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第12期

总第208期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NG SOCI^山SlcIENCES

No．12

General No．208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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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正处于由农村人口占多数向城镇人口占多数(城镇化水平达到50％)，保

持就业结构顺利转变，促进可持续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

这一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可取得较快的发展，就业结构的转变逐渐使各产业的就业偏差缩小，

并且进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进一步转

移农村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比重。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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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迅速转变，城镇化平稳快速推进。从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的比较来

看，我国已经从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国家成功转变为基本适度的国家④，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超过60％

的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就业。与实现城镇化的目标相比，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较高，城镇人口比重较低，实

现就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人口由乡村向城镇转移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就业结构的转

变与城镇化同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变化过程②。这两大结构性变化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并

在相互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呈现某些规律性的特征。这些规律性的特征是判断我国就业结构转变和城镇化发

展趋势、分析我国就业结构转变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现象的性质的重要依据。经过近200年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就业结构转变和城镇化过程，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

特点，能够为中国城镇化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只有在科学认识就业结构转变与城镇化规律的基础上，才能

更好、更顺利、更和谐地推进就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发展。

一、我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城镇化所处的形势

(一)实现就业结构全面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自1997年非农就业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就业比重，2009年非农就业比重超过了60％，我国已经成为一个

非农就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伴随着就业结构的转变，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改以往

徘徊不前的局面，收入增长有了明显的改观。其中农民工资性收入成为增收的主要渠道，所占的比重和份额

越来越大，从1991年的21．4％上升到目前的近40％，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额已经超过全年农民纯收入总增量

的50％。如果加上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经营的收入，在非农产业领域的总收入已经超过农民人均纯收人的

50％。近三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其中非农产业领域的收入贡献最大。可以说，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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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就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这个转变的成果能否保持得住，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进一

步的成绩，同样不是能够轻易办到的。从我国的历史上看，随着经济增长的起伏，就业结构的反复，甚至倒退

的情况曾经多次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从1988年到1991年，我国非农就业水平从

40．7％反向下降到40．3％；另一次是1997年到2002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

加，非农就业水平从50．1％下降到50％，这一阶段第二产业就业的绝对就业规模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

降，从1998年的1．66亿人减少到2002年的1．578亿人，减少了820万个就业机会，出现了严重的就业困难

的局面。因此，未来5到10年内是我国就业结构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关键时期。

(二)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向城镇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92％提高

到2011年的51．27％，提高了33．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如果说“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就业结

构巩固、充实并进一步提高的关键阶段，那么城镇化的发展将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数量的转折点，成为一个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转变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这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

上是第一次。由于城乡居民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和消费条件的差异，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

民①。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下，一个城镇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其消费倾向要大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对我

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②。在我国当前扩大内需，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

键时期，推动城镇化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

(三)推动中国走向可持续城镇化与和谐城镇化的关键时期

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城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只有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使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和

迁移顺利地进行下去，才能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城的农民工作为统计上的“城镇居民”却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

服务。他们多数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低、居住环境恶劣，经常面临失业的危险。在经济不景气

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先受到冲击。这种城镇化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城镇化。目前新进入城镇的新一代农

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接受城镇文

明，与乡村的联系更加薄弱，具有更强烈的愿望留在城镇③；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意识比较强。这样。在经济

低迷时期，他们一方面不愿离开城镇返回农村，另一方面在城镇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势必会在城镇形成大

量的贫民阶层。2010年进城农村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为32％，其中大部分为没有城镇户籍的年轻农民

工。由此来看，如何使进城流动人口顺利地融人城镇，成为城镇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

题。

二、就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国际经验

(一)就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没有就业结构的转变就没有城镇化

城镇就业机会的创造是促使劳动力和人口城乡迁移的根本原因，就业结构的转变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作者以1990年世界上122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与非农就业水平和城镇化率进行散点图分析，可以发现，

无论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还是按照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见图1)，都与城镇化率呈对数关

系，并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也在提高，两者的相关系数都分别达到0．813和0．825。

以1990年美元计算，当人均GDP达到2167美元的时候，城镇化水平为50％；当人均GDP大约为3500

美元的时候，城镇化水平达为60％，且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速度开始放缓。通过美国1990～2009年GDP平减

指数进行换算，当城镇化水平分别位于50％和60％的时候的人均GDP折合成2009年美元则分别为3668美

元和5933美元④。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⑤。

如图2所示，分别以UNDP统计比较完整的1990年122个国家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做散点图，进

行相关分析，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关系不同，非农就业水平与城镇化率呈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高

达0．839。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农就业水平与城镇化的关系比人均GDP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但是非农就

①“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影响”课题组：<未来十年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的影响》，《词研世界》2011年第l期。

②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经济研究)20LO年第12期。

③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人i：i研究)2011年第1期。

④根据美国1990年到2009年GDP平减指数计算，2005年1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0．649美元，2009年1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0．6美元。

⑤按汇率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折合美元约448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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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0年122个国家汇率人均GDP(左)和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右)与城镇化率散点图

业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二者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不同的地区以及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

差距不同。作者用人El超过100万的非城市型的88个国家199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非农化比重高于

城镇化比重是存在于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占88个国家的84．8％。非农比重低于城镇化率主

要出现在拉美及部分前苏联国家，只是个别现象，被称为过度城镇化国家①。这些国家城乡发展差距明显，

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城镇，从而导致城镇化高于非农化。

(二)当城镇化进入加速期后，城镇化与非农 100

化的增长呈周期性的交替波动，城镇化发展滞后 80

于非农化半个周期 鋈；。

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与非农就业比重变化 磊

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

非农就业比重提高迅速；在经济增长的下降阶 川

圈3 城镇化加速期后人口行业转移与城乡转移的特点 图4 1820～1980年美国城镇化与非农化10年提高速度对照图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年版；陈秀英、刘仕过主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以美国为例(如图4所示)，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以20年为一周期基本可以分成两

①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②田明：《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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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0年到1900年，城镇化水平低于40％，城镇化与非农化每10年提高速度基本一致，

二者之间如影相随；当城镇化水平超过40％以后，即从1900年到1980年，城镇化和非农化走势一高一低相

互交替，前10年非农化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化，后10年城镇化提高速度快于非农化，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10

年，表现出图3所示的走势。

(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就业结构偏差系数越来越小，各个行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趋于一致

就业结构偏差是指就业结构与其相对应的以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相比较的偏离程度。比较某类产业或

某几类产业就业结构偏差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是通过直接比较该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与该产业在总从

业人员中的比重之间的差异，然后与其他国家或一般理论模型进行比较。用偏差系数D来表示就业结构与
产业结构之间的偏差。

计算某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的公式为：

D；=K／Ei一1 (公式1)

其中就业结构偏差系数Di表示i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程度，Vi／Ei为i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Vi表示i

产业的产值比重，Ei表示i产业的就业比重。

Di绝对值越大，说明就业结构的偏差程度越大；越接近于0，说明就业结构比重与产值结构比重越接近，

偏差程度越小。Di为负数，说明i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其就业比重，该行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劳动密集

程度高，绝对值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越低；相反，D；为正数，则说明i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其就业比重，该行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高，数值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计算整个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的公式为：

D=∑I D
i=0

(公式2)

根据公式1和公式2对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研究的国际标准模式进行分析计算，得到国际标准模式的

各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和总体偏差系数(见表1)。

通过表1国际标准模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第一产业的E系数多数时间内小于0，为负数，这

说明第一产业劳动投入高，而产出相对较低，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二，第二产业D；

一直大于O，而且远远高于第三产业，更高于第一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第二产业D。数值越大。随着经

济的发展，第二产业D；数值逐渐变小，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但是仍然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第

三，第三产业偏差系数由大到小，并接近于零。说明在这一阶段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一产业相比而言较

高，但低于第二产业。第四，就业结构总体偏差系数(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绝对值之和)处于下

降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于0。

(四)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城镇化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城镇人口比重在40％～60％的阶段是社会

保障制度框架形成和定型的关键时期

研究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是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

和城镇化就没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会受阻。农村劳动

力大规模进入城市，面临着诸多风险，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牵涉的人群会不断扩大，这时家庭保障和慈善机

构救助等已力不从心，必须由国家建立相关的制度来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并需要长时期的不

断努力而达到完善。德国的城镇化水平在1891年超过50％，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从1883年到1895年德国

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疾病保险法》①、{-u伤保险法》和《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1935年，罗斯福政府制

定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社会保障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也是第一部由政府承担义务、全

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这一年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在55％，日本城镇化水平从战后初期的37％上升到1960

年的63．3％，是城镇化迅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础建设时期。从1947年到1959年日

本先后颁布了《失业保险法》、《生活保护法》、《厚生年金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和《国民年金法案》，不

仅确立了社会保障的各分支制度体系，而且创立了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和法制体系，将日本社会保障从救济机

制向防贫机制转型，从解决生活困难向提高国民生活质量转型②。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所建立的社

①注：西方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

②刘子超：《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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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制度都是以城镇为核心，把乡村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范畴，最终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社会保障

制度。

表1 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系数演变的国际模式

三种研究结果 人均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偏差

70 —0．4296 1．2826 2．1619 3．8742

库兹涅茨模式① 150 —0．4333 O．6706 0．8394 1．9432

人均GDP以1958年 300 一0．4239 0．3717 O．3506 1．1462

美元计算 500 一0．3822 0．1740 0．1759 0．732t

lOoo —O．3842 O．0684 0．1000 0．5526

100 —0．320l 0．4063 0．7982 1．5246

200 一0．3867 0．1807 O．7976 1．3650

300 —0．3908 0．1268 O．5709 1．0886

钱纳里模式②
400 一O．3876 O．0897 0．4485 0．9258

人均GDP以1964年
600 —O．3736 O．0507 O．3085 0．7328

美元计算
lOoo —O．3497 0．0228 0．2285 O．6010

2000 一0．3122 0．0000 0．1485 0．4607

3000 O．1807 一O．0299 —0．0562 0．2668

300 一0．4074 0．0714 1．5833 2．0622

赛尔奎因和 400 一0．4740 2．0652 1．0377 3．5769

钱纳里模式③ 500 —0．5131 1．5692 0．5945 2．6768

人均GDP以1980年 1000 一0．5590 1．0417 O．2990 1．8996

美元计算 20()o —O．5958 0．6953 0．1350 1．426l

4000 —0．5992 0．3988 O．0347 1．0327

注：总体偏差是各产业的偏差的绝对值之和。

三、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保持经济和城镇化平稳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但要警惕经济泡沫

关于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趋势，有人认为会进一步加速，有人则认为进入了减速期，很难再现以前的

高速发展态势④。当城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吸纳人口

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在城镇化的加速期，后半段的速度要高于前半段的速度。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

1960年城镇化水平由37．3％提高到67．9％，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前10年，年均提高了3个百分点。韩国从

1975年到1985年，城镇化水平从48．4％提高到65．4％，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前10年，城镇化年均提高1．7

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城镇化达到和超过50％左右的时候，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仍然是可能的。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可维持在

7-1％⑤。其他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当城镇人121比重达到50％以后，往往能够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周

期。以日本为例，日本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0％，是在二战以后的1950年～1955年间实现的，紧接着日本便

迎来了从1955～1973年长达18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期，GNP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在

1973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点”年份，日本的实际GNP达到1946年的11倍。日本的人均GDP从

1955年的10万日元，增至1975年的人均210．5万日元。与此同时，在经济的高速推动下，城镇化水平水涨
船高，由56％提高到75％，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

①Ku∞ets S·1971-Economic Growth ofNations：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Cambridge：Bd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Bity Pr％．
@)Chenery H B-，Syrquin M．1975．Patterns 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Syrquin M．，Chenery H B．1975．Three Decades of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V01．3

④魏后凯：《我国城镇化战略调整思路》，《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第7期。

⑤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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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1976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0％的水平，此后，虽然从1977年到1982年的“四五”计划期间，韩国

的经济增长率降低到5．5％的水平，但“五五”和“六五”期间分别达到了9．8％和10％的高增长率，“七五”

期间也高达7．5％，前后长达15年的高速增长，直至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高速增长势头才减缓。

美国城镇化水平是在1920年达到50％，此后，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被称为扩张

的20年代，直到20年代末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中断。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20年提高了53％。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长达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由于信贷消费的过度膨胀，推动股市的繁荣和投机的

盛行，容易造成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的1929年经济危机和韩国1998年受东亚金融危机的

重创都是实例。

(二)存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周期变化以及非农产业就业弹性下降导致就业结构转变滞后的风险

中国的发展也遵循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周期演变规律，而且更为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非农化与城镇

化发展步人了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恰逢我国城镇化水平接近30％，

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二者的周期规律逐渐显示出来。1990～1996年6年间，非农化发展速度远远高

于城镇化发展速度，1997年到2002年的6年间城镇化发展速度又远远高于非农化增长速度。整个90年代

前后两个阶段非农化与城镇化所体现的这种发展趋势与美国在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后所体现的周期性

规律基本一致。1990～1996年处于非农化高速发展阶段，而城镇化处于相对的低潮。1997年到2003年，城

镇化在高位运行，而非农化处于低谷(见图5)。2004年到2009年6年间我国城镇化提高了5．96个百分点，

而非农化提高了11个百分点，非农化提速十分明显，城镇化与非农化进入了第二周期的上半期。从“十二

五”开始，将进入下半周期，一直持续到整个“十三五”的初期。在此之后的“十二五”的大部分时间内，非农

就业比重的提高速度会下降，低于城镇化的提高速度，就业结构的转变速度会放慢。

此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也是影响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第二和第

三产业及由第二和第三产业组成的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总体上是下降的。意即相比非农产业增加值增

长，就业增加越来越少。创造单位产值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在不断下降。在经济增长放慢和劳动就业弹性

系数下降的双重压力之下，“十二五”期间我国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有可能使我国在“十五”和“十一

五”时期在转移农业劳动力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受到影响，甚至出现“结构倒流”的现象，即非农就业比重不

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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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0～2005年中国非农化与城镇化增长速度对比

(三)我国就业结构偏差程度特别显著，其中第二产业结构偏差最严重，进一步转移农业劳动力是关键

我国从建国之初直到目前就业结构偏差都十分严重，1952年到2005年的53年间，就业结构的总体偏

差系数有49个年份高于2。在仅有的五个低于2的年份中，最低的1996年也高于1．9。第二产业一度超过

3以上，没有低于过0．95，第一产业最高曾达到0．74，改革开放后最低为0．5；第三产业很多年份高于0．5

(见表2)。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偏差的程度，与同属于东亚经济体的日本1955年到2000年工业

化及后工业化时代就业结构偏差的变化进行对照和分析(见表3)。从1955年到1990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的

就业结构偏差系数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就业结构总体偏差系数最高的1955年也仅为1．3，1970年以后一

直没有超过l，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最高没有超过0．5，目前在0左右徘徊，而我国最低的年份高于日

本最高年份一倍左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偏高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我国非农产业净吸纳劳动力0．84亿人，改革开放后到2009年净吸纳劳动力3．65亿人，在

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规模如此巨大的劳动需求。但是，与庞大的劳动

力规模相比，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2009年我国劳动供给人口为7．98亿人，相当于高收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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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总数4．32亿人的1．85倍。非农产业发展在有限的历史阶段内无法转移规模如此庞大

的农业劳动力。我国劳动力过剩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的根源不同。在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耕地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以及工业

化过程中建设用地扩展，耕地面积减少释放部分农业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象，这种过剩是

相对过剩。在我国则主要是由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而造成的绝对过剩。正是由于人口规模庞大，包括工业

在内的非农产业无法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无法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如此大量的人口，导致了就业结构的严重

偏差①。与第二产业较高产值比重相比，就业比重太低，与第一产业较低的产值比重相比，却滞留了大量的

劳动力，这是造成我国就业结构偏差，进而造成城镇化与产值结构之间偏差的原因。

表2 1952～2005年我国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表 表3 1955～2000年日本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偏差

1952 —0．3 1．64 1．51 3．45

1957 一O．42 2．14 1．54 4．1

1962 —0．4l 3．1 O．93 4．35

1965 —0．43 3．3 0．74 4．47

1972 一O．5l 2．7l 0．97 4．19

1975 一O．5l 2．41 0．74 3．66

1980 一O．56 1．65 O．67 2．88

1985 一O．55 1．06 O．72 2．33

1990 —O．55 O．93 O．72 2．20

1995 —0．62 1．05 0．33 2．00

力000 —0．70 1．04 O．43 2．17

力D06 一O．72 1．00 O．27 1．99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偏差

1955 —0．533 0．440 O．324 1．297

1960 —O．609 O．加2 0．215 1．225

1965 —0．615 0．273 O．151 1．039

1970 —0．694 0．268 0．092 1．054

1975 一O．616 0．138 O．079 0．833

1980 —O．679 O．086 0．083 0．848

1985 —0．667 O．060 O．079 0．806

1990 一0．662 0．072 0．047 0．782

1995 一O．700 一0．041 O．099 O．840

2000 一0．783 —0．037 O．092 0．912

资料来源：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handbook／

c03cont．cha3——1

(四)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社会保障制度是城镇化顺利前进的社会稳定器，其建立与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化的质量和

可持续性。发达国家以城镇为核心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由农村到城镇就业的人口纳入这个保障体系，顺

应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顺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鉴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和形势，迫切需要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要从全国统筹和城乡一体的最终目标着眼。特别强调要提高保障的统筹层次，只有

全国统一了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才能维系劳动力市场的统一，缩小城乡差距。第二，以多数受益和总

体受益为制度建设的衡量标准。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一项改革能够使所有人受益转变到虽

然多数人会受益，但也必然会对部分既得利益者造成损失，因此，改革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在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中，如果不能做到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的话，就应该做到在改革中受

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以对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在逐步缩小因在社会保障不平等所造成

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可以循序渐进由“相互分割”向“统一筹划”转变，为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一奠定良

好基础。第三，适应农民工留城意愿比较高的现状，以对接城镇保障为主要思路，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

题。农民工有强烈的留在城市定居的意愿②，但是现实的条件使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无论是从农民

工的愿望，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创造条件排除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对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所构

成的障碍，引导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符合工城市化的趋势，符合农民212向往城镇生活的愿望。

(责任编辑：陆影luyingal203@163．com)

①田明、王玉安：<我国城镇化与就业结构偏差的比较分析》，<城市问题)2010年第2期。

②张晖、许琳：《中西部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尉建文、张网成：<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

素——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蔡玲、徐楚桥：《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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