4.9 分别显示了美国

1890-1990 年间v与a的年度变化。注意 1890-1990 的 100 年仅是美国农劳比下降的部分

过程，尤其是后半部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v的总趋势是降低，18 a则没有任何特

定的趋势。同时，v和a都显示出向右趋于零的趋势。 后，我们在图 4.10 中分别用抛物

线和三次曲线对v和a做了拟合，其中v的抛物线拟合的相关系数为 0.43，a的三次拟合方

程的相关系数为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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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1810-2000 年 

资料来源：同图 4.1。 

                                                        
18 图 4.8 中v的线性拟合方程是v = -0.0066t + 0.7677，R2 = 0.2569；抛物线拟合方程是v= -3E-05x2 - 
0.0032x + 0.7067，R2 = 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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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1890-1990 年 

资料来源：同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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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加速度，1890-1990 年 

资料来源：同图 4.5。 
 

-6

-4

-2

0

2

4

6

8

10

1800

1810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

v

a

 
图 4.10 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及拟合线，1810-2000 年 

资料来源：同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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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到 4.10 都表明 l 可能变速下降。根据这些图形，我们在下面的图 4.11 中相应

绘出 l 变速下降的某种“理想曲线”。由 4.11 导出的 v 和 a 的理想曲线见图 4.12。 

 
图 4.11 农业劳动力比重变速下降的理想轨迹 

t 

v,a 

a 
o 

v 

tj 

t 

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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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i tk 

 
 

 
 
图 4.12 农业劳动力比重变速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理想轨迹 
 

 
一旦 l 变速，v 便有升降，所以 v 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全局 大值和若干局部 大值与

小值，并应当从 l 下降的整个过程中部的某个极大值点向两个方向趋向于零。我们考

虑 v 只有一个全局 大值的情形。根据图 4.11 的 l 变速下降轨迹，v 的理想轨迹很可能

是一条大于零且扁平的抛物线或类似标准正态曲线的图形，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同时显示了a的相应轨迹。由于假定v有且仅有一个全局 大值，因此a有一

次且仅有一次取零值，即atj=0。若t<tj，a>0；t>tj，a<0。 后，和v类似，a在两个起始

点方向亦趋向于零。19

 变速 l 的数学形式以及速度方程如下：  

                                                        
19 本文用Microsoft Word绘制的图 4.12 只能大体反映a的轨迹。图 4.12 中a的图形在农业劳动力转移

前期高于v图形和在转移后期高于横轴是绘图技术限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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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l=l(x, t) 

且 

 （4.6） v=- d
dt
l =-v(x, t) 

 （4.7） a= d
dt
v =-

2

2

d
dt

l =a(x, t) 

（4）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差异 
图 4.13 显示了中国从 1952 到 2008 年、美国从 1800 到 2000 年 l 每十年的状况。它

指出在这两个时期中，在几乎相同的 l 水平上，l 的降速在中国远远大于美国。但是，

由于中国至少在 1870 年前后便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图 4.13 内中

国的图形不能表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其前半期的全貌。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图

4.13 这揭示的现象一般化，即一个国家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越迟，这个国家的 v 图形

在接近 大 v 时可能越陡峭，v 的峰值越大；进一步说，这个国家 a 的正数峰值与 v 的

峰值的时间差距越小。 
造成后发国家 v 峰值更大和 v 图形在接近峰值时更陡峭的原因可能有心理的和技术

的，也有经济的和制度的。从心理上说，先发国家展现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的状况

会降低后发国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心理阻力。从技术上说，后发国家可以利

用先发国家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发国

家也可以利用先发国家已经普及的非农消费品技术，使农民看到通过部门转移改善生活

实际潜力。从经济上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资本和市场，缓和本国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资本瓶颈。从制度上来说，后发国家在工厂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政治

制度等等都可以直接从先发国家得到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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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美国和中国农劳比的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9，表 1-4。美国：同图 4.1。 
 
 
 

 18



5．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指标可以

用农劳比 l 的下降表示。本文前面首先定义了 l 以及 l 下降的速度 v 和加速度 a，接着指

出了这三个变量可能具有的理想轨迹。我们也许可以把图 4.13 内美国、中国的农劳比下

降图形可以视为飞机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图。衡量飞机下降的指标有两个：稳定性（或

安全性）和速度。就图 4.13 来说，例如 l 从 75%下降到 40%，美国用的时间显然比中国

长得多，但美国“乘客”又比中国“乘客”安全得多。实际上，中国 l 在 1960 年前后的

剧烈“颠簸”和数千万人饿殍的饥荒联系在一起，而美国 l 下降的过程却没有经历如此

的灾难。用本文的定义，我们可以说 v 度量了 l 的降速，a 度量了 l 下降的稳定性。还是

用飞机降落的例子。如果不考虑飞机着地前所需要的特殊速度和加速度以及随高度而变

化的速度，那么，v 越大，a 越小，飞机降落得越快越平稳。l 下降所应当有的稳定性和

速度也可以如此观察。因此，研究 l 下降的核心问题也许应当是如下的问题。 
（1）l 在任意时点 t∈(0，T) 的均衡 
l 在下降过程任意时点上的取值，显然受到例如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个

人及社会偏好等许多因素影响，并可能在一个很大的区间内取值。经济学要研究的是 l
能否均衡。只有针对 l 能够均衡的时点，我们才可以讨论 l 下降的稳定性。 

（2） 均衡 l 的 优性 
从特定的社会偏好出发，在任意时点上，如果 l 能够均衡，经济学依然要研究均衡

的 l 是否能够在那个时点 优地实现社会目标。 
（3）v 的均衡。 
这里涉及的是l在任意两时点 t-1，t∈(0，T) 之间或时期t内的均衡降速v；如果时期t 

足够短，则l的均衡瞬时降速v。实际上，lt的均衡指的是静态问题，vt的均衡则是l的动态

问题。回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初始形式。lt的均衡指的是在时点t上，存在一个或多

个[lt
ELt, (1-lt

E)Lt]∈[ltLt, (1-lt)Lt]，使得Lt在两部门的配置在t时点的人口、资本、偏好、技

术等条件下均衡。vt的均衡则指在时期t内，存在一个或多个Ht
E∈H 或vt t

E=Ht
E/L ∈v ，使

得l的下降程度与该时期人口、资本、偏好、技术等条件的变化均衡。
t t

20

（4） a 的均衡 
l 在任意时期 t∈(0，T) 的均衡加速度 a 度量的是 l 下降的稳定性。v 的高低本身不

能表明下降的稳定性。当然，l 下降的稳定性绝不意味着 a 必须等于零，它只是意味着

在时期 t，l 降速的波动即 a 应当有一个相应于该时期人口、资本、偏好、技术等条件变

化的均衡值。图 4.14 和 4.15 显示的中国 近五十四年 a 的变化，应当能够指出 a 的均

衡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20 举一个例子。一架飞机在高度时间坐标系上的lt

E=2000 米处实现均衡。由于所带燃料有限，飞机

不能长期保持该均衡。因此，均衡v指的是飞机从t到t+1 分钟之间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高度变化量。

用瞬时速度的概念，均衡lt指飞机在t时的静止均衡，均衡vt指飞机在t时的动态均衡。飞机在lt
E=2000

米的均衡绝不意味着飞机的vt
E可以是 2000 米、1000 米或其他任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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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1954-2008 

资料来源：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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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1954-2008 年（无特殊年份） 
资料来源：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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