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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宜生

　　广东地区因为拥有地缘 、人缘和先行开放政策等优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吸收了大部分进入

我国的外商投资 。由于国家对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的强制要求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 ,外商

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领域 。由于大量外资流入广东 ,广东地区的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同时也吸收了大部分广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 。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广

东地区开始形成对外省劳动力的需求 ,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中西部人口大省自然成为输出

劳动力的主要基地 ,并由此形成了以劳动力流动为基本纽带的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特定

经济关系 。

一 、广东地区外来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20世纪 80 ～ 90年代 ,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流入对支撑广东经济高速增

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满足了广东地区生产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缓解了劳动力供给的紧张 ,

又保持了广东地区劳动力低成本和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从统计资料来看 ,直到 90年代末 ,广

东地区的外来劳动力供给基本保持上升趋势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应是最低数

字 ,估计有相当部分外省民工因劳动力的流动性 、临时性 、短期性未进入统计), 1994年广东省

新增外省劳动力达 66.4万人 ,年末实有外省劳动力达到 343.6万人;1999年新增外省劳动力

达 92.9万人 ,年末实有外省劳动力达到 464万人 ,1994 ～ 1999年增长幅度达 25.9%。与此同

时 ,来自省内的流动劳动力(指各市县间流动 、就业的本省劳动力)总量呈下降之势 , 1994年末

有301.5万人 , 1999年降到 225万 ,1994 ～ 1999年间下降幅度达 25.4%①。外省劳动力人数

与省内流动劳动力人数之比 ,由 1994年的 1.14:1上升到 1998 年的 2.06:1。这种变化趋势

说明 ,省内劳动力资源已无法满足广东经济发展的需要 ,广东越来越依赖输入外地劳动力 。

二 、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关系

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源源流入 ,满足了广东地区企业扩大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

抑制了广东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 ,维持了广东地区外商投资的利润率和出口竞争力 ,这

反过来又刺激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 ,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更大的需求 。外商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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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0)第 110～ 112页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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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广东地区出口规模的扩大和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 、相

互促进的因果关系。

在“外商—广东 —中西部”的经济关系中 ,外商获得了投资利润 ,广东地区因其出口产品和

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获益 ,中西部地区则获得了输出剩余劳动力的收益 ,三者之间形成了“三赢”

的利益关系 。但是 ,这种利益分配是不平均的 ,就地区而言 ,是“东多西少” 。这成为广东地区

与中西部省(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广东获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出口产品成本降低 ,出口竞争力提高 ,出口规模扩大 ,出口利

润增加;出口规模的扩大刺激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促进了基础设施改善 ,增强了经济发展后

劲。同时 ,也必须看到 ,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不仅迫使企业

自觉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 ,不断改进生产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迫使政府部门不

断提高自身的办事效率 ,改善社会环境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此外 ,中西部地区的民工在广东

的生活消费也扩大了当地的市场需求 ,增加了当地的经济产值和财政收入 。

中西部省(区)从劳动力输出中获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外出民工汇款提高了当地人均收

入水平 ,同时 ,也减轻了失业压力;但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 ,因本地区缺乏人力资本积累和外部

资金注入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新兴产业薄弱 ,市场经济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和完善 ,经济活力和

动力不足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

三 、有关实证分析

为验证笔者关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经济关系的假设 , 2000年 7 ～ 8月 ,笔者依

靠汕头大学商学院暑期回家学生的帮助 ,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 。调查地点包括

广州 、深圳 、珠海等 14个地级市 ,占广东全部 22个地级市的 2/3;所选企业均为外商投资出口

企业。调查对象是来自中西部省(区)的民工 。调查内容包括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个人收

入 、消费 、汇款 、供养人数 、家庭总收入 、家庭所在地等数据。总共发出问卷 600份 ,收回有效问

卷 512份 ,占发出问卷的 85.3%。接受调查的民工分别来自黑龙江 、甘肃 、山西 、陕西 、河南 、

湖南 、安徽 、江西 、湖北 、贵州 、四川 、云南等 12个中西部省(区)。

(一)中西部地区民工在广东的收入水平

对问卷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 ,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

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 3.23倍 ,由 144元提高到 611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 2606元 ,

占家庭年总收入的 28.7%(见表 1)。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广东 ,不但缓解了中西部

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而且对增加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收入有显著效果 ,对提高中西部省

(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

(二)外来民工与本地职工的收入比较

虽然纵向比较外来民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但与广东本地职工收入做横向比较可以发现 ,

外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与本地职工有明显差距 。笔者以 2000年《广东统计年鉴》中“1999年各

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参照 ,与调查样本中 14个城市的外来民工平均工资做一对比 ,结果发

现 ,各市外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均低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 ,前者分别相当于后者的 46.53%～

98.2%,平均相当于本地职工平均工资的 74.55%(见表 1)。在被调查的外来劳动力样本中 ,

除大部分人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工人外 ,也有一些人是从事管理工作或专业技术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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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有本科或专科学历),因此 ,这一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本地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

具有可比性的。
表 1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广东地区的劳动收入及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 %

城市
月收

入

本地月

工资水平

相当本地

工资比重

外出前

月收入

前后

收入比

年汇

款

家庭年

总收入

占家庭

收入比

广州 811 1389 58.39 94 8.63 3739 9274 40.3

深圳 805 1726 46.64 143 5.63 3748 7677 48.8

珠海 807 1273 63.39 94 8.59 2343 11214 20.9

惠州 665 740 89.86 208 3.2 2673 9650 27.7

汕头 663 815 81.39 204 3.25 2738 9990 27.4

潮州 539 575 93.74 196 2.75 2847 8845 32.2

揭阳 547 557 98.20 205 2.67 2049 9370 21.9

东莞 553 1046 52.87 161 3.43 2074 8200 25.3

中山 489 1051 46.53 104 4.70 2110 8500 24.8

佛山 903 929 97.20 97 9.31 2576 10433 24.7

茂名 450 578 77.85 150 3.00 2375 6000 39.6

汕尾 586 691 84.80 127 4.61 2506 10147 24.7

清远 586 637 91.99 119 4.92 2861 8195 34.9

河源 450 577 77.99 120 3.75 1850 9500 19.5

平均 611 899 74.55 144 4.23 2606 9071 28.7

　　注:根据 2000年 8月笔者在广东 14市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鉴于外来民工社会福利待遇甚低 ,住房 、医疗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几乎为零 ,货币收入即是

其全部收入 ,外来民工与本地职工在全部工资福利收入方面的差距则会更大。因此 ,中西部地

区劳动力的流入对降低广东的劳动力成本 ,提高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是有重要

作用的。

(三)外来民工的消费水平

从表 2列出的外来民工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看出 ,外来民工在广东地区平均每月个人

消费 346元 ,若以广东省最少有 600 万外来民工估算①,则外来民工每年在广东的消费额达

249亿元 ,占 1999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7.3%,相当于广东省 GDP 的 3%。② 外来民工

的平均供养人口为 2.86人 ,其中 ,一部分供养人口也是在广东生活和消费 。因此 ,中西部地区

的外出劳动力在广东的就业和消费 ,不仅降低了广东地区的劳动力成本 ,而且增加了该地区的

消费需求和市场购买力 ,扩大了当地的经济规模 ,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无疑有重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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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广东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个人及家庭状况 单位:元

城市
平均

年龄

教育

年限

务工

年限

月

收入

最高月

收入

最低

月收入

每月个

人消费

供养

人数

广州 25.5 8.1 6.00 811 958 361 350 2.8

深圳 26.0 8.0 5.27 805 969 388 373 4.6

珠海 25.3 9.4 6.71 807 993 511 543 3.3

惠州 25.7 9.6 5.45 665 906 515 398 2.7

汕头 26.7 8.9 4.57 663 894 452 321 2.7

潮州 27.0 6.7 3.20 539 713 353 312 3.5

揭阳 29.3 8.2 6.00 547 764 361 303 3.2

东莞 25.2 9.2 3.30 553 660 417 333 2.4

中山 23.7 8.5 2.70 489 734 360 307 2.5

佛山 29.0 11.5 5.30 903 1041 558 583 2.8

茂名 30.5 8.3 7.50 450 950 225 313 2.3

汕尾 27.2 10.6 4.90 586 616 505 346 3.9

清远 22.6 8.4 4.40 586 699 509 216 1.9

河源 24.8 9.7 3.50 450 562 375 300 1.5

平均 26.3 8.9 4.91 611 797 421 346 2.86

　　注:根据 2000年 8月笔者在广东 14市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四 、广东省与四川省的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观察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利不等利的关系 ,下面把主要劳动力输出省份

四川与广东做个对比 。

四川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 ,获得了可观的民工汇款收入 ,估计每年超过 100亿元 ,但与劳

动力输入大省广东因外资增加 、出口扩大而获得的经济增长利益相比 ,两省显然是不相等的 ,

两省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因此日趋扩大。1980年 ,四川省 GDP 产值列全国第一位 ,经济增长速

度排在全国第四位;而到 1999年 ,四川省 GDP 已降到国内第 10位 ,经济增长速度落为全国倒

数第一位 。① 广东省 1953 ～ 1978 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不过 5.1%, ② 属于全国中等水平 ,而

1979 ～ 1999年保持了年均递增 14%的高速度 ,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464亿元 ,高居全

国第一位 。1978年 ,广东省人均 GDP 为 365元 ,四川省人均 GDP 为 260元 ,四川省相当于广

东省的 71.2%;到 1998年 ,广东省人均GDP 达到11130元 ,四川省人均GDP 为 4339元 ,四川

省只相当于广东省的 38%③。

广东与四川经济的不同表现与两省的经济开放水平差异有直接关系。广东的外贸依存度

高居全国首位 ,1998年为 136%,1994年最高时曾达到 184%;而四川 1998年为 6.6%, 1994

年也只达到 10.3%。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广东的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保持了广东出口产

品的竞争力;对外贸易的超高速增长带动了广东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1979 ～ 1999年广东省

进出口年均增长 22.6%,比全国增幅高出 8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份额由 197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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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上升至 1999年的 38.9%;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位次 ,从 1986年跃升首位 ,已连续保持

15年;进出口增长对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为 1.6143 ,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 ～ 1999

年 ,广东省进出口总额与 GDP 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986 ,其中 ,出口与 GDP 间的相关系数为

0.9913。外贸 、特别是出口 ,对广东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有的学者计算了货

物和服务净出口(含对外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额 ,80年代平均为 1.3%, 1990 ～ 1999年

达到 8.5%①。而四川 1998年进出口贸易额为 28.59亿美元 ,其中 ,出口额为 16.75 亿美元 ,

进口额为 11.84亿美元 ,均只相当于广东省的 2.2%;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3.7亿美元 ,只

相当于广东省的 3%。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能否充分有效地参与国

际分工 ,分享现代科技成果 ,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广东的贸易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 。1999年 ,机电产品出口额达 386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

的49.7%,制成品已占广东出口产品的 95%② ,其中 ,又以加工出口为主 ,而且技术层次逐年

提高 ,加工环节增加 ,其国内的增值水平和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都明显提高。1990 ～ 1999

年 ,当期来料加工贸易增值水平[ (当年出口/当年进口)-1]由 21%提高到 52.2%,当期进料

加工贸易增值水平由 33%提高到 38%。在广东 ,加工和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

的发展 ,使纺织 、机械和电子工业等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加快了广东地区工业化的步伐和产

业结构转变的速度 ,增强了该地区的工业实力和一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四川出

口产品中农副产品仍相对占有较高比重 ,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 。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0世纪 80年代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形成的“政策洼地” ,促

成了广东地区吸引外资和人才要素的优势地位 ,使广东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迅速扩

大 ,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显然 ,外资和外贸已成为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

器 ,使该地区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而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区)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为广东经

济的这种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使其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四川省虽然获得了劳动力输出

收益(主要是民工汇款),但该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低 ,资金和技术短缺 ,以及市场机制不健全 ,制

约了四川地区的经济转型 ,使四川地区未能形成经济积累增长的良性循环 ,因而与广东的经济

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因此 ,以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纽带的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 ,实

质上是一种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利益关系 ,而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是形成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

五 、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得到出口退税利益的差别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入支撑了广东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 。按照我国的增值税分配制度

和出口退税政策 ,增值税收缴后中央与地方是三七分成 ,而出口退税款却全部由中央财政支

付。这种税制安排有利于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 ,事实上是少交多退 ,用中央税款鼓励本地出

口。因此 ,出口退税也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这一政策有利于出口规模占我国绝大比重

的广东和其他东部省(市),而不利于出口规模小得多的中西部地区。

以 1998年为例 ,东部出口 756亿美元 ,占全国的 41.1%③,如果按一半比重估算一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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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 ,按 14%估算平均退税率 ,按 8元人民币估算出口换汇成本 ,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成按

7:3计 ,广东出口退税年收益为 63.4亿元(退税净收益=756亿美元×8×50%×(14%-17%

×0.7);中部地区出口额 123亿美元 ,退税净收益为 10.4亿元;而西部地区出口额 56亿美元 ,

退税净收益为 4.7亿元。若按人均出口额计算则更直观 ,广东人均出口额 1062美元 ,可得退

税净收益 90元;中部人均出口额 28美元 ,可得退税净收益 2.4元;西部人均出口额 20美元 ,

可得退税净收益 1.7元。
表 3 1998 年广东与中部 、西部出口额及退税收益(估算额)的对比

地区
实际出口额

(亿美元)

估计平均退

税率(%)

退税额

(亿元)

人均出口

额(美元)

人均退税

额(元)

①广东 756 14 63.4 1062 90

②中部 123 14 10.4 28 2.4

③西部 56 14 4.7 20 1.7

①/② 6.1 37.1

①/③ 13.5 52.9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和设定数值计算。

从表 3 可以看出 ,由于广东省与中西部地区出口规模相差很大 ,获得的退税收益相差悬

殊。广东获得的出口退税额是全部中部省(区)的 6.1倍 ,是西部省(区)的 13.5倍;若以人均

退税额来看 ,广东人均退税额是中部的 37.1倍 ,是西部的 52.9倍。因此 ,对外开放度高和出

口规模大 ,不但拉动了广东省产业的升级 ,提高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而且还通过出口退

税机制每年从中央财政中获得了超过中部和西部近 50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 ,增加了本地的资

金积累和资金供给。

六 、结论和建议

1.重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创造制度条件。中西部地区剩余

劳动力大量流入广东 ,实际上反映了广东与中西部的一种二元部门关系 ,是双方经济联系的基

本形式和纽带。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持续流入广东 ,降低了广东的劳动力成本 ,维持了广东劳动

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成为吸引外商不断扩大投资的重要动力 。外出民工吸

收的技术知识和市场经济观念 ,会转化为人力资本要素 ,再加上劳动收入 ,这既改善了中西部

地区的要素结构 ,也减轻了中西部地区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同时 ,外出民工也为广东经济

的起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 ,政府要积极引导 、合理调节跨省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流

向 ,减少盲目流动的成本 ,但不能歧视和片面限制 。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影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严重地阻碍着城市化和我国服务产业

的发展。因此 ,应逐步放松以至取消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或异地进城就业和定居创造

条件 。

2.重视贸易 、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作用。由于贸易在积累资金和扩大市场方面的特殊作用 ,

扩大贸易规模 、提高对外开放度对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西部

地区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 ,集中资金投资于贸易潜力大的产业和地区 ,以便尽快形成资金积

累和互动发展机制 ,同时 ,也要重视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

西部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 ,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地位上已处在低梯度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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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应是对内 、对外同时开放 ,既要重视扩大进出口 ,也应重视与东部沿海

地区的互补贸易和产业合作。只有这样 ,才能使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与东部地区的产业之间形

成比较紧密的产业衔接。

3.中西部地区必须加快制度创新 ,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体制条件。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最

大阻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 ,政府办事效率低 ,且目前仍保留着许多限制商品流通的“土政策” ,

再加上人事制度落后 、财政能力薄弱 、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等 ,从而导致交易成本过高 ,削弱了中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其他优势。

因此 ,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 ,其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同时 ,还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规范

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创造体制条件。这对吸引人才回流也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中西部地区流到广东等地的打工者已积累了经验 ,开阔了视野 ,积累了

资金 ,建立了市场关系。企业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但合理的经济机制是他

们组织和利用各种机会和资源的基础因素。因此 ,中西部地区要创造条件吸引这些外出打工

者回到中西部地区去创办企业 ,这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借鉴广东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关系的作用 ,建立“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广东地区

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中西部地区应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突破口

和增长点 ,主动促成或建立“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 ,形成区域内的经济落差 ,使沉淀的资本 、劳

动力要素流动起来 ,流向发展条件好和回报率高的地区 ,产生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应让有条

件的城市率先走上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轨道 ,提高整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 ,再通过这

些本地“发展极”的近距离辐射作用 ,通过资金 、技术 、人员 、商品的双向流动 ,带动周围不发达

地区加快发展。实行倾斜发展政策是为了提高有限的资金 、人力 、资本的使用效率 ,创造比分

散使用这些要素更多的财富 ,这样才有能力支持和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用较短的时间实现共同

富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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