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Vol. 6   No.4
 Aug.  2012

第 6卷   第 4期
2012年 8月

中 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05-20

［作者简介］徐桂鹏（1982—），男，福建德化人，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 郑传芳（1953—），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2012 年中央 1 号文件的主题突出强调农业科技

创新，这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既从宏观层面体现了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

战略选择，又从微观层面阐释了农业技术进步与科

研机构、生产经营者、劳动力市场等主体之间的逻

辑关系，更进一步明确了农业技术进步是我国未来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

然而，围绕农业技术进步展开的争论并没有因

为 1 号文件的出台而休止，争论仍在持续，仍然深

刻影响着农业技术进步的决策。关于劳动力迁移、

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学术界

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以发展经济理论为基础，采

取经验观察、实证检验、比较分析等方法，论证并

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阻碍说与

促进说。阻碍说认为，劳动力迁移不利于迁出地农

业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即人力资本浅化），进而

导致物质装备、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长期

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甚至出现退化现象。如，

Scott Rozelle等人对迁移收入转移产生的资本支持效

果以及劳动力的季节性短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

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净效果有

负面影响 [1]；侯风云，徐慧认为，劳动力转移导致了

原本就薄弱的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视其为对农村

的又一次剥夺，并以此作为解释城乡差距扩大的一

种原因 [2]；宁光杰等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利于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4]，通过这些研究结论，不难发

现，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外流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加剧了农村发展的困难。促进说认为，劳动力迁移

形成的非农就业会产生农业资本积累效应和人力资

本积累效应，这将加速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

转变。如，Alan de Brauw &  Scott Rozelle利用 2000

年在河北、浙江、四川等地随机选择的 60 个村 1199

家农户的调查数据发现，1995—2000 年间，迁移和

回迁农户进行的投资多于非迁移农户 [5]；赵耀辉发现，

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特征后，回迁劳动力就

业于农业的可能性并不比未迁移劳动力小，有略低

于一半者又完全从事农业 [6]；龚玉泉等认为，劳动力

迁移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替代资金、

技术的不足，而且农村非农化将直接导致城市发展

的加速 [7]。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提高农业生

产率，转换农业结构，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8]，无疑，

随着物质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深化，农业技术

将不断进步。目前，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

是从概念模型和理论推导进行分析阐释，比如从农

业非农化发展和工业吸纳纳农业劳动力研究农业发

展阶段的完成，从农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农业人

力资本配置，从三元经济研究农业部门发展问题，

等等。这些研究有两大缺陷：一是概念模型很难量化，

在实证分析上的应用很有限；二是研究视角多从劳

动力本身着手，侧重研究迁移的原因和结果，特别

是对迁移原因的研究几乎是大同小异，从用工单位

视角研究的文献不多，数据来源以对农户的问卷调

查为主。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不难发现，大量剩余劳动

力资源的配置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农业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问题是我国强性资源约束条件下

的农业发展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不能把劳动力迁

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进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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