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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估计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根据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估算了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由于贫困地区劳动力市场

  的不完善, 本文以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为基础对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了估计。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决策与劳动供给决策是相互联系的, 而且劳动供给具有家庭联合决

  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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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劳动供给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农村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因为, 农村开发计划和农业技

术变迁都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将其产生的效果传递到农户,而贫困家庭则要依赖于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的边

际生产率,分散其收入来源, 化解收入波动带来的风险( Morduch, 1995)。然而, 经典的劳动经济学文献对劳

动供给行为的分析多以一个运行很好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农户决定用多少劳动于农业生产是以实现其农

业利润的最大化为原则的,而在决定全部劳动供给水平时,则根据其农业利润、市场价格和工资率来确定。因

此,劳动供给决策、农业生产决策独立于消费决策,即它们是可分的。然而在研究农户的劳动力配置时,经常

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无法将农户的劳动配置通过市场工资率的影响加以反映。因为,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配置

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对于很多地区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仍然很难准确地观察到市场工资率。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来观察农户及其成员的劳动供给行为, 为我们研究农户劳动力配

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一、生产、消费决策不可分性与农户劳动供给

当考虑农户的时间分配模式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在于必须考察农业生产对其产生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

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农户的主要消费品(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尤其如此 ¹ ) , 因此, 农户的劳动供给决策与

农业生产决策以及消费决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农户的消费决策必须考虑农产品生产的数量, 而农产品的生

产又必须考虑劳动的投入。

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具有可分性的假设有着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 即: ¹ 劳动和其他农业生产的投

入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º 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在生产上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 非农工作不存在效用损失,因

此,家庭成员对从事农业劳动还是非农劳动没有明显的偏好。可分性是在上述三个条件都同时得以满足时才

#36#

中国农村观察                                   2000. 5

X

¹ 根据本研究对中西部六县所做的村调查数据的结果,贫困地区的农村农产品平均商品率仅为 12. 1%。因此, 农产

品总产量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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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事实上,为了获得更接近于农户劳动配置行为实际的理论模型, 我们必须放松这些假设。在对发展

中国家农户劳动供给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假定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可分性作出了分析。如 Ben-

jamin( 1992)分析了在有限的非农就业时间的约束下, 农业劳动市场的调整可能受到阻碍及由此而产生的不

可分性; Deolalikar和 Vijverber g( 1987)和 Jacoby( 1992)以及 Skoufias( 1994)则指出了不可分性源于家庭劳动与

雇拥劳动不完全替代的情形; L opez( 1986)则考察了农民对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有着不同偏好的情况。在本

文使用的样本中,并无雇佣劳动的资料, 而且在农业生产中, 家庭以外的雇佣劳动在调查地区并不普遍。因

此,在本研究中不可分性可能源于以下几种情形。其一 ,是家庭中男劳动力与女劳动力的不完全替代; 其二,

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即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使得农业中劳动投入的调整受到阻碍,从而产

生的不可分性。

二、对影子工资和家庭影子收入的估计

在无法观察到市场工资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估计影子工资率对农户劳动供给行为进行分析。影子工资

率指的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它反映贫困地区劳动力的生产水平。本文利用农户调查资料估计农户的农

业生产函数,并通过农业生产函数来估算家庭成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进而推断影子工资率, 然后以影子工资

率为基础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估计,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特征。

(一)样本基本情况的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 1997 年底对甘肃通渭、陕西商洛、河南虞城、江西兴国、贵州威宁、四川渠

县等地所做的农户调查。此次调查在每个省抽取一个贫困县, 共涉及 43 个村的 460 户农户。农户样本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农户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最后形成有效问卷 446 户。对个人情况的统计则分为

两类,包括 1997年在家超过 6 个月的家庭成员和 1997 年离家超过 6 个月的家庭成员。反映社区基本情况的

资料来自于同期进行的村、组调查。反映县级经济的指标则来自于贫困县调查。

表 1 1997年调查农户所在县的基本情况 单位: %

县名

项目    
江西兴国 河南虞城 四川渠县 贵州威宁 陕西商洛 甘肃通渭

贫困发生率 26 9. 6 2. 8 7. 5 9. 2 21. 3

人均纯收入(元) 538 1243 1636 1091 822 860

人均 GDP(元) 1353 1508 1970 ) 1268 950

人均粮食(公斤) 208 580 481 210 186 273

劳动力文盲率 2. 9 ) 50 ) 4 32. 4

农业就业比重 76. 6 82. 6 70. 1 87. 6 56. 7 62. 9

农业产值比重 71 85 63. 8 84 28. 0 49. 4

  资料来源: 贫困县调查。

从样本农户所在县的县级经济基本情况看, 到 1997 年, 其贫困特征仍表现得非常明显(见表 1)。首先,

贫困发生率仍然很高。被调查的 6 个县中有两个县贫困人口的比例到 1997 年仍在 20%以上。其次,县级经

济的经济成分构成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中, 文盲仍然占有相

当的比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有待提高。

从被调查农户所在村的情况看,村平均规模为总人口 1659 人。其中, 贫困人口为 352 人, 占村总人口的

31. 9% ; 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为 1044 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9. 95%。村级经济成分组成也以农业经济为

主。从村平均水平看,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仅为 12. 1%。在所涉及到的 446 个农户

中, 1997 年在家居住超过 6 个月的共有 1838 人,其中, 男性为 933 人, 女性为 905 人; 在外居住超过 6 个月的

共有 236人 ,其中,男性为 155人, 女性为 81人。对这两部分人群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长期在外居住的人口在

年龄结构上更年轻, 45岁以下的占 97. 9%。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在外居住超过 6个月的人群明显高于在家的

常住人口,前者平均为 7. 3 年, 后者平均为 5. 8 年。另外,常住在外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在家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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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常住在家的女性的文盲、小学和初中的比例分别为 40. 9%、35. 3%和 21. 1% ; 而常住在外的女性这三者

的比例分别为 3. 7%、28. 4%和 58%。主要变量的定义和统计特征由表 2 反映。

表 2 变量解释及其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劳动供给 1 被解释变量 丈夫平均每天的劳动供给小时数 6. 59 1. 71

劳动供给 2 被解释变量 妻子平均每天的劳动供给小时数 7. 58 1. 72

影子工资 1 解释变量 丈夫的小时影子工资率(元/小时) 0. 53 0. 74

影子工资 2 解释变量 妻子的小时影子工资率(元/小时) 0. 33 0. 56

影子收入 解释变量 根据影子工资计算的家庭影子收入(元) 4474 4246

教育 1 解释变量 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年) 6. 73 3. 47

教育 2 解释变量 妻子的受教育年限(年) 2. 92 3. 20

年龄 1 解释变量 丈夫的年龄 42. 6 10. 5

年龄 2 解释变量 妻子的年龄 40. 5 10. 3

劳动力 解释变量 家庭的劳动力数 2. 16 0. 98

孩子数 解释变量 家庭的 17岁以下孩子数 1. 47 1. 11

老人数 解释变量 家庭的 60岁以上老人数 0. 34 0. 63

家庭资产 工具变量 III 1996年家庭资产价值(元) 12046 11545

人均耕地 工具变量 III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1. 70 1. 48

地块数 工具变量 III 耕地的地块数 8. 07 5. 73

灌溉系数 工具变量 III 可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0. 48 0. 43

耕地质量 工具变量 III 高等级地占耕地的比例 0. 308 0. 303

村总人口 工具变量 IV 所在村的人口数(人) 1663 612

贫困发生率 工具变量 IV 贫困人口占全村人口的比例 0. 23 0. 228

离乡距离 工具变量 IV 离乡政府所在镇的距离(公里) 95 1. 17

村人均收入 工具变量 IV 村人均收入(元) 1002. 4 493. 9

  资料来源: 51997年贫困与信贷农户调查6数据库。

(二)对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的估计

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往往在调查过程中无从观察到劳动者

市场工资率。此时,若仅仅以少数观察对象报告工资率来估计劳动供给函数, 显然其估计结果是有偏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影子工资方法, 用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市场工资率进行替代, 进而估计出以

影子工资为基础劳动供给函数。从所调查的 6 个县的基本情况来看,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乡村总劳动力的比

重以及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份额都较大,前者为73% , 后者为64% (均为 6县平均数字,分县数字见表 1)。而

根据对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所调查的农户中, 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 62. 7%。男性

劳动力中从事农业活动者的比例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 45. 4% , 女性这一比例则高达 80. 6%。所以,从初步的

统计描述来看,对所调查的样本农户以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来作为影子工资率,并分析其对劳动供给行为影

响的方法是可行的。

Jacoby( 1993)和 Skoufias( 1994)提出了以农户农业生产函数为基础估计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率, 并进而

推算家庭的影子收入的方法。本研究与 Skoufias 使用的模型不同之处在于, 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非混

和数据,因此, 不需要区分固定效果和随机效果对估计的影响。用于估计的农业生产函数为:

    Iny= r Bjx j + u ( 1)

其中, y 为农户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的价值总和, Bj 为待估计的参数, x j 为各种投入品的数量, 除灌溉系数

外,在估计式中均取对数形式。u 为误差项。x j 各家庭成员的劳动投入:丈夫的劳动投入 FM、妻子的劳动投

入 FF、孩子的劳动投入、播种面积、种子的价值、化肥投入的价值、可灌溉系数以及其他投入品的价值。

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率等于该成员的单位时间创造的农产品价值乘以该成员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本模

型中,丈夫和妻子的工资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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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Ŷ

FM
B̂F M

Ŵ f=
ŷ

FF
B̂F F

( 2)

相应的家庭的影子收入等于种植业产品的总价值减去家庭劳动投入价值, 再减去其他物质资料投入品

的总价值(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费用以及其他费用等) ,再加上畜牧业的净收入、非农工作的净收入(包括工

资活动和私营活动净收入) F z 以及馈赠净收入(馈赠收入减去馈赠支出)。即:

V̂ = y- ( ŴmFM + ŴfFF )- ( VSEED+ VFERT + V IR R+ VOINP) + F z + V ( 3)

运用上述模型,我们对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方程的形式为 Cobb- Douglas, 估

计的方法为 OLS。根据不同的假设, 估计方程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估计式。在模型 I中, 假设家庭成员的劳动

投入是不同的投入,以估算各自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在模型 II 中,则以家庭的劳动投入代之。对这两个估

计式的具体回归结果在表 3 中报告。模型 I 和模型 II 的 Adj- R2 分别为 0. 62 和 0. 63, 可见本模型对农业生

产函数的拟合优度颇佳。方程中各种投入品变量的估计系数的 t 值均处于显著水平。根据农业生产函数的

回归结果和( 2)式所示的计算公式, 可以估算出每个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以及家庭的影子收入(具体结果及其

统计特征参见表 2)。估计的结果基本合理 ¹。

表 3 Cobb- Douglas农业生产函数( OLS估计)

变量名
模型 I  模型 II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家庭劳动投入 )  )  0. 235  3. 73

丈夫劳动投入 0. 121  2. 56  )  )

妻子劳动投入 0. 0576  1. 77  )  )

化肥投入价值 0. 380  7. 83  0. 393  8. 56

耕地面积 0. 414  7. 43  0. 440  8. 36

灌溉系数 0. 160  1. 61  0. 186  1. 91

种子价值 0. 0929  2. 91  0. 0844  2. 64

县虚拟变量    略    

R 2( Adj- R2)   0. 635( 0. 62)    0. 643( 0. 634)  

F值  49. 09    71. 75  

观察值数  381    409  

  资料来源: 51997年贫困与信贷农户调查6数据库。

三、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函数的估计与分析

1.函数形式、变量选择与估计方法。假定劳动供给的同质性( Homogeneity) ,即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用

于家庭内的工作还是用于市场活动、农业生产等其他活动所产生的边际效用是相等的。那么, 家庭成员的劳

动供给为其总的时间禀赋减去其用于闲暇的时间。若该成员参与了非农劳动, 则劳动供给包括农业劳动时

间、非农劳动时间和家庭工作时间三个部分; 若该成员没有参与非农活动, 则其劳动供给包括农业劳动时间和

家庭工作时间两部分。由于劳动供给同质性的假定, 用于不同用途的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 Additive)。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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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这个判断是基于如下的估算。根据县级经济统计资料, 1997年 6县的平均 GDP水平为 1410元。村级经济的统计

数据表明,村人均收入为 1044元。而在本模型中,还对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率进行了另外一种估计( 表 3中的模型 II )。在

该估计过程中,农业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中劳动投入没有区分性别。根据该生产函数所得到的个人影子工资率为 0. 43元/

小时。若以每人每天工作 8小时,每年 300个工作日计,则每个家庭成员全年的影子工资总额为 1042元。与前两个观察到

的统计数据相比,应该说通过农业生产函数对影子工资率的估算值居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研究所使用的住户调查资料完整地记录了家庭成员用于各项生产、生活活动的时间, 并有前述的农业生产资

料与之相匹配。从而,使通过计算影子工资率的方法来估计劳动的时间价值和推算其对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影

响成为可能。由于资料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以及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实现了以前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

供给的研究中未曾开展过的工作。

如前所述,在获得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和家庭的影子收入的情况下, 可以以之为基础对家庭成员的劳动

供给进行估计。劳动供给的估计方程为:

InR i= A0+ AmInWm + Af In Wf + Av In V i+ AB i
+ Gi ( 4)

其中, Ri为劳动供给的时间, Bi是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变量。ao、am、af、av、aB 为待估计的参数, G i为随机

扰动项。在估计方程中,劳动供给时间, 影子工资率和家庭的影子收入等变量采取对数的形式。由于劳动供

给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禀赋减去用于闲暇的部分, 并以平均每天非闲暇的时数来表示,所以在结构方程中,解释

变量包括影子工资,影子收入以及家庭组成变量,个人特征变量等。考虑到农户劳动供给的家庭决策特征, 为

了观察家庭成员劳动供给是否存在联合决策效果,在估计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函数时加入了其配偶

的影子工资率,以期发现工资的交叉弹性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因此,根据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函数, 可以检

验如下的理论假设: ¹ 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非补偿的工资效果。如果在个人劳动供给函数中, 自身的非补偿

工资弹性为正且拒绝了零假设,那么就存在一条向上的劳动供给曲线; 反之, 劳动供给曲线则是后弯的 ( Back

- Bending)。º 家庭成员闲暇需求的特性。如果在劳动供给函数中, 影子收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拒绝零假

设,则对闲暇的需求弹性为正值, 闲暇为正常商品;反之 ,若影子收入变量在劳动供给函数中为正值, 则对闲暇

的需求弹性为负值,闲暇为劣等品。» 家庭劳动供给函数的联合决策特征。如果劳动供给的交叉工资弹性的

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在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存在联合决策的特征。

在结构方程中, lnŴi和 lnV̂ i可能与扰动项相关 ¹ , 需要引入工具变量来控制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的内

生性问题。根据工具变量的一般要求,工具变量应该与解释变量有关, 但与被解释变量显著不相关。按照这

样的标准,用于本模型的工具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组成和个人特征变量、家庭其他特征变量、村特征变量等。其

中,第一组工具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等;第二组工具变量为家庭组成变量如家庭中的孩子数、家庭中劳

动力数、60 岁以上的老人数等。第一组和第二组工具变量都同时被包括在结构方程中; 第三组工具变量为家

庭特征变量,如 1996年家庭资产总价值,农业生产条件变量,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耕地的地块数、可灌溉面

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高等级耕地面积占家庭耕地面积的比例等;第四组工具为社会经济环境变量,如村贫

困发生率、村中的企业数、村人均收入、村的总人口规模、村离乡政府所在镇的距离等。另外, 农户所在的 43

个村的村级虚拟变量也列入工具变量。而所调查的 6 个县的县级虚拟变量则列入回归的结构方程中。

2.估计结果及其分析。加入工具变量以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 对贫困地区农户家庭成员的劳

动供给方程进行了估计。由于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的内生性, 估计时先将它们对工具变量回归;然后, 再根

据第一步回归得到的预测值进行回归,得到劳动供给函数。由于所使用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 估计系数的异

方差很容易出现。异方差的出现,虽然对估计系数的无偏性( Unbiasedness)不产生影响, 但在多个无偏的估计

式中,估计的效率会有所差别。此时, 如果在估计时不能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那么估计式将是无效率的( Inef-

ficient)。所以,对该模型的 2SLS 估计采用了 White 估计式, 以期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达到有效估计的目的。

估计的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两个方程的 R2 分别为- 0. 28 和 0. 49,反映了基于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对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函数的

拟合优度尚佳。对两个方程进行具体的分析,会发现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行为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两个方程中, 家庭成员影子工资的自身非补偿效果都是负值,且均处于显著水平。虽然, 非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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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根据回归估计的假设,扰动项以每一个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值为 0。但在本模型中, lnW
^

i 和 lnV
^

i,尤其是家庭的影

子收入都要受到家庭劳动供给时间多少的影响。



的工资弹性符号的正负关系无从在理论上加以预测, 但这个结果也是令人感到意外的。类似的结果曾出现于

Skoufias( 1994)的研究中。他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印度农户数据进行了估计, 其中的女性劳动供给函数式表明

女性劳动力的非补偿的工资弹性为- 0. 069, 较接近于本研究的- 0. 043。Skoufias 对这种情况的解释也适用

于本研究的情形: / , ,可能是由于在估计劳动供给函数时使用的劳动供给函数更广泛, 包括了所有的市场工

作时间、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家庭劳动时间。0在其他的研究中,以市场劳动时间作为劳动供给时间, 则观察到正

的非补偿的工资弹性。在男性劳动供给方程中,非补偿的工资弹性的绝对值为 0. 12, 该结果与 Skoufias 以及

Jacoby( 1993)对秘鲁农户的劳动供给函数的估计值 0. 102 都校为接近。

表 4 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函数( 2SLS 估计)

变量名 男性劳动供给 女性劳动供给

男性影子工资 - 0. 12( 2. 90) - 0. 099( 2. 92)

女性影子工资 - 0. 12( 3. 30) - 0. 043( 1. 68)

影子收入 0. 011( 0. 51) 0. 010( 0. 49)

男性教育 0. 006( 1. 71) )

女性教育 ) 0. 0031( 0. 41)

男性年龄 0. 026( 2. 54) )

男性年龄的平方 - 0. 033( 2. 71) )

女性年龄 ) 0. 02( 2. 37)

女性年龄的平方 ) - 0. 03( 2. 89)

家庭劳动力 0. 031( 1. 61) - 0. 017( 1. 17)

家庭孩子数 0. 022( 1. 55) - 0. 01( 0. 96)

家庭老人数 0. 042( 1. 42) - 0. 022( 0. 10)

县虚拟变量 略 略

截距项 0. 61( 2. 23) 1. 13( 58)

观察值数 359 359

F值 16. 33 26. 19

R2 0. 28 0. 49

  注: 1. 劳动供给时间、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都使用了对数形式。2.括号中的数字为 t值的绝对值。3. 工具变量为:年龄、教育、村人均

收入、村贫困指数、村总人口、灌溉系数、耕地质量、离乡政府所在镇的距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地块数、1996 年家庭资产价值、家庭组成变量

以及村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51997年贫困与信贷农户调查6数据库。

在两个劳动供给方程中,交叉工资弹性都非常显著。这与前面的理论模型中,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是

一致的。这也说明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如果在劳动供给函数中不考虑这种交叉效果, 则会导

致估计式错误( Specification Er ror)。

劳动供给函数中影子收入的作用旨在判定对闲暇需求的性质。换言之,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 对闲暇的

需求也随之减少(劳动供给随之减少) ,那么闲暇就应属于正常物品;反之,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 对闲暇的需

求却随之减少(劳动供给随之增加) ,那么闲暇就应属于劣等品。相应地,闲暇是正常物品情况下, 影子收入在

劳动供给函数中为负值;闲暇是劣等品时, 影子收入在劳动供给函数中为正值。从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看, 影子

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不甚明显:影子收入在两个劳动供给函数中均为正值, 但由于在统计上并未达到显著

水平,因此, 不足以说明闲暇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户来说是劣等品。

个人特征变量对劳动供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效果的观察可以发现, 随着年龄的

增加,劳动供给的时间也在逐渐增加。但平方项的显著为负显示, 劳动供给时间随年龄增加的趋势存在一个

阈值。超过该临界值以后,劳动供给的时间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劳动供给的这种生命周期效果无论是

在系数的大小、符号的方向还是显著性等方面在两个方程中表现得非常一致。相形之下, 教育对于劳动供给

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间接。教育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体现于这样几个方面: ¹ 更高的教育水

平有利于正确的家庭决策的形成。因此,家庭中最高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家庭决策的方向( Yang, 1997)。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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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样本中, 家庭的受教育最高者多为男性, 所以,女性的教育水平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不甚显著; º 对

于农业生产而言,教育的作用体现于生产中利润的增加, 包括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

( Welch, 1970) , 但这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间接; » 教育对于劳动时间在农业还是非农业活动之间

的配置决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都阳, 1999a) , 但这在劳动供给函数中无从反映。

四、结论性的评述

对于贫困地区乃至整个农村经济而言,提高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其中, 劳

动力要素充分有效利用又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因为劳动利用效率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 又直接关

乎人的发展。而劳动力要素的能否有效利用, 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有效运行。但在贫困地区农

村,往往因为经济机会的缺乏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造成了劳动力配置的低效率。因此, 要明确如何在贫困地

区发育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必须要对农户劳动供给的现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本文根据影子工资率对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供给函数的分析结果看,贫困地区的农户劳动供给具有以下特征:

在贫困地区农户的家庭决策中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影响的。以影子工资率为基础, 本文对农户的

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了估计。为了对照,在研究过程中也根据部分观察到的工资率对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估计,

发现二者的差异很大(都阳, 1999)。这也就说明了生产与消费决策不可分的假定对于研究贫困经济中的劳动

力市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劳动力市场不能良好运行的情况下,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也非常明显。因为农业生产、

家庭工作等内容都将影响到家庭的劳动供给的总体水平, 家庭成员必须根据家庭的需要来配置劳动,这也就

使得家庭成员的生产率对彼此的劳动供给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农户劳动供给函数分析,还发现影子收入对劳动供给有正的影响(尽管没有处于统计显著水平)。这似

乎表明对闲暇的需求是劣等品,也说明农户的劳动供给水平是与其所面临的经济机会相联系的。市场机会的

增加也就增加了闲暇的机会成本,对闲暇的需求数量也就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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