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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对国际移民的形成进行解释的有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

理论，以及移民系统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移民如何形成以及移民行为如何

继续提供了解释。类似的，当我们回望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时，同样可以从这些理论中找

到对现实状况的合理解释。 
 
一、 解释最初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被认为是最早的移民理论。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认为：人口的迁移并非完全

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人口迁移的动力，是共同作用的推拉因素。 

我国建国之后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国家颁布了多种政策来

限制人口的流动。在那一阶段，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是极为少见的，大多数人终生都从事

着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工作，没有走出过自己生活的地区，迁移对他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行

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地区对劳动力有了

更大的需求，当地已无法满足。而同一时间，中西部广大农村的劳动者却看到，自己的生存

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日益明显。正是在输出地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水平低的推力作

用和输入地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拉力作用共同影响之下，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劳

动力告别了土地，大量涌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被称之为“民工潮”的移民浪潮。最初的这些工作移民一般是一种个体的行为，

大部分是村庄里年轻力壮的劳动者自己出外寻找工作机会，其家人多被留在了户籍所在地，

成为所谓的“386199”部队（即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2004 年 9 月 27 日《人民日报》

中所刊载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一文中指出：2003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

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 9800 万人，是 1990 年 1500 万人的 6 倍以上！如此庞大

的人口流动数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学者尝试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

的角度对其作出解释。推拉理论成为极具解释力的一种理论。 

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推拉理论更多的是将人视为被动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忽

视了迁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迁移的人似乎只是单纯的进行了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没有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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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观因素上思考自己的迁移行为。事实上，虽然存在推拉因素，但为何有的劳动力实现了

流动而另外一些人却没有受此影响？为何并非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流向了东部沿海的大城

市，而是也有一部分迁往就近的城市？这恐怕已非推拉理论单纯的经济理性考量所能够解释

的行为。 

 

二、解释工作移民进一步扩大的网络理论 

 

网络理论也称社会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并非只受宏观经济作用的影响，大

量的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迁移者网络可能形成，这就为以后的迁移产生了一种惯性，促使

迁移的不断进行和规模的扩大。在国际移民方面，我们可以从遍布世各地的唐人街看到这一

理论的论述原型。这些移民网络的存在一方面方便了来自同一文化的新移民适应新环境，但

从另一方面看，也导致这些移民固守原有的文化和习惯，难以更好的融入到迁入地当中。 

在国内而言，我们可以从温州城这一典型的同地区迁移者聚居地来验证这一理论。我国

初期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是一种个体性的迁移，而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倾向于一

种家庭式的迁移，一种同乡有规模的迁移。大量的同村劳动力经早先的外出打工者介绍，有

组织的共同去该地务工，这种颇具规模的迁移在给春运造成重要压力的同时，也提醒我们，

此一时期的工作移民已经摆脱了单打独斗的时代，他们有效的利用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减少

了迁移中的阻力。温州人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将“温州城”

建到了法国的巴黎。就农村劳动力而言，温州人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到同乡、同学、

好友所在的地方从事经商、打工等活动，形成了比较大的温州人聚集区。新来到此地的温州

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之前的居住地，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乡亲，这给他们的迁移减少了阻力，

从而也成为吸引下一批移民的重要因素。 

 

三、解释我们困惑的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也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迁入地的发

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

门。这种划分直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发达地区本地的工人对高收益、高保障的工

作趋之若鹜，却不屑从事那些报酬低、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产生了发达地区对外来劳

动力的内在需求。 

再看国内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对这样的现象感到十分困惑：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等

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他们需要工作却又迟迟不能够就业，失业率居高

不下；另一方面是发达地区对外来劳工需求日益强烈，偶尔还会出现“民工荒”、“保姆短缺”

等急需外来劳工的现象。运用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困惑。经济发达地区



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比较高端的部门就业，而低端的部门是他们不愿意选择的，他们宁愿选

择失业，也不愿意在那些部门从事收入低、不体面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却是一个地区的发展

所不可或缺的，为了解决这些低端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地就不得不在本地居民还未充

分就业的情况下大量的引入外来劳工。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这种矛盾存在的必然性，而非

一味的指责外来劳动者抢夺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大部分的工作移民是在很大程

度上承担了那些本地居民所不愿从事的低端工作，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得

到的不应该是指责，而是对他们的充分肯定。 

 

四、小结 

 

总的来说，这些移民理论无论是在解释国际移民还是用于解释国内的工作移民方面，都

强调一种劳动力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趋势。事实上，长久以来的经验也确

实验证了这一预期。时至今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仍然在试图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

途径进入发达国家，将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建立在外出务工的行动上。严格的移民政策，对

非法移民的惩罚措施，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并未杜绝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决

心，相反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观察到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完全符合这些理论的预期。最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

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许多农村的外出务工者离开了经济发达的打工地区，回归到农村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回到所在城镇新建的工厂从事非农生产。这些人虽然

还不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流，但近年来的确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媒体不断报道，这也促

使我们进一步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探索。 

虽然当今流行的几大国际移民理论似乎大都可以用来套用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情况，但毕竟我们的国情与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不同。中国作为强政府弱社会的典型，政府

的政策调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政府的导向会极大的影响到大众舆论和社会成员的行

动，这种影响力是西方政府所不能企及的。政府看到“民工潮”的长时间盛行威胁到了农业

生产的重要地位，及时的出台了众多的惠农政策，舆论也大力宣传从事农业的丰厚报酬和广

阔前景，这无形中影响了很多农村劳动力的决定，使一部分人在经过衡量之后放弃了外出打

工的机会，转而回归农村。另外，我国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习俗，迁移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

一种被迫的行为，不到生活实在无以维继或遭遇重大灾害，人们一般是不愿意迁离故土远离

家人的，这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积淀的一种小农意识的残留。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有一部

分人放弃了大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转而回到自己乡镇的工厂劳动。 

当然，这些观点能否成立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而考虑到影响移民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应该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刻板的套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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