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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基于 2007 年 8～9 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

58 村 3 145 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 ,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利用 OL S 回归模

型 ,分析构成农户家庭禀赋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

影响。研究表明 ,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 ,家庭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越丰富 ,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

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

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 ,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 ,家

庭成员更容易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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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因素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影响劳动力外迁的家

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所拥有土地数量、家庭所拥有生产资料、家庭所拥有的

现金财富、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人均拥有土地数量少、家庭成员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

且收入水平较高者更愿外出务工 (Zhao ,2001 ;盛来运 ,2007) 。然而 ,现有对农民外出务工动力

的研究 ,并没有对农户家庭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少学者依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是个体行

为 ,即使在变量选择中涉及的家庭因素也不够全面 ,很少有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家庭劳动力职业

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变量 ,更没有涉及家庭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因

此 ,本文试图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户家庭①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选择的影响 ,并分析家庭禀

赋中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物质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会的丹江口库区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区所在地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05 年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均 GDP 为 8 361 元 ,而

郧县人均 GDP 为 3 028 元 ,还不到湖北省人均 GDP (11 431 元)的 1/ 3。同年全国人均 GDP 为

14 040 元 (十堰市统计局 ,2006) 。占样本量 51. 3 %的河南省淅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南阳市统

计局 ,2006) 。根据以上描述 ,我们认为该地区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情况。

另外 ,对于库区来说 ,还有着一些独有的特征 ,如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库区分布

着一些后靠安置的工程移民、家庭固定资产和耕地有一定的搬迁损失等。

3 　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05J ZD00017)及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①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家庭是经济意义上的家庭 ,即成员经济上没有独立、有着统一的生活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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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户家庭因素影响成员外出务工行为决策的假说

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而

不是个人看做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 ,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 ,决定家

庭成员的外出或迁移 (Stark ,1991)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 ,有 3 种家庭效应影响着人们的迁

移决策。一是“风险转移”。在当地市场条件下 ,家庭为了规避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 ,或为了

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 ,会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外面的劳动力市场去 ,使收入来源多元

化 ,以减少对当地传统的或单一的收入来源的依赖。二是“经济约束”。在当地 ,许多家庭面临

资金约束和制度供给的短缺 ,如没有农作物保险 ,没有失业保险 ,也没有足够的信贷支持。为

了突破这些制约因素 ,家庭决定部分成员外出务工 ,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三是“相对贫

困”。Stark (1991)根据他在墨西哥的研究认为 ,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 ,

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Mincer (1986)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实证

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即家庭是影响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杜鹰等 (1997) 认为 ,西

方的人口迁移决策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个体决策过程 ,而受传统文化理念

的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 ,而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

入为最直接目的。

新迁移经济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户成员外出务工有着很好的适用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中 ,人们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 ,家长有着绝对的决策权。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

的。首先 ,中国农民每家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小 ,以家庭为单位已经足够 ,并且这种以血缘关系

为依托的家庭结构有着很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 ,在中国有着比较特殊的代际继承关系 ,

父母养育子女 ,供其读书 ,还会为其盖房娶妻 ,照顾子女 ,直到父母失去扶持下一代的能力。子

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安排和影响下 ,在传统文化或道德约束下 ,子女也会赡养父母。由于城乡

二元结构突出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市场化程度较低 ,尤其是信贷和保险市场缺乏 ,农民在农村

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自然会做出派人外出

务工的决定。中国农村家庭家长的权威也是建立在经济能力控制的基础上 ,在子女独立生活

前 ,有时是成家之前 ,整个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都可由家长决定 ;子女一旦经济独立 ,家长的影

响力就减弱了 ,在子女未成年或者子女已经分家的情况下 ,家长有时选择自己外出务工 ,但举

家外出的家庭较少 ,一般会留下年长者或妇女照顾家庭。因此 ,在中国农村 ,家庭因素对成员

外出务工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数据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于 2007 年 8 月进行的“南水

北调中线水源区居民生产及生活状况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选取河南省淅川县、湖北省丹江口

市和郧县 3 个移民最多的县市 ,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实际调查的农户

包括了这 3 个县 (市) 的 24 乡镇、58 村、118 组、3 144 户、13 000 余人。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 200份 ,有效问卷 3 144 份 ,有效率为 98. 3 % ,实际抽样比为 4. 78 %。抽取样本户的空间分布

为 :郧县 552 户 ;丹江口市 898 户 ;淅川县 1 695 户。其中男性占 67. 1 % ,女性占 32. 9 % ;已婚

的占89. 3 % ,未婚的占 2. 9 % ,丧偶、离异的占 7. 8 % ;没有上过学的占 18. 2 % ,具有小学文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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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占 30. 8 % ,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 41. 0 %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 10. 0 % ;政治面

貌为中共党员的占 7. 6 %。2006 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为 1 904 户 ,占总户数的 60. 6 % ,没

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为 1 240 户。有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与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特征比较

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 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劳动力总人数 (个) 3. 70 1. 27 2. 42 1. 08

劳动力平均年龄 (年) 39. 66 6. 71 47. 72 13. 11

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 (年) 7. 77 2. 08 6. 29 3. 06

生产积极性 (积极 = 1 ,不积极 = 0) 0. 61 0. 49 0. 63 0. 48

最远足迹 (县外 = 1 ,县内 = 0) 0. 74 0. 44 0. 66 0. 48

2006 年医疗支出情况 (元) 2320. 19 5904. 73 1804. 20 4495. 38

2006 年教育支出情况 (元) 1693. 98 3560. 93 1698. 49 4581. 70

夫妻亲戚数量 (个) 9. 57 2. 85 8. 85 3. 00

2006 年关系投资情况 (元) 2168. 90 3476. 20 1719. 24 2696. 79

财富积累 275. 04 236. 03 227. 81 273. 79

耕地总量 (亩) 6. 05 6. 43 5. 80 7. 08

耕地质量 (好 = 1 ,不好 = 0) 0. 45 0. 50 0. 36 0. 48

经济地位 (上 = 1) 0. 04 0. 20 0. 04 0. 19

经济地位 (中上 = 1) 0. 18 0. 39 0. 15 0. 35

经济地位 (中 = 1) 0. 51 0. 50 0. 47 0. 50

经济地位 (中下 = 1) 0. 16 0. 37 0. 18 0. 39

样本规模 (户) 1904 1240

　　(二) 农民外

出务工决定模型与

参数

家庭禀赋包括

家庭人力资本、家

庭社会资本和家庭

物质资本。在本研

究中 ,家庭人力资

本被定义为农户家

庭对教育、职业技

能和健康等的投资

情况 ,以及家庭成

员的职业性质 ,具

体为家庭劳动力人

数、劳动力平均文

化程度、职业状况

等。家庭社会资本

被定义为农户家庭

通过其社会网络可

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 ,包括其父母、配偶、亲戚和朋友的数量及这些人的职业和职务情况等。

家庭物质资本定义为农户家庭的物质资源状况及经济水平。

由于家庭禀赋对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有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影响有所不同 ,我们建立两个

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 ,利用 OL S 线型回归模型检验各家庭禀赋变量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的影响 ,另外 ,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检验同一组家庭因素对成员有无外出务工的影响力。

在我们的农民外出务工决定模型中 ,农民的行为选择由家庭人力资本变量 H、家庭社会

资本变量 S 与家庭物质资本变量 P 共同决定 ,其关系式为 : M i = F( H , S , P) 。其中 , M1 为农

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 M2 为家庭有无外出务工者。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模型引入的自变

量都是家庭禀赋因素 ,具体包括以下 3 个变量。

1. 家庭人力资本变量。家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的劳动

力变量和成员外出务工决策关系密切 ,一般来说 ,年轻力壮、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更容易

在城市获得一份非农就业的机会。教育投入可以看成家庭的经济负担 ,另外 ,这一指标也体现

了家庭成员中在读学生的数量 ,一般来说 ,家里学生越多 ,教育支出就越大 ,而家庭所能提供外

出务工的劳动力会越少。家庭医疗开支是衡量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在中国农村 ,居

民的健康开支绝大部分是看病吃药。由于目前家长依然有着一定的决策权威 ,户主的个人素

质对整个家庭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里选取户主的生产积极性和最远足迹两个指标。

最远足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户主的眼界和见识。从家庭成员的职业性质来看 ,家庭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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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或从事教师职业 ,这个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一般都比

较高。在传统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 ,职业获得一般由技能、年龄、性别等因素决定 ,所以家

庭中有人掌握某项工作技能 ,无论是家传还是参加职业培训 ,对其他成员外出谋职都会有一定

的帮助。在模型中我们也将检验家庭成员工作性质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

2.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这一部分是该模型的特色 ,包括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数量、亲戚朋

友有无在政府部门工作、家庭成员第一次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社会关系投资情况等。家庭所

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是农村劳动力成功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

因素 ,社会关系的强弱影响着农民工职业的可获得性和安全性。一般来说 ,户主夫妻的兄弟姐

妹越多 ,且亲戚朋友中有在政府部门工作 ,其家庭成员寻到一份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家庭

的关系投资情况体现了家庭的社会关系规模及户主对社会关系的重视程度 ,社会关系网较高

级的家庭 ,关系投资往往会较多。家庭成员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对于农民来说也是重要的社会资

本。我们认为 ,农民外出务工有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 ,家庭成员的外出经历会影响其他成员对

外出务工的看法 ,也会改变户主的家庭决策 ,但不同年代外出务工经历其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3. 家庭物质资本变量。在本文中物质资本变量也有其特殊性。首先 ,农户家庭的耕地质

量和耕地数量与农民外出务工关系密切 ,耕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也是农民生活的

保障。对于库区农户来说 ,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资源紧张 ,并且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对农地耕

作的化肥施用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本文选入农户耕地数量、耕地总量的平方和耕地质量 3 个指

标。其次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状况也是影响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财富积累值是

一个综合了家庭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的测算指标 ,是代表家庭当前经济水平和家庭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衡量指标。

另外 ,新迁移经济学认为 ,人们的迁移行为不仅受区域间绝对收入差距的拉动 ,还受农村

户与户之间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所以农户的家庭经济地位应该是影响农民外出的重要因素。

三、因素分析

(一) 农户家庭禀赋对外出务工决策的总体影响

从表 2 中的模型一可以看出 ,以本研究中规定的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物质

资本变量来预测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可消减 51. 4 %的误差 ;对于模型二 ,家庭是否有

成员外出务工 ,家庭禀赋变量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86. 9 % ,说明农户家庭禀赋是影响农民外出

务工的重要因素。这很好地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从模型一中各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来

看 ,在所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中 ,影响力最大的是家庭劳动力总数 ,其他依次是成员第一次外

出时间、家庭成员有无技能型人员、家庭财富积累得分、家庭 2006 年总收入。

(二) 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因素中 ,劳动力总人数、劳动力

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户主生产积极性、户主最远足迹、家人有无政府工作人员、家

人有无人从事教师职业、家人有无技能型人员和 2006 年教育支出情况 9 个家庭人力资本特征

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通过做家庭人力资本对外出务工人数的回归分析 ,可以提供

46. 8 %的解释力 ,可见在农户家庭禀赋中 ,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在所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人力资本变量中 ,劳动力总人数、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户主的最远足迹和

家人中有技能型人员 4 个变量对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决策有着正向影响 ,即家庭劳动力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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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多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高 ,户主见识越多 ,则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越多 ;从劳动者年龄来

看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越小 ,外出务工的成员会越多 ;而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发展的经济负

担 ,因此 ,可以说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 ,成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 ,且外出的人数越多。

分因素来看 ,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和是否有人外

出务工都有着正向影响 ,影响力比较大 ,且都在 0. 01 水平上显著。出乎意料的是 ,户主的生产

积极性对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决策有负面作用。一个可能性是 ,对于欠发达地区土地是农民

表 2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有无外出务工决定模型

　自变量 外出务工人数a 是否有外出务工b

家庭人力资本变量

　劳动力总人数 0. 486 333 0. 568 333

　劳动力平均年龄 - 0. 055 333 0. 007

　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 0. 047 333 0. 105 333

　户主生产积极性 - 0. 038 33
- 0. 334 33

　户主最远足迹 0. 052 333 0. 209

　家人有无自办企业 - 0. 008 - 0. 765 33

　家人有无人在政府部门工作 - 0. 043 333 0. 482

　家人有无人从事教师职业 - 0. 057 333
- 0. 372

　家人有无技能型人员 0. 135 333 1. 096 333

　2006 年医疗支出情况 (对数) - 0. 005 0. 026

　2006 年教育支出情况 - 0. 042 333 0. 000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

　户主夫妻兄弟姐妹数量 0. 034 33 0. 080 333

　亲戚朋友中有无政府人员 0. 002 0. 140

　2006 年社会关系投资 (对数) - 0. 013 - 0. 099

　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 0. 216 333 1. 282 333

家庭物质资本变量

　财富积累 - 0. 119 333
- 0. 002 333

　财富积累的平方 0. 056 33 0. 000 333

　耕地总量 (亩) - 0. 087 333
- 0. 060 333

　耕地总量平方 0. 041 3 0. 000

　2006 年家庭总收入 (对数) 0. 105 333 0. 026 333

　家庭耕地质量 0. 011 0. 326 33

　经济地位 (上) 0. 001 - 0. 614

　经济地位 (中上) 0. 001 - 0. 249

　经济地位 (中) - 0. 001 - 0. 217

　经济地位 (中下) - 0. 016 - 0. 203

常量 - 　 - 6. 420 333

样本容量 N = 3144 N = 2280

F 值 97. 508 333 　 Chi2square :1441. 602

R 0. 721 Df :25

确定系数的 R2 0. 520 Significance :0. 000

调整后的 R2 0. 514 Overall Percentage :86. 9

　　注 :a 为 OL S 标准化回归系数 ,b 为多元 Logistic 回归。333 表示在

0. 01水平下显著 , 33 表示在 0. 05 水平下显著 , 3 表示在 0. 1 水平下显著。

生产生活的保证 ,农民习惯于

农地耕作 ,不愿意冒风险外出

务工。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是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成

员中有人自办企业、从事教师

职业和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家

庭反而制约着成员外出务工的

选择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

家庭在当地有着很好的发展空

间 ,不需要外出谋生路 ,另一种

可能性是这些家庭认为外出务

工是不光彩的事 ,是无奈的选

择。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拥有

一技之长 ,家人外出务工的可

能性会大大增加。

虽然家庭医疗开支是衡量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重要指

标 ,但在模型中并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

(三) 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

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成员

外出务工人数有着显著影响。

正如我们所预期 ,户主夫妻的兄

弟姐妹数量和家人有无外出务

工经历对于家庭成员的外出行

为决策有着重要作用 ,它反映在

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

情况下 ,以直系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是农民获得城市就

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在两个模型中 ,家庭亲戚

中有无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关

系投资对外出务工的影响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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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这一现象与我们的预期不相符。对于目前的结果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在传统、低技能的

劳动力市场上 ,农民谋职一般不需要借助于重要的社会关系。农民对于社会关系的投资 ,往往

是因为家庭的亲戚数量过多 ,花费较大 ,而不是投资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关系上。相比之下 ,

家庭成员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十分显著。农民对于外出有畏惧心理 ,而家

庭其他成员的外出经历和就业推荐 ,使他们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
(四) 家庭物质资本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 ,家庭物质资本对于农民外出务工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且从通过显著性

检验的 5 个变量来看 ,物质资本变量对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影响比较一致。随着家庭财富积累

值的增加 ,农民外出可能性在减小 ,当家庭财富积累水平较高时 ,家庭成员又倾向于外出务工 ,

家庭财富积累状况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 ,即经济条件较差和较

好的家庭成员倾向于外出务工 ,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则不愿意外出务工。家庭耕地总量也

有类似的“U”字形关系。这与姚洋 (2002)所提出的倒“U”字假说正好相反。他认为耕地较少

和较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较低 ,而耕地拥有量居中的农民外出打工意愿较强。本研究结

论与以往研究有很大差异 ,可能的解释是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 ,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

脱贫致富的强烈动机 ,更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挣钱 ,也可以说是受“相对贫困”的外推力的作

用才选择外出谋生 ;而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有能力承担迁移成本和外出风险 ,并且也有较强的

分散经营风险的动机。另外 ,这也可能与库区的特殊环境有关 ,库区内耕地数量整体偏少 ,对

于一些贫困农户来说 ,目前所拥有的耕地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发展 ;而对于较富

裕的家庭 ,库区环境闭塞 ,发展空间较小 ,如果有机会和能力他们倾向于走出库区。家庭收入

水平越高 ,农民外出的可能性越高 ,外出务工的人数也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耕地质量对于家庭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着显著的影响 ,而对家庭外

出成员数量没有作用。其原因是 ,农民外出务工需要家庭土地资源作为保障 ,如果家庭土地质

量较好 ,往往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投入量 ,那么就可以安排一部分成员外出务工 ,但是又不能都

外出 ,还要留下一些劳动力来照顾家庭从事农业生产。

农户家庭在当地的经济地位对成员外出务工并没有显著影响 ,但从变量的回归系数看 ,农

户的经济地位和农民外出务工选择成“U”字形关系 ,经济地位较高或较低的越有动力外出务

工 ,外出的人数也越多。这一结论和我们前面的分析相一致。
(五) 外出务工的家庭内在延续性

从表 2 中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曾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于当前家庭外出

务工的人数有着显著性影响 ,也就是说 ,有外出经历的家庭更易发生人口迁移。成员第一次外

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为正值 ,现实意义就是家庭中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越晚 ,当前家庭外出

务工人数也就越多。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农民外出务工的家庭内在延续效应。这一效应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做出外出务工的决策 ,因为他们已经见过世面 ,对外面

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接触 ,心理成本相对较低 ,并且在外务工的经历有助于积累了经验和技

术 ,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增加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二是曾经外出者容易

影响家庭其他成员也外出务工 ,最初外出者的经历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新奇感和外出的向往 ,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初次外出者的恐惧心理 ,并且最初外出者在迁入地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

可以帮助家庭其他人找到一份可靠的工作 ,降低了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另外第一次外出务工

的尝试 ,往往会进一步坚定户主安排成员外出务工的决策 ,以扩大家庭收入来源 ,分担经营风险。

家庭第一次外出的时间不同 ,对其他成员外出务工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且首次外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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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改变了整个家庭禀赋对成员行为决策的影响力。随着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临近 ,其

家庭禀赋对成员外出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降低。第一次外出时间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户 ,

其家庭禀赋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物质资本可以为成员外出提供 56. 7 %的

解释力 ;第一次外出时间为 90 年代的农户 ,家庭禀赋提供的解释力下降到 41. 8 % ;2000 年后

才有人外出的家庭 ,其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到 37. 1 %。不论从家庭禀赋的整体影响来看 ,还是

单从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来看 ,第一次外出时间从 1979 到 2006 年 ,家庭对

成员外出行为的影响力都在持续减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

(1)农户家庭禀赋状况对成员外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在分析中国欠发达

地区农民外出务工行为选择方面 ,整体来说是适用的。(2) 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 ,成员外出的

可能性越大。(3)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 ,以直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是农民获得城市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4) 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

外出务工人数和外出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5) 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

应 ,越是晚期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成员的再次外出影响越大 ;并且首次外出时间的差异改变

了整个家庭禀赋对成员行为决策的影响力。

家庭禀赋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显著影响 ,充分体现了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不仅是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 ,而是考虑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 ,或者可以说家庭才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

基本单位。从家庭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对农民外出务工发挥着重

要作用。当前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做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 ,同时加大对现有农村

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尤其是技能培训。从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依然是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重要渠道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劳动

力市场发育不足。为了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有序流动 ,实现劳动力

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完善和规范省、

市、县垂直的职业介绍组织机构 ,充分发挥乡镇劳动就业服务所的作用 ,构建准确、及时的劳动

力供求市场信息网络 ,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家庭物质资本的回归

结果来看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和较差的农民更容易外出务工 ,前者外出是出于经济理性 ,而后

者更多的是由于贫困的生活所迫 ,他们不得不被动地选择没有把握的外出务工。而经济水平

一般的农民则缺乏外出务工的动力 ,所以在这一群体中还应存在着较多的劳动力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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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ng2term growt h in t he past 50 years. Human healt h and schooling level as two forms of human capital have independent effect s

for long2term economic growt h.

Improved2through2stepwise2regression & Diffusion2index2based Model of Unemployment War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Zhao J ianguo 　Miao L i ·52 ·

The lack of scientific warning met hods and precise data of unemployment are t he two main const rains to China’s unemploy2
ment warning. To improve unemployment warning ,in t he paper ,a diffusion2index2based early2warning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im2
proved t hrough stepwise regression met hod ,and t he warning data is estimated and getting completed. On t he basis of t hese two

works ,an empirical study is done to analyze t he real situation of unemployment in China.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 his approach and ot her studies are explained at t he e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 wee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Small Town Population’s

　Non2Agriculturalization X ie Changqing 　Qian Wenrong 　Zhai Yinli ·58 ·

Based on 199522006 panel data ,t he essay analyses t he 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and small town popu2
lation’s non2agriculturalization at t he national level and t he t hree economic regions ,and estimates t he cont ribution of public inf ra2
st ructure invest ment to non2agriculturaliz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 hat in terms of bot h national aggregation and town average ,t he

cont ribution of public invest ment to increase of non2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t he cent ral region was higher t han t hat in t he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The cont ribution flexibility at t he national level was less t han t hat of town average ,but bot h were de2
creasing. The aut hors suggest t hat in order to increase input efficiency and speed2up population’s non2agriculturalization ,public in2
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should focus on t he cent ral region ,and t he western region may st rengt hen public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efficiency by expanding t he scale of small towns.

An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Endowments on the E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Yang Yuny an 　S hi Zhi lei ·66 ·

Based on 3145 farmers of 58 villages drawn from Hubei and Henan provinces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at t he impact of farmer’s

household endowment s such as physic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on t heir members’migration decision wit h OL S re2
gression model . The result s indicate t hat farmer’s endowment s variabl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labor mobility and migra2
tion :farmers in families wit h abundant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more likely to migrate ;richer or poorer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migrate t han t he normal ;t hose in families wit h non2agricultural experience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in non2agri2
cultural employment .

The Congregated Economy and Paradox of Population Floating :The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Cao Rongqing ·73 ·

Due to different population gat hering capacities of administ rative regions’economy and economic regions’economy ,t here ex2
ist s a time2lagging effect of natural layout and economic layout concerning population dist ribution among t he 11 prefect ure2level cit2
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examines“Floating Population Paradox”,t he cont radic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t heoretical in2
ferring ,and argues t hat highly developed local economics have a huge gat hering effect on population dist ribution in t he economic de2
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Pattern :A Case of Shenzhen Fu Chonghui ·81 ·

Focusing on t he t ransition process of policies about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 Shenzhen ,t his paper describes t he de2
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pattern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 hree patter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 he evolu2
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Several basic problems faced by cur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has been pointed out ,and macro2
scopic t hought s and prospect s about resolving floating population problems are presented.

Compar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Popular Methods for Estimating the Return to Education Yang J uan ·87 ·

The research on t he return to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while t 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various es2
timating met hods are always argued by scholars. Through analyz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popular estimating met hods on t he return

to education and comparing t heir advantages ,t his paper concludes t hat t he t raditional OL S estimating met hods is reliable and easy

to operate for estimating t he return to education and suggest s t hat selecting estimate met hod should consider t he features of data

set .

·69·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