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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地讲#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包含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两个维度#为
论述的方便#以下将其统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农民组织化经营会降低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选择性吗+

!!!基于技能!岗位匹配模型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文$华"蒋$选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2"%%""#

摘$要"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剩余-的情况下"非农部门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引发农
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不利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技能!

岗位匹配模型的分析表明"在技能!岗位正向排序匹配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经营可以通过提高农
业部门的岗位复杂度为原本,技能剩余-的农村劳动提供有效的技能!岗位匹配"进而缓解高技能
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失"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 采用%"2%&%"2#和%"24年,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确实存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
性"而农民合作社的组建也确实能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的技能!岗位匹配效率
抑制其非农转移行为"进而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 因此"在非农部门向高质量发展
转型的同时"农业部门也应通过组织化经营等途径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
中"应注意适度提高岗位复杂度"并保障技能!岗位的正向排序匹配和匹配效率报酬的实现"以有
效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岗位匹配%岗位复杂度%人力资本积累%农民组织化经营%农
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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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进而必然对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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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要求统
筹城乡发展#要求在繁荣城市的同时振兴乡村& 要实现乡村振兴#同样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但当前中国
农村劳动力呈现剩余与流失并存的现象!秦晓娟等#%"2="

'2(

& 对比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
人口比例已显著下降!许庆等#%"2&"

'%(

$但对比高收入国家#仍需至少再降2=*&个百分点!蔡窻#%"2<"

'!(

&

因此#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依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然而#由于非农部门有选择地
优先吸收高技能劳动力#使得农业部门在剩余劳动力未全部转移的情况下又面临因高技能劳动力流失带来
的人力资本积累困境!郭剑雄等#%""3$郭剑雄%"22$蔡窻#%"2&"

'#;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本流失
间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在经典的刘易斯1费景汉1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直至农
村劳动力变为短缺资源#使得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技能劳动力需
求#进而实现农业发展动力由)物质资本1技术*转化为)人力资本1技术*& 然而#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农
村劳动力转移只是数量上的减少#不伴随质量上的降低!刘星等#%"2%"

'&(

#而现实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往
往会存在被)择优吸收*的问题& 对此#郭剑雄!%""3"放松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质性假设#在异质性前提
下进行拓展研究#认为当人力资本积累内生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中#且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
大于非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时#该模型机制依然成立'<(

& 但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实践中#农业部门
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通常是低于非农业部门的& 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流失并存虽然可能对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影响不大#但会阻碍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并加深城乡二元结构& 那么#如何在农村剩余劳动
力继续转移的同时#减少或防止农村人力资本的过度流失#是当前需要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理论机制层面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文献非常多#但大多研究的是同质性转移#鲜有研究探讨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质性转移行为及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对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异
质性转移#已有研究主要从技能1岗位匹配视角进行解释& 比如#?(9H8:(H和'(BG)!%"2""利用技能1岗位
匹配模型对不同国家间的技能劳动力转移行为进行分析'3(

#彭国华!%"2="借鉴其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东
西部地区的技能劳动力流转行为进行研究'2"(

& 但相关研究更多的是探讨非农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问题#而
忽视对农业部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研究& 根据劳动力岗位1技能匹配理论#劳动力的工作岗位与其技能之
间存在正向匹配!彭国华#%"2="

'2"(

& 传统农业的岗位复杂程度低于非农产业#因此在均衡状态的传统农业
部门中#较低技能劳动力岗位配置的效率相对更高$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非农部门产生更多的技能型工作
岗位#其对应的匹配效率报酬会更多地吸引农村较高技能劳动力&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较
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失是非农部门不断扩张和劳动力基于岗位1技能匹配进行)自选择*双重作用的结
果& 因此#如果在农业部门内部能够提供与农村较高技能劳动力相匹配的岗位及相应报酬#则有可能减少
较高技能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再具有选择性!转移劳动力中较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相
对较高"&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也不断转型升级& 农业
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即农村劳动力"上看#主要体现为农民组织化经营& 组织是指由
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要求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以及行为准则$农民组织化就是通
过一定的原则和机制将分散的传统农民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社会集体& 其中#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和收益为主要目的的农民组织化就会产生农民组织化经营#即小规模%低效率分散从事低收益农业生产经
营的农民联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集中从事更大规模%更高效率和更高收益的农业生产经营!

&

"&

文$华!蒋$选"农民组织化经营会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吗%

!目前#学界对农民组织化经营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统一的认识#并存在多个相关概念#如农业组织化经营%农
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民专业化经营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指向是存在差异的#但不少文献将其混用& 本文选用)农民组织化经
营*是基于本文研究内容的考虑#即农民的组织化将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生产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此外#准确地讲应是
)农民组织化生产经营*#为表述的方便本文将其简化为)农民组织化经营*&



农民组织化经营是对传统小农经营模式的变革!郭凯明#%"2&"

'22(

#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同时还对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产生影响& 相关研究主要从农业生产效率%益贫%增收等角度探讨农民组织化经营的效
益#而对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不足& 虽然有研究分析农民组织化经营模式下
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常明明#%"2<"

'2%(

#也有研究注意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现象!RD:e-CGHD)#

%""=$郭剑雄#%""3$刘星等#%"2%$ D̂: GHD)#%"2#$苏昕等#%"2&"

'2!('#('&('2#('2=(

#但均未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的变革与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联系起来& 沈鹭等!%"2&"虽然对农民组织化经营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
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对农民组织化经营下的异质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选择进行探讨'24(

&

实际上#农民组织化经营通常会提高农业部门的岗位复杂度#使农业岗位也具有技能)门槛*#而岗位复
杂度与劳动力技能的匹配性又会对异质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
资本积累& 因此#以农民组织化经营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能够对因在农业部门内部技能1岗位无
法有效匹配而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高技能劳动者的转移行为起到抑制作用#缓解农业部门高人力资本劳动力
的流失#进而提高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基于此#本文利用技能1岗位匹配模型从理论上分析
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业部门异质性劳动力非农转移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d/N"%"2%%%"2#和%"24年的数据检验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否存在选择性#进而运用重复横截面
双重差分法及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检验农民组织化经营能否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
性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双重剩余*过程中有效避免高技能劳动力过度流失提供政策
启示&

二&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9H8:(H和'(BG)!%"2""以及彭国华!%"2="的技能1岗位匹配模型构建理论框架'3;2"(

#其有三
个核心定理+一是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岗位复杂度之间存在不同的匹配效率#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
劳动者与其岗位复杂度具有更高的匹配效率#且这种匹配优势会随着岗位复杂度提高而增强$二是劳动者
技能水平与岗位复杂度满足正向排序规律#均衡状态下#劳动者会根据自己的技能水平寻找最优匹配岗位
以使全社会的就业效率最优$三是工资增长率与匹配效率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

本文假定+第一#经济系统由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组成#劳动力为唯一生产要素#每单位劳动力提供2单
位劳动供给& 第二#两部门劳动力存在技能异质性#其技能分布取值范围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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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两部门岗位复杂度存在异质性#其岗位复杂度分布取值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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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市场均衡服从正向排序定理#即高技能劳动者匹配高复杂度岗位#

低技能劳动者匹配低复杂度岗位&

27劳动力不能跨部门转移条件下的技能!岗位匹配
图2刻画了在劳动力不能跨部门转移条件下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技能1岗位匹配状况& 其中#横轴表

示劳动力技能水平#农业部门劳动力技能水平包含于非农部门中$纵轴表示岗位复杂度#农业部门岗位复杂
度包含于非农部门中& I!D"

=P

为均衡状态下的农业部门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 由于农业部门岗位复杂度
分布范围较窄#因此总能找到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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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

#使得D

=P

)

*

D

*

(

D#则技能水平为D的劳动力虽然也有工作岗位
与之相匹配#但其技能水平高于岗位复杂度的要求#进而产生)技能剩余* !即其可以匹配更高复杂度的岗
位"& I!D"

B=

表示均衡状态下的非农业部门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 相对于农业部门#非农部门具有更宽的
岗位复杂度分布范围#在劳动力技能1岗位正向排序匹配的作用下#不同技能劳动力与其对应复杂度的岗
位相匹配#因而其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相对于农业部门更加陡峭且平滑&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部门出现大量不同复杂度的工作岗位#而农业部门依然依赖传统的小农经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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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其岗位复杂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动& 这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存在两个层面的剩余+一是典
型的)刘易斯剩余*#即由于劳动力数量过多的)数量剩余*$二是)质量剩余*!本文也称之为)技能剩余*"#

即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供给大于现有岗位对劳动力技能水平的需求#使得劳动力的部分技能没有得到相应的
回报& 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相互封闭的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剩余*#但
由于两部门间劳动力无法自由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而这种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扭曲将进一步强
化二元经济结构&

图2$劳动力不能跨部门转移条件下的技能)岗位匹配曲线
注+在劳动力不能跨部门转移条件下#农业与非农部门的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相互分离#各自形成正向排序匹配$农业部

门劳动力的)双重剩余*因劳动力不能跨部门流动而比较严重&

%7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条件下的技能!岗位匹配
图%刻画了在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条件下的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技能1岗位匹配状况& 由于农业部门劳动

力可以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得非农部门技能方程从原来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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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非农部门
的工作岗位具有更高复杂度#因此其会向非农部门转移& 在.

D右侧#I!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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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部门低技能
水平的劳动力!D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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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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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非农部门的一些工作岗位可能具有更低复杂度#与之匹配可以获得更高的
效率工资#因此其也会向非农部门转移& 而农业部门的其他劳动力!D

(

*

D

*

D

R

"则由于两部门提供的工资
水平相同而不发生转移行为& 随着农业部门两端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原匹配方程I!D"

=P

逐步向I!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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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近#使得农业部门的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图%$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条件下的技能)岗位匹配曲线
注+在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条件下#农业与非农部门技能1岗位匹配曲线重合!A1F"#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双重剩余*因劳

动力跨部门流动而得到缓解#两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以及质量!平均技能水平"在新均衡点都发生变化&

在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条件下#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因非农转移而减少#而其质量的变化则取决于高技
能劳动力转移量与低技能劳动力转移量的相对比例& 如果低技能劳动力转移比高技能劳动力转移相对更
多#那么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就有所提高$反之则相反& 在%"世纪<"年代初#中国工业部门以粗加
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因此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部
门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并未明显降低&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升级导致非农部门岗位所要求的
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进而表现为对农业部门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吸纳#使得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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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水平有所下降&

!7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劳动力技能!岗位匹配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小农经济#农民组织化经营提高了农业部门内部的岗位复杂度!李宾等#%"2#"

'2&(

& 随着农
民组织化经营模式的不断成熟#农业部门内部产生了新的职业需求#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罗明忠等#

%"2<"

'2<(

& 基于理性人假设#任何组织的形成都以其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农民组织化经营可以
看作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郭红东等$%""#$邓衡山等#%"22"

'23;%"(

& 然而#组织化经营对劳动力素质是
有一定要求的#只有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才能在组织化经营中获得潜在最大利益!周应恒等$

%"24"

'%2(

& 因此#农民组织化经营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行为有异质性影响& 当组织化经营提高农
业部门内部岗位复杂度后#将降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技能剩余*& 这时#原)技能剩余*的劳动力可能在农
业部门内部找到与其技能水平相匹配的岗位#并能获得与非农部门相同或更多的收益#那么其向非农部门
转移的动机和行为都会减少&

图!刻画了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技能1岗位匹配的影响& 当组织化经营使得农业部门
最低技能水平由:

=P

)

上升至:

=Pj

)

%最高技能水平由:

=P

O

上升至:

=Pj

O

时#农业部门存在技能水平D

2

及D

@

#低技能水
平!D

=P

)

*

DrD

2

"和高技能水平!D

@

rD

*

D

=P

O

"劳动力同样会因寻求最优匹配效率而向非农部门流转#但此时的
农村平均技能水平高于图%&

图!$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劳动力技能)岗位匹配的影响
注+在农民组织化经营的影响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质量!平均技能水平"有所提高#均衡区间从原来的A1F变为?1/&

根据岗位1技能匹配理论#劳动力技能与工作岗位之间存在正向排序匹配& 由于传统农业岗位复杂程
度低于非农产业#在劳动力不能在部门间转移的均衡状态中#农业部门的高技能劳动力无法在农业部门内
部找到有效匹配的岗位#进而产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双重剩余*& 工业化的推进使非农部门产
生大量多层次的技术型工作岗位#其对应的匹配效率报酬吸引大量农业部门的)技能剩余*劳动力和低技能
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缓解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双重剩余*$但非农部门的产业升级会导致其优先吸
纳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不断增强#进而可能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降低#不利于农业部门的
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 农民组织化经营使得农业部门内部的工作岗位同样具备了一定)技能门槛*#使
农业部门部分原)技能剩余*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农内转移实现技能1岗位有效匹配#从而抑制)技能剩余*劳
动力因技能1岗位无法有效匹配而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进而缓解选择性转移对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的不
利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农民组织化经营会提高农业部门内部岗位复杂度#使高技能劳动力
可以通过农内转移实现技能1岗位的有效匹配#进而对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非农转移具有抑制作用&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
27检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法!/8WWGCG:IG;8:;V8WWGCG:IG-98:BCGLGDHGV IC(999GIH8(:D)VDHD"及基于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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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_NP;/1/"进行实证检验& 双重差分法!/1/"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评估#其主要
思想为对比干预组!也称为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能较好地规避遗漏变量及反向因果关
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法要求截面数据集对应不同的时间段#进而对比干预组与对照
组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 使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是每一个时间段的个体样本是随机产
生的#此时前一个时间段的样本可以作为后一个时间段对照组与干预组的对照& 当只有两个时间段时#其
估计方程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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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个体:在"期的行为$S

:"

!YT

:

!

@

"

"表示个体效应#T

:

为个体是否受到干预的二元变量#@

"

为个体是否处于受干预时间段的二元变量$U

*

:"

表示控制变量& 当个体效应S

:"

在控制变量U

*

:"

的条件下随机
时#可用0dN估计模型#其系数

'

2

体现个体效应&

首先#需要确定个体是否受干预的识别标准& 进入%2世纪以来#在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中国农民组
织化经营组织发展迅速#其中#农民合作组织因惠农范围广而更是受到重点扶持!张连刚等#%"24$赵晓峰
等#%"24"

'%%;%!(

#农民合作社在农业部门得到快速推广& 截至%"2&年22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达到了233*3万家#入社的农户超过2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k

'%#(

& 因此#本文以样本村是否
已组建合作社作为个体是否受干预识别标准+如果个体所在村在调查年份已组建合作社#则其非农转移行
为受到农民组织化经营的影响$如果个体所在村在调查年份未组建合作社#则其非农转移行为未受到农民
组织化经营影响&

其次#需要确定是否受干预的时间节点& 本文将受干预的时间节点选在%""<年& %""4年2"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并在%""&年&月2日开始实施& 由于?d/N实施调查的年份是
在%""<年以后#并且在调查中并未记录样本村组建合作社村的具体年份#因此其劳动力非农转移行为的回
顾式调查与样本村是否已组建合作社的现时式调查之间出现冲突& 但农民的非农转移行为是权衡非农收
益与务农收益之后的)自选择*过程#政策变化会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行为#以%""<年作为干预产生的
时间节点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此外#本文以样本村是否组建合作社作为区分对照组及干预组的依据#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
经营与村级特征具有相关性#因此在传统/1/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_NP;/1/方法以验证研究结果的
稳健性& 倾向得分匹配不依赖线性假定#而是依据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近似程度给予不同权重#进而能更好
地避免由控制变量差异引起的选择性偏误& 首先将村级特征运用d(B8H模型进行估计并获得倾向得分#然后
运用落入共同区间的村级样本重新匹配个体数据#平均处理效应测算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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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2

和'

L

"

分别表示已组建合作社村%""<年前后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选择#'

2

2

和'

2

"

分别表示未
组建合作社村%""<年前后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选择$@的取值为"和2#分别表示个体样本所在的村是否
已组建合作社$S为控制变量&

%7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d/N"%"2%%%"2#和%"2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d/N是目前唯

一既统计劳动力流动又包含村合作社组建信息的大型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每%年调研
一次& 根据研究目的#只选取农村人口#并删除受干预前和受干预后年龄超过4#岁及低于2=岁的样本& 此
外#由于?d/N对劳动力转移信息采用回顾式调查#受访者的转移信息不随调查年份而不同#因此对不同年
份的重复样本予以删除#最终获得## %4<个样本#其中%"2%%%"2#和%"24年数据库中分别为3 "#=%2< 24#

和2& "=3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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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询问了受访者2#岁以来是否迁移及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因此将2#岁后有过迁移以及有过外
出务工经历的个体都视为有非农转移行为的样本& 样本非农转移发生的年份区间为23#31%"24年#而农村
劳动力转移真正快速增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因此只保留23&31%"24年非农转移的样本#共计4 3#3个样
本#其中%"2%%%"2#和%"24年数据库中分别为% 2&&%% %4"和% =2%个样本& 结合总样本#将23&<1%""<年
非农转移以及截至%""<年2=14#岁未转移劳动力作为第一时期样本!共%% 4&4个"#将%""<1%"24年非
农转移以及截至%"24年2=14#岁未转移劳动力作为第二时期样本!共%2 =3%个"&

通过与个体数据相匹配#最终得到!"4个村样本#其中#截至%"24年已组建合作社的村有2%3个#未组
建合作社的村有2&&个& 由于合作社组建与否可能受村级特征影响#采用_NP;/1/方法降低由村级特征差
异引起的选择性偏误& 通过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后获得%!"个村样本#其中已组建合作社的村有22"个#

未组建合作社的村有2%"个&

!7数据分析
表2报告了样本农村劳动力与非农转移劳动力的学历%性别及年龄结构变化的情况& 从学历结构看#农

村劳动力与非农转移劳动力间学历为未上学%小学的占比差从Z2*!=k%#*&%k下降为Z3#<4k%Z#*=&k#表
明相对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劳动力中低学历劳动力占比下降更明显$与之相反#农村劳动力与非农转移
劳动力间学历为初中%高中及以上的占比差从%*"3k%Z=*#4k上升为<*#<k%=*3#k#表明非农转移劳动力
中高学历劳动力占比上升更明显& 可见#从时间趋势上看#非农转移劳动力具有高技能化趋势& 从性别结
构以及年龄结构看#非农转移劳动力则表现为男性化和年轻化特征!详见表2"& 通过简单对比可以认为#当
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确实存在趋向高人力资本的选择性&

表2$农村劳动力$A%与非农转移劳动力$F%劳动力结构变化比较5k

农村劳动力
!A"

转移劳动力
!F"

!A";!F"

农村劳动力
!A"

转移劳动力
!F"

!A";!F"

所处期间 bY" bY2

未上学 %2*<2 %"*#4 Z2*!= %2*&4 22*3" Z3*<4

小学 !%*=< !&*!" #*&% !%*42 %<*"# Z#*=&

初中 !"*#! !%*=% %*"3 !"*#4 !<*3# <*#<

高中及以上 2=*2< 3*&% Z=*#4 2=*2& %2*2% =*3=

女性 =2*34 #3*= Z%*#4 =%*"4 #%*3& Z3*"3

男性 #<*"# ="*= %*#4 #&*3# =&*"! 3*"3

%"岁以下 %"*%! #*&= Z2=*#< 2!*4& 2"*&# Z%*3!

%2 l#"岁 !!*%< =3*!< %4*2" %=*<2 =3*&# !!*3!

#2岁以上 #4*#3 !=*<< Z2"*42 4"*=! %3*=% Z!2*"2

$$由于本文采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法估计#各变量需要满足共同趋势特征& 表%和表!分别为本文控
制变量的赋值方法和描述性统计& 统计分析显示#两组样本中的多数变量并未出现显著的系统性差异#为
了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在模型中对上述变量均予以控制& 本文以样本村有无组建合作社为是否受干预
的依据#以%""<年为干预前后的时间节点#采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法分析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村劳动力
非农转移的影响& 然而#样本村是否组建合作社可能受其自身特征的影响#表%的H检验结果也显示两组样
本的村级特征确实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同时采用_NP;/1/对样本进行估计#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

文$华!蒋$选"农民组织化经营会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吗%



表%$控制变量的赋值方法
变量 赋值方法

个体特征
性别 男Y2#女Y"

学历 文盲Y2$小学Y%$初中Y!$普通高中Y#$职业高中Y=$技校Y4$中专Y&$

大专Y<$大学Y3$硕士Y2"

年龄 青少年'2##%"(Y2#中年'%2##"(Y%#老年'#2#4=(Y!

婚姻状况 有婚姻关系!初婚5再婚"Y2$无婚姻关系!未婚5离异5丧偶5同居"Y"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Y2$健康Y%#一般Y!$比较不健康Y#$非常不健康Y=

资格证书 已获得职业证书或者接受过专业培训Y2$未获得职业证书或没有受过专业培训Y"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同住家庭成员数量
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52" """

家庭地位 2#岁时家庭社会地位!2 l2"等级评价#值越大表明社会地位越高"

家庭耕地规模 家庭耕地面积!亩"

村级特征
离县城最短距离 本村至最近县城距离!OJ"

政府财政补贴 本村是否提供农业经营财政支出!是Y2#否Y""

务农劳动力占比 本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占比
自然灾害 本村所遭受自然灾害类型!干旱2#洪涝Y%#其他Y""

非农经济 本村是否存在非农经济!有Y2#没有Y""

人均耕地面积 本村农用耕地面积!亩"5本村户籍人口数

表!$样本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未组建合作社 已组建合作社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P!2";P!%" HsHG9H

个体特征
$性别 "*#32 &" "*#33 3# "*#<# 2" "*#33 &4 Z"*""& 4" 2*=3# =

$学历 %*4<4 %# 2*424 !% %*4<% %= 2*4== "4 Z"*""! 33 "*%=# =

$年龄 %*!4= !% "*&=2 << %*!=4 =# "*&%< =% Z"*""< &< 2*%%# 4

$婚姻状况 "*&33 == "*#"" !# "*<"# 34 "*!34 %# "*""= #" Z2*#2< #

$健康状况 %*!=% 24 2*"22 2= %*!!& =! 2*"!= %# Z"*"2# 4# 2*="2 2

$是否获得资格证书 "*"<& =# "*%<% 4! "*"3" %< "*%<4 =3 "*""% &= Z2*"2% 2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4%! <3 2*33! &3 #*43# <3 2*34# 2& "*"&2 "2 Z!*&=3 3

$家庭收入 !*4=3 <2 !*"#" 23 #*"2" &< !*"!% !" "*!=" 3& Z2%*22= <

$家庭地位 !*%%% << 2*&<# "% !*%%< <& 2*&43 <& "*""= 33 Z"*!=! #

$家庭耕地规模 #*"=& %< !*322 == =*244 "4 #*!"! <& 2*2"< &< Z%<*!<"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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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M

变量 未组建合作社 已组建合作社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P!2";P!%" HsHG9H

村级特征
$离县城最短距离 %!*&#4 =4 %2*#3! 3< %4*<2" 24 %%*32# 33 Z!*"4! 4" Z2#*#3& !

$政府财政补贴 "*4#" <% "*#&3 && "*&"2 %< "*#=& &2 Z"*"4" #& Z2!*#34 4

$务农劳动力占比 "*4!= 4& "*!#& 2# "*4#= !& "*!#% &< Z"*""3 &2 Z%*3#< <

$自然灾害 2*<2= != "*""= #% 2*&&% != "*""= 3< "*"#! "" =*!!" "

$非农经济 "*%3# &4 "*#== 3= "*!%! 2# "*#4& 43 Z"*"%< !< 4*"== 3

$人均耕地面积 2*&=4 "% "*#%3 #4 2*&!" =! "*##! 43 "*"%= #3 Z##*%<& #

四&检验结果
27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表#和表= 分别报告了无控制变量和有控制变量的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两者估计系数的显
著性及正负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只有系数值的微小差异& 对总样本的分析无法捕捉到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
的异质性变化#进一步将样本按学历%性别和年龄划分不同样本组进行估计& 从表#来看!表=类似"#在学
历为初中以上的样本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前相差Z"*<个百分点#在%""<年后相差Z!*"个百分
点#差异为Z%*%个百分点#且在=k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男性样本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前相差
"*!个百分点#在%""<年后相差Z%*3个百分点#差异为Z!*%个百分点#且在2k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年
轻样本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前相差Z"*4个百分点#在%""<年后相差Z!*<个百分点#差异为Z!*!

个百分点#且在2k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而在女性样本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前相差Z"*=个百分
点#在%""<年后相差Z"*&个百分点#差异为Z"*%个百分点#但不具有显著性$在年老样本中#/1/估计结果
也不显著& 从上述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数量上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然而#相对于未受农民组
织化经营影响的样本而言#受农民组织化经营影响的样本中学历较高%男性及年轻的非农转移劳动力数量
下降更加明显#而其正是选择性转移的主要群体& 由此可见#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在农民组织化经营的影
响下)优质*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行为受到一定抑制&

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估计$无控制变量%

? b /!b;?" ? b /!b;?" /1/ H 总和
总样本 "*2&= "*243 Z"*""4 "*2!4 "*2#" "*""# "*""3 2*!=

+ 2% %3% 2" !<# 22 4%3 3 34! ## %4<

学历初中以上 "*2<% "*2&# Z"*""< "*2&# "*2## Z"*"!" Z"*"%%

%*"&

!!

+ = ##2 # 3!3 = !3< # 3<" %" &=<

男性 "*2&% "*2&= "*""! "*2== "*2%4 Z"*"%3 Z"*"!%

!*%%

!!!

+ 4 "22 # 3<% = &=2 # <4< %2 42%

女性 "*24< "*24! Z"*""= "*22< "*222 Z"*""& Z"*""% "*2&

+ 4 %<2 = #"% = <&< = "3= %% 4=4

年轻 "*%2= "*%"3 Z"*""4 "*%23 "*2<" Z"*"!< "*"!!

%*3!

!!!

+ 4 4!3 = =!< = "%# # 23#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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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N

? b /!b;?" ? b /!b;?" /1/ H 总和
年老 "*2#& "*2#4 Z"*""2 "*"&# "*"&% Z"*""% Z"*""2 "*2!

+ = 4=! # <#4 4 4"= = &43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2"k%=k和2k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各组样本量个数#?表示对照组#b表示干
预组#下表同&

表=$重复横截面双重差分估计$有控制变量%

? b /!b;?" ? b /!b;?" /1/ H 总和
总样本 "*%=" "*%#4 Z"*""# "*%2# "*%2< "*""= "*""< 2*%=

+ 22 3&! 2" 2&" 22 !43 3 &3! #! !"=

学历初中以上 "*2&" "*24! Z"*""& "*242 "*2!2 Z"*"!" "*"!"

$%*2<

!!

+ = !4% # 32" = !%" # 3#< %" =#"

男性 "*!"" "*!"# "*""# "*%<# "*%=& Z"*"%& Z"*"!2

!*2%

!!!

+ = <4# # <<% = 42= # &<& %2 2#<

女性 "*%2% "*%22 Z"*""2 "*24= "*24" Z"*""4 Z"*""= "*=2

+ 4 2"3 = %<< = &=# = ""4 %% 2=&

年轻 "*%%! "*%%# "*""2 "*%#3 "*%2< Z"*"!" Z"*"!!

%*34

!!!

+ 4 #<4 = ##" # 324 # 2%# %" 344

年老 "*222 "*2"& Z"*""# "*"#% "*"#" Z"*""! "*""2 "*2&

+ = #<& # &!" 4 #=! = 443 %% !!3

%7_NP;/1/估计结果
使用_NP;/1/估计方法#需要满足平衡性及共同支撑的前提假设& 平衡性假设要求干预组和对照组在

匹配后其村级特征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是平衡性假设检验结果#匹配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变量的差异减少#

接受两组间无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匹配后村级特征变量在对照组与干预组间没有显著差异#符合平衡性假
设& 共同支撑假设要求匹配的倾向得分核密度有足够的重叠& 图#给出了干预组与对照组匹配前后的倾向
得分核密度分布#匹配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倾向得分重叠部分有了明显的改善#说明匹配后的样本满足共同
支撑假设& 通过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后#对未落入共同区域!?(JJ(: N-LL(CH"的村样本予以删除#再将其与
个体数据进行匹配& 表&报告了_NP;/1/估计结果#与表#和表=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分析
结论是稳健的&

表4$样本匹配后村级特征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均值
干预组 对照组 偏差 变动偏差 H检验 L值

离县城最
短距离

匹配前 %<*4"# %%*#<4 %&*! %*!< "*"2<

匹配后 %#*3!& %<*!3< Z2=*# #!*# Z2*"4 "*%<<

政府财政补贴 匹配前 "*43< "*4"= 23*4 2*4< "*"3!

匹配后 "*4&! "*4#<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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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O

变量 样本 均值
干预组 对照组 偏差 变动偏差 H检验 L值

务农劳动力占比 匹配前 "*4!3 "*42< 4*" "*=2 "*4"&

匹配后 "*4%< "*4!! Z2*= &#*& Z"*22 "*324

自然灾害 匹配前 "*#22 "*%#! !4*! !*2& "*""%

匹配后 "*!=# "*#%< Z2=*3 =4*2 Z2*"! "*!"!

非农经济 匹配前 2*432 2*&%< Z<*! Z"*&2 "*#&&

匹配后 2*4<# 2*&4& Z2<*2 Z22<*! Z2*%= "*%2!

人均耕地规模 匹配前 2*3#% 2*%3" !4*" !*%" "*""2

匹配后 2*=%= 2*4!< Z4*% <%*& Z"*#< "*4!%

图#$匹配前后的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

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
? b /!b;?" ? b /!b;?" /1/ H 总和

总样本 "*%3% "*%32 Z"*""2 "*%=2 "*%=& "*""4 "*""& "*3"

+ < 2<& < 3<# & &%" < =<% !! #&!

学历初中以上 "*2== "*2=4 "*""2 "*2#4 "*2%! Z"*"%# Z"*"%#

%*"<

!!

+ ! 4#& # %<3 ! 4%" # !%! 2= <&3

男性 "*%#< "*%#& Z"*""2 "*%2! "*23! Z"*"%" Z"*"23

2*43

!

+ # "#3 # !"" ! <=# # 2&" 24 !&!

女性 "*%%= "*%%% Z"*""! "*2<" "*2&" Z"*"2" Z"*""4 "*&%

+ # "&& # 4%" ! <!& # !4< 24 3"%

年轻 "*%%# "*%#% Z"*""2 "*%42 "*%!< Z"*"%! Z"*"%%

2*&#

!

+ # !=" # &!% ! !"< ! =34 2= 3<4

年老 "*22% "*22% "*""" "*"= "*"#2 Z"*""< Z"*""< "*3!

+ ! &=4 # 243 # !&4 # 3!<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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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岗位1技能匹配理论#当农业部门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提高时#原本存在)技能剩余*的劳动力可

能会因在农业部门内部可以实现岗位1技能的有效匹配而减少向非农部门转移$而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劳动
力的素质以及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高了农民对农业生产潜在收益的预期#进而可以抑制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选择性转移&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作用机制的现实存在性#本文依据?d/N对个体
的询问事项#将)能力与技能发挥评价*)外出务工评价*)农业生产评价*)农村生活评价*及)外出务工预期
评价*作为技能1岗位匹配效率及农民对农业生产潜在收益预期的替代变量#以其测评值为被解释变量#以
样本村)是否组建合作社*为核心解释变量!农民组织化经营实施与否的替代变量"#并对样本的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及村级特征予以控制#进而检验农民组织化经营能否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1岗位匹配及其农业生
产潜在收益预期产生显著影响&

表<为运用d(B8H模型分析的结果& 其中#P2以)能力与技能发挥的满意度*作为技能1岗位匹配效率
的替代变量!

#)是否组建合作社*的系数在2k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村劳动力的技
能1岗位匹配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P%%P!及P#分别以)外出打工比在家务农好*)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重
要*以及)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活*作为农业生产潜在收益预期的替代变量"

#)是否组建合作社*的系数均
在2k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农民组织化经营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潜在收益预期的提高& 技能1

岗位匹配效率及农业生产潜在收益预期的作用最终都会反映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意愿上#基于此#P=

以)外出打算*作为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意愿的替代变量#

#)是否组建合作社*的系数在=k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农民组织化经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具有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农民组织化经营会通过影响农
村劳动力的技能1岗位匹配效率%农业生产潜在收益预期及非农转移意愿来影响其非农转移行为#缓解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选择性非农转移#进而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

表<$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P2" !P%" !P!" !P#" !P="

能力与技能
发挥满意度

外出打工
比在家务农好

农业生产
越来越不重要

越来越不
适应农村生活 外出打算

是否组建合作社 "*"== <2

!!!

Z"*"!% 2=

!!!

Z"*"4" !2

!!!

Z"*"!2 =3

!!!

Z"*"24 #"

!!!

!3*!<" !Z!*!3" !Z&*!<" !Z=*%!" !Z%*&3"

性别 "*"#& 3<

!!!

Z"*"%! %"

!!

"*"!! !%

!!!

"*"%< 44

!!!

"*"4" "3

!!!

!<*22" !Z%*=2" !#*%%" !#*34" !2"*!""

学历 "*""= =#

!!!

"*""! 4=

"*""4 4=

!!

"*""2 && "*""! 2"

!%*42" !2*"&" !%*!"" !"*32" !2*=="

年龄 Z"*""3 !&

!!!

"*""" #=

Z"*""2 4"

!!!

Z"*""= "4

!!!

Z"*""# 3!

!!!

!Z#%*3<" !2*"4" !Z#*!<" !Z23*%3" !Z2<*#!"

婚姻状况 "*""2 3< "*"2& 33

"*"3< !%

!!!

"*"<! =%

!!!

"*""4 #=

!"*%%" !2*%%"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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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满意度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视为技能1岗位匹配样本#并赋值2$将)一般*)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视为技
能1岗位未匹配样本#并赋值"&

赞同和比较赞同)外出打工比在家务农好*)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活*的赋值为2#无所谓%不
赞同和非常不赞同的赋值为"&

)未来打算外出或者准备外出*的赋值为2#否则赋值为"&



续表P

变量
!P2" !P%" !P!" !P#" !P="

能力与技能
发挥满意度

外出打工
比在家务农好

农业生产
越来越不重要

越来越不
适应农村生活 外出打算

健康状况 Z"*""= %!

!

"*"%" 34

!!!

Z"*""! %&

"*"2% &3

!!!

"*""# <2

!Z2*&"" !#*#<" !Z"*<2" !#*!%" !2*4%"

资格证书 Z"*"24 <3

"*"=< &3

!!!

"*"#% 2!

!!!

Z"*"%% #4

!!

"*"=4 &!

!!!

!Z2*=4" !!*#=" !%*<&" !Z%*"%" !&*2%"

家庭人口 Z"*""4 "3

!!!

"*"2# 22

!!!

"*""! #!

!

"*""= 23

!!!

"*""% %<

!Z!*!!" !4*"%" !2*&2" !!*=%" !2*42"

家庭收入 "*""" 2! Z"*""" 2< "*""" %< "*""" "% Z"*""" 24

!2*24" !Z2*2#" !2*#!" !"*2&" !Z"*<""

家庭地位 "*""2 #" Z"*""! &4 "*""2 2& "*""2 34 Z"*""" #!

!"*<4" !Z2*!&" !"*#<" !2*2!" !Z"*%="

家庭耕地面积 "*""" <3

!!!

"*""" "2 "*""" "! Z"*""" "" Z"*""" 22

!!*!#" !"*%#" !"*3=" !Z"*"&" !Z2*"3"

人均耕地面积 Z"*""< <"

!!!

Z"*"%! 44

!!!

Z"*"%2 33

!!!

Z"*"22 "3

!!!

"*""& "2

!!!

!Z!*#2" !Z=*<&" !Z4*="" !Z#*#&" !%*&&"

非农经济 "*"#" 44

!!!

Z"*"!& ="

!!!

"*"4! 3&

!!!

"*"24 4<

!!

Z"*"2= 4<

!!

!=*<#" !Z!*%!" !4*&=" !%*!&" !Z%*24"

自然灾害 Z"*"2# %4

!!

Z"*""3 =% "*""" 44

Z"*"%" &=

!!!

"*""" <2

!Z%*"4" !Z"*3"" !"*"&" !Z!*%!" !"*2%"

务农劳动力占比 Z"*""" "%

"*"%3 "&

!!!

"*"2& &!

!!

"*""4 !%

"*"%! <3

!!!

!Z"*"2" !!*23" !%*%<" !2*2"" !#*4%"

政府财政补贴 Z"*""" "&

Z"*""" %4

!!

Z"*""" 2<

!

Z"*""" 2!

!

Z"*""" #&

!!!

!Z2*"2" !Z%*%=" !Z2*&&" !Z2*43" !Z=*!""

离县城最短距离 "*""" 33

!!!

Z"*""" 2< Z"*""" %<

"*""" =4

!!!

Z"*""" "%

!4*44" !Z"*&<" !Z2*##" !#*2=" !Z"*24"

+ %& 2%= 22 3%! 22 3!4 22 3%! 22 %2"

IM8% !4%*=4 !=4*&< !%=*4& =3=*<4 <3&*<!

_CGV8IH &4*<#k &4*<4k &=*&=k <<*==k <3*4"k

$$注+括号内数值为经过村级层面?)-9HGC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最后一栏中dK与IM8%为系数联合显著检验统计
量#_CGV8IH反映模型估计概率与真实概率的拟合情况#其值越高#则拟合度越高&

五&结论及启示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仍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而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对

滞后又使农业部门的岗位复杂度相对较低#导致部分高技能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的技能1岗位匹配
出现)技能剩余*#进而形成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剩余*& 同时#非农部门的转型升级使其岗位复
杂度进一步提升并选择性吸纳高技能劳动力#这为农村)技能剩余*劳动力寻求有效的技能1岗位匹配提供
了机遇和条件#进而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产生高技能劳动力相对较多的选择性&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的选择性有利于消除农村劳动力的)双重剩余*#但也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数量的积累和结构的优化& 对
此#提高农业部门内部的岗位复杂度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

当前#中国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无疑有助于农业部门岗位复杂度的提高#

进而弱化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 其中#农民组织化经营通过提高岗位复杂度使原本)技能剩余*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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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农业部门内部实现技能1岗位有效匹配#直接影响其就业意愿和行为#进而降低农村劳
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
移确实存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性#而农民合作社的建立也确实可以通过提升高技能农村劳动力在农业
部门内部的技能1岗位匹配效率抑制其非农转移行为#进而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选择性& 可见#农
民组织化经营不但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收益的提高#也有利于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和结构的优化&

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农民组织化经营是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新型工
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组织化经营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路径#农民组织化经营
通过岗位复杂度的提高改进农村劳动力的技能1岗位匹配效率#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

并改善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源状况& 中国农民组织化经营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岗位复杂度
的适度提升#并保障技能1岗位的正向排序匹配及其匹配效率报酬的实现#以强化对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
配置的作用& 对此#政府应鼓励农业生产经营多元主体间的组织化%产业化%合作化行为#引导农村劳动力
积极参与组织化经营#为传统小农生产向组织化经营转变提供适宜环境$要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
民对组织化经营的认识和认同#加强农民组织化经营的经营能力与管理能力#以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的
潜能$要构建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利益保障体系#切实保障留农劳动力的合法利益#尤其应使高技
能农村劳动力在农内转移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在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消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剩余的同时
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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