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主题词五
:

农村城市化

陆学艺
,

陈光金
让农民工有机会进入中
产者行列

一些经济学家
、

企业

家还有政府官员觉

得维持现在的低工

资制度是有利的
,

但

实际上它对企业的

长远发展是有害的

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

期
.

也就是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更为深

刻变化的重要阶段
。

就目前而言
,

中国的

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

所以

说
.

未来 20 年是着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20 年
。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离不开社会结构的

分析
。

人 口结构
、

家庭结构
、

城乡结构 区

域结构
、

阶层结构是五个主要方面
。

目前问

题比较突出是在城乡结构上
。

如果我们联系

整个工商业的发展来看城乡结构的话
,

可以

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同步的
。

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危害

城市化
、

工业化不同步指的是工业化

水平已经很高
,

从现在G即的构成看 85 %

是非农产业
,

其中工业这一块占了 52 %
,

应该说是到了工业化中期的水平
。

但是从

城市化的水平来看 不过40 % 左右
。

我们

认为可能40 % 都不到
。

因为它在计算的时

候没有考虑到制度上的城乡结构 把农民

工都算成城市人 口了
,

实际上这些人是流

动的 不是稳定的城市人 口
。

工业化和城

市化不同步
,

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

中期

阶段
,

对资本的积累是有好处的
。

既然是

城乡二元结构
,

那 么就业上也是二元结

构 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的待遇就明显不

如城市工人 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成本就低

了
。

所以有些经济学家 包括一些政府官

员 都不肯打破这个壁垒 原因就在于此
。

从产业工人这一块看 可以说现在农

民工是主体
。

目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一方

面来自企业家
.

另一方面实际上来自农民

工
。

我们算过一个账 一个农民工一年创造

的G D P是 25 0 0 0元钱
,

他的工资就算一年拿

80 00 元 贡献了 1
.

7 万元
。

全国现在近 1
.

2

亿的农民工 1
.

2亿乘 1
.

7万元是 2
.

04 万亿

元
。

何况由于农民的权利不到位
.

比如土地

所有权不到位 在土地方面近两年来的贡

献至少是 2 万亿
。

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

分 大部分是为别人
、

为社会做了贡献了
。

低工资制度表面上对企业是有利的
,

但从长远看
.

是不利的
。

主要表现在这么

几个方面
:

第一个方面 用工的短期化
。

很

多企业几个月换一批人 用的工始终都在

试用期 最多也就一年
、

两年
。

这种用工

短期化的情况
,

必然使劳动力的技能
、

水

平得不到提高 现在我国熟练工人严重短

缺
,

盖源于此
。

如果社会都是以低级劳动

力为主体
.

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要提上

去当然就很困难 只能是一个初级产品
。

附

加值就低了
,

就只能去占据低端市场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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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中国作为
“

世界工厂
”

的状况
。

另一个方面的制约在需求
。

市场

经济既是投资拉动
,

又是需求拉动
。

随

着中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
,

需求的

拉动应该越大
。

需求拉动取决于有效

需求 而不是潜在需求
。

有效需求很清

楚 它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为条件
。

农民工有限的购买力只 能消费低端产

品
,

不可能消费高端产品
。

还有因为我

们的保障跟不上去 农民工在收入很

低的情况下
,

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求之外
.

很难有储蓄以应付未来的风

险
。

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城乡分割结构

如果继续维持下去
,

将变相制约老百

姓的的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
。

从现代社会看
,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
。

市场

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什么 ? 是不断

地更新
、

换代
.

创造出新的产品
,

同时
,

也要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
。

否则的话就难

以维继
。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
,

为

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冰箱
、

彩电生产线
,

这

里刚上一条
,

别的地方也马上上一个 可

是卖着卖着就都卖不动了
,

又得需要新的

产品出来了
。

现在一下子又到处都是高清

晰彩电什么的
。

到现在冰箱
、

彩电企业不

知道垮掉多少
。

因为每一次更新换代
,

如

果社会的收入水平没有相应提高
,

那么有

能力消费的社会群体就会进一步缩小
。

如

果工资分配制度不到位 一下子让人们都

去买高清晰电视
.

是不现实的
。

中国的农

民工工资十多年不增长
。

这在任何国家都

是说不过去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企业要升

级
,

要做强做大 是不可持续的
。

从社会结构
“

金字塔
‘’

的下端向上端移

动
。

现在的工人整天十几个小时的工

作 疲于应付生计
,

自我充电
、

自我学

习的时间都没有
,

怎么可能成为 7级工
、

8级工
,

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怎么可能步入社会中间阶层的行列
。

所以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

必须缩小社会阶层结构的底部
,

扩大中

部
,

形成
‘ ’

纺锤型 的社会结构
。

我们认

为未来 20 年 有两个政策切入点必须考

虑
。

第一个切入点就是公共政策
。

公共政

策首先是公共资源的配置
.

现在国家在教

育
、

卫生
、

科技
、

文化等方面投入大少
.

而且仅有的这点资源配置还不合理
。

今

后
,

这种配置应向原来被忽视的社会群体

倾斜
,

以使他们能够往上走
。

这种倾斜并

不等于要停止现在的比较快的发展
,

而是

要在满足发展需要的同时 如何运用更多

的力量去推动人们忽视的这一块的发展
。

第二个切入点涉及到我们的劳动用工制度

或者说劳资关系的调整
。

企业主和工人在

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 从理想的意义上说

应寻找双赢机制 企业赚的多了 工人也

应该挣得更多
,

工人挣多了再努力提高技

术水平
,

积极干活 就能够给企业创造更

多财富
。

但在这种双赢的局面没有出现之

前
.

既有的行为模式没有改变之前 工人

和企业主在利益上
、

诉求上确实存在矛盾

和冲突
。

这个时候工会作为工人的组织

应该跟雇主或者跟雇主的组织形成一种利

益上的抗衡关系
。

但是目前中国的工会组

织依赖于国家或者说政府 而政府更多考

虑的是G印增长
,

所以他更多维护的是企

业主的利益
.

资本的利益
.

于是就造成了

劳资不平衡
.

工人和企业主权利的不平

衡
。

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的隐患 另一方面使社会结构很难产生一

个积极的变化
。

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原所长
、

中

国社科院社会所副研 究员)

陈海贤
西部人 口

大迁移

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政策切入点

现在都讲要培育中产阶级或者说社

会中间阶层
,

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

但是中产阶级的壮大要靠什么 , 要靠一

般处在收入层级较低的人群向上流动
,

今后20 年 中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

人 口迁移活动
,

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人

口向沿海地区大量迁移
。

这是中国 100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人 口迁移
。

这种迁移

过程会给企业家提供大量的机会
。

这个

迁移活动不是依赖于行政力量 不是强

制性的
。

沿海地区需要大量消化这些劳

动力
,

也需要提供大量的教育
、

住宅
。

地

产
.

钢铁
.

建材这些行业都会有大量的

发展
。

欧美这样的迁移已经完成
.

而我

们才刚刚开始
。

现在动不动说行业过热

是没有看清大势
。

现在大家强调解决城乡差距
,

东西

部差距 我觉得 解决一切问题最关键

的是人 口迁移
。

西部的贫穷导致环境的

破坏 砍伐森林
.

人口迁移才可以保持

西部的山清水秀
。

西部偏远地区政府机构大量撤并
,

3 个县变成一个县
。

随着交通通讯条件

的改善 政府管理能力也在延伸
。

政府

机构减少了 效率也高了
.

腐败问题也

就减少了
。

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要把精

力放在对迁移人 口的服务上 要提供充

分的教育 住房环境
,

足够的基础设施
。

让他们安居乐业
。

困

(作者为海红拉股董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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