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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前 , 中国实行的严格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也影响了中国服务

业的增长。研究表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以人口自由流动( 并非人口自由迁徙) 为代表的户籍政策松动 , 为服务业增长

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 , 这种并非到位的改革政策使流动劳动力的收入与消费大幅度分离 , 导致中国服务业未能

获得充足的发展 , 如果对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政策进行改革 , 则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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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

长: 实证分析

( 一) 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 世界范围的考察

从经济发展来看 , 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过

程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引起生活方式的市场化转

变, 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条件。这是因为服务产

品的生产自始就与市场交换相联系。此外 , 由于服

务产品的不可储存性与不可运输性 , 使服务产品

的需求要有足够的人口密集度才能达到规模生产

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 , 服务业发展

与城市化基本是同步的。例如, 从2000年与2003年

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 具

体 数 据 参 见 表1) 来 看 , 可 以 发 现 其 中 明 显 的 线 性

关系。

我们还可以将表1的数据绘制成散点图( 见图1) ,

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

之间的明显相关关系。

使用SPSS软件对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如 下 回 归 方 程 , 这 个 方 程 的 自 变

量———城市化率在1%的水平显著, 具有良好的统计

性质:

Si=33.877+0.381Ci ( 1)

在方程( 1) 中 , Si表示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

重; Ci表示城市化水平。这个方程说明, 城市化率每

提高一个百分点 , 将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

0.381个百分点。但是, 方程( 1) 对中国并不适用。因

为依据这个方程所预测的数据 , 中国在1978年时 ,

服务业比重就应达到40%以上。

( 二) 中国的人口迁徙规模、特征

我们认为 , 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 ,

中国的情形极为特殊。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走的道路

比较独特, 这种特殊表现在数亿劳动力从农村流动

到城市工作, 但是 , 这部分劳动力大多都具有“候鸟

式”迁徙特征。

这种“候鸟式”劳动迁徙的主要表现是人口流

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单身、短期迁移。大量农业

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 , 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户口

和相应的福利 , 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这一点并

不同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永久的、家

庭为主导的迁移。

这种“候鸟式”的劳动力流动 , 使流动人口的收

入与消费事实上是分离的。也就是说, 在中国, 大量

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流回了其来源地 , 而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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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 , 很少在城市本地消

费服务产品。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保证了中国的低

价工业化, 但给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

这种“候鸟式”迁徙出现的重要原因是 , 在改革

开放后 , 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

由 , 另一方面 , 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

破, 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 ,

跨省区的户籍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 , 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开始 , 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中不仅包括具有城

市户口的常住居民 , 而且也包括没有城市户口但到

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 , 还包括相当

部分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 , 以及

相当部分由于统计口径偏差 , 实为农业但被计入城

镇人口的农民①。

对于这部分包含在城市化率但具有“候鸟式”

迁徙特征的人口规模 , 有很多官方及民间机构进行

过研究, 具体研究成果参见表2。

世 界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孟加拉国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伊 朗

日 本

哈萨克斯坦

韩 国

马来西亚

蒙 古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泰 国

土耳其

越 南

埃 及

尼日利亚

南 非

加拿大

墨西哥

美 国

阿根廷

巴 西

委内瑞拉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捷 克

法 国

德 国

意大利

荷 兰

波 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西班牙

乌克兰

英 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2000

66.7

39.0

85.7

72.4

49.2

48.8

36.7

53.0

66.4

50.8

59.5

40.5

48.2

50.2

52.0

62.8

52.8

49.0

59.4

38.7

50.2

27.6

65.6

63.8

67.8

73.9

66.9

64.7

55.4

46.7

56.1

54.6

71.7

68.0

68.1

70.3

62.5

51.1

55.6

66.1

46.6

70.5

70.7

65.7

2003

67.9

41.2

87.5

71.7

52.0

51.2

39.9

47.6

68.3

53.9

62.2

41.8

57.0

53.2

53.2

65.0

54.7

46.3

64.7

38.2

49.8

24.2

65.2

63.8

69.6

75.3

54.1

75.1

54.4

60.1

57.5

57.1

72.8

69.4

69.5

71.6

66.1

52.0

60.7

67.1

45.6

72.4

71.1

65.7

2000

47.4

36.2

100.00

98.8

25.0

27.7

41.0

64.0

78.8

55.8

81.9

56.6

27.7

33.1

58.6

100.00

22.8

19.8

65.8

24.1

42.7

44.1

56.9

78.7

74.4

77.2

88.2

81.2

86.9

69.4

67.5

74.5

75.4

87.5

66.9

89.5

62.3

55.1

72.9

77.6

67.9

89.5

90.7

85.8

2003

48.9

40.5

100.00

98.9

26.8

28.3

44.1

66.1

79.2

55.9

83.5

56.8

29.2

34.1

61.0

100.00

23.8

20.4

67.0

25.4

42.9

46.6

59.2

79.3

75.0

77.9

88.6

82.8

87.6

69.9

67.5

74.7

75.9

88.1

67.4

89.8

63.0

55.7

72.9

78.3

68.2

89.7

91.9

86.1

城市化率( %)
国家和地区

服务业占GDP比重( %)

表1 世界主要国家2000年、2003年的

城市化与服务业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2005) 》。

表2 对中国迁徙人口规模的研究成果

估计结果

1亿劳动力 , 包

括其配偶及儿

女超过1.4亿

1.4 亿( 包 括 农

村 非 农 劳 动

力 等)

7 770.6万 ( 劳

动力数)

1.139 亿 , 其 中

流向大中城市

的占60%

9 546.5万

12 000万

9 490.9万

总 流 动 人 口

1.2 亿 , 其 中 1

亿进入到城市

务工

数据年份

2007

2004

2005

2003

1998

2005

1992

2003

研究方法

直接估计

将 户 籍 人 口 与 城

市 化 率 之 差 进 行

计算

根 据 2005 年 全 国

1%人 口 抽 样 调 查

数 据 以 及 统 计 年

鉴数据进行推算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

社会 学 调 查+抽 样

调查

38万人口抽样调查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

样 调 查 、农 业 部 统

计 数 据 及 劳 动 保

障 部2005年5月 快

速 调 查 统 计 三 方

面 数 据 进 行 综 合

估计

研究者或研究

机构及年份

迟福林( 2008)

陶然 , 徐志 刚

( 2007)

杜鑫( 2008)

国家统计局农

调总队( 2004)

劳动保障部培

训 就 业 司 、国

家统计局农调

队课题组

( 2002)

北师大中国城

市农民工面板

数据调查组

( 2006)

国家计划生育

委员会

劳动和社会保

障 部 课 题 组

( 2006)

序号

1

2

3

4

5

6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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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 , 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农村外流

人口规模的研究结果在8 000万~1.4亿之间 , 我们估

计 , 被 统 计 在 城 市 化 范 围 内 的 流 动 人 口 约 为1.2

亿 , 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1%。考虑到中国大约有

1 000万~2 000万左右的农村非农户籍人口( 如相当

部分乡村教师以及非建制镇的非农业人口) , 可以

推断2006年计算在官方统计“城市化率”内、但没有

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4亿, 大约占全部统

计城市人口( 5.77亿) 的24.5%。也就是说, 中国官方

公布的城市化率中, 1/4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候鸟式”

迁徙人口。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 这种“候鸟式”迁徙人口

特征有两点 : 第一是收入水平较低 ; 第二是大部分

收入被汇回到人口流出地 , 也就是说 , 这部分人口

的收入与消费是分离的。迁徙人口的收入及其汇出

比例是一个较敏感的问题 , 有很多官方的及非官方

的研究机构均对此进行过研究。表3总结了一些较

权威的研究成果。

综合前述研究成果 ,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计出

2006年流动人口的人均月收入为950元左右 , 其在

本地的月消费( 包括由其抚养的人口) 约为500元 ,

汇回老家或带回老家的款项约为5 000元/年。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 》, 2006年中国城市人

均消费支出为8 697元 , 其中服务性支出约为4 184

元, 全国城市服务性消费支出总计为24 143亿元。考

虑到2006年的全部服务业增加值为82 972亿元, 可推

算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29.1%。

进一步考虑到前述非农户籍常住人口的服务

消费 , 我们估计 , 在其消费支出中 , 仅有15%左右系

用于服务性消费支出③, 也就是说, 前述1.4亿人口

中, 其每人每年的服务性支出仅为900元。如果这些

人群的服务性支出能够达到前述平均水平的70%,

即3 000元/年, 则服务性支出将增加3 000亿元。按照

前述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④, 大约能够增加服

务业增加值约10 000亿元, 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

比重约3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 , 推进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及分

配方式改革应是最重要的环节。

下面我们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进一步验证

这一推论是否正确。

( 三) 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 : 中国

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快速推

进, 与此同时, 服务业也获得了快速成长( 具体参见

表4) 。

使用表4的数据 , 我们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 , 以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因变量 , 可以得到如下回归

方程:

Si=8.593+0.806Ci ( 2)

这个方程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 具体估计

情况参见表5。

方程( 2) 表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城市

化率之间高度相关 , 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 可

使服务业在GDP的比重提高0.806个百分点。但是 ,

令我们质疑的是 , 自2000年以来 , 中国城市化率提

表3 关于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收入水平及汇回情况的研究

研究结果

在 被 调 查 农 民 工 的 中 , 每

月 收 入 在 300元 以 下 的 占

3.58% , 300 至 500 元 的 占

29.26% , 500 至 800 元 的 占

39.26% , 800 元 以 上 的 占

27.90%。2004年, 农民工的

月平均收入为780元 , 平均

全年节余3 000元左右。

2003年 月 平 均 收 入 为 781

元, 2006年为953元

平 均 月 收 入 为 966 元 , 人

均 寄( 带) 回 家 乡 的 钱 为4

485元 。 人 均 月 消 费 支 出

为463元

流 动 劳 动 力 将 月 收 入 的

40%寄回老家

平均月收入为823.26元

平均月收入约510元 , 并将

其中的61%寄回家庭

农民工 的 收 入50%以 上 汇

回原地 , 2004年 , 农民工汇

回家的款项总额在1 690亿

元 到3 000亿 元 之 间 , 2005

年 估 计 在1 910亿 到 3 300

亿元之间。

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 000

元 以 下 的 占 90% 以 上 , 其

中有接 近45%的 流 动 人 口

月收入在500元以下。

2004年农民工年平均务工

收入为6 471元 , 比2003年

高 出 882 元 ; 2001 年 ～2004

年平均增长率达8%; 年 平

均寄带回现金3411元。

数据年份

2004年

2003-

2006

2006年

2000

2006

1998

2004、

2005

2004

2004

研究方法

大 范 围 抽 样

调 查

利 用 全 国 农 村

固 定 观 察 点 系

统 所 提 供 的 序

列数据②

统计调查方法 :

城 市 农 民 工 生

活 质 量 状 况 的

专项调查

社会学研究方法

小范围问卷调查

全国抽样调查

不详

2004年 全 国6城

市 流 动 人 口 抽

样调查

根 据 统 计 局 调

查数据计算

研究机构或研

究者及年份

国务院研究室

( 2006)

农业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

( 2007)

国家统计局

( 2007)

李强( 2001)

胡阿丽、王征

兵( 2007)

劳动保障部培

训就业司和国

家统计局农调

队课题组

(2002)

樊纲( 2007)

王广州( 2006)

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课题组

( 2006)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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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近8个百分点 ,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几乎没有

提升, 这使我们的模型的预测能力大打折扣。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 , 将户籍制度

作为一个哑变量引入到方程中, 即我们假定:

Si=!+"Ci+#Hi+$ ( 3)

在式( 3) 中 , Hi表示户籍制度 , 是一个哑变量。

由于在2000年以前进行城市化率统计时 , 已考虑到

了Hi的影响, 因此, 户籍制度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的影响已通过城市化率发挥作用。然而, 如前所述,

2000年以来 , 由于使用常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计算

城市化率 , 户籍制度就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发挥作

用。这样, 从2000年开始, 我们对Hi取值为1。

经过回归分析, 我们得到了如下回归方程:

Si=4.809+0.963Ci- 3.322Hi ( 4)

在方程( 4) 中 , 城市化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

显著, 常数项与户籍制度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

著。城市化率与户籍制度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方程( 4) 说明户籍制度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影响为3.322个百分点 , 也就是说 , 如果将户籍制度

以及相关的公共产品供应分配方式进行改革 , 将可

能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约3.322个百分点 , 这

一点是与我们从需求角度计算而得出的结论是完

全一致的。

二、基本结论与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 , 在最近的50年间 , 中国一直实行最

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这种严格的隔离制度为中国

的工业化提供了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

力群。这样做的后果, 导致在中国薄薄的城市化外

壳下 , 包含着一个数量极其庞大( 约占全部城市人

口的25%) 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为中国的经济高

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

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

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

但是, 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维持在一个极低的

水平。我们估计, 2006年时, 其月工资约为950元, 而

与此同时 , 城市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达到

了20 856元, 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这样极大的收

入差距, 使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维持最低水平的生

活, 对服务的消费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比例。

对于这种发展战略 , 我们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应予以深入讨论:

1. 这个庞大的迁移人群的未来去向。农民流动

的动机是基于农民与收入的巨大差距。而这个流动

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后, 就具有了留在城市的愿望。

2006年8月 , 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据调查 , 有

55.14%的 农 民 工 设 想 未 来 在 城 市 发 展 、 定 居 , 有

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

这说明超过一半的现有农民工将在城市里居留下

去, 成为城市的一员。因此, 我们在制定城市化战略

时, 必须考虑这个基本的因素。

2. 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是否真正节省了工业

化的成本。不可否认, 与工业化相比, 城市化是高成

表4 1978- 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情况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17.92

18.96

19.39

20.16

21.13

21.62

23.01

23.71

24.52

25.32

25.81

26.21

26.41

26.94

27.46

27.99

28.51

29.04

30.48

31.91

33.35

34.78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42.99

43.90

23.9

21.6

21.6

22.0

21.8

22.4

24.8

28.7

29.1

29.6

30.5

32.1

31.6

33.7

34.8

33.7

33.6

32.9

32.8

34.2

36.2

37.7

39.0

40.5

41.5

41.2

40.4

40.0

39.4

12.2

12.6

13.1

13.6

13.5

14.2

16.1

16.8

17.2

17.8

18.3

18.3

18.5

18.9

19.8

21.2

23.0

24.8

26.0

26.4

26.7

26.9

27.5

27.7

28.6

29.3

30.6

31.4

32.2

17.3

17.6

18.2

18.3

18.4

18.7

19.9

20.8

21.9

22.2

22.4

21.6

21.4

21.4

21.7

22.4

22.7

23.0

23.5

23.7

23.5

23.0

22.5

22.3

21.4

21.6

22.5

23.8

25.2

29.5

30.2

31.3

31.9

31.9

32.9

36.0

37.6

39.1

40.0

40.7

39.9

39.9

40.3

41.5

43.6

45.7

47.8

49.5

50.1

50.2

49.9

50.0

50.0

50.0

50.9

53.1

55.2

57.4

23.04

23.87

24.22

24.84

25.62

26.02

27.14

27.70

28.36

29.00

29.40

29.72

29.88

30.31

30.73

31.15

31.57

32.00

33.16

34.31

35.47

36.63

37.79

38.95

40.10

41.26

42.25

43.24

43.98

年份
城市

化率

服务业占

GDP比重

服务业

就业比重

第二产业

就业比重

非农产业

就业比重

方程2的

预测值

表5 城市化与服务业占GDP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1 ( Constant)

城市化率

8.593

0.806

1.740

0.058 .937

04.938

13.958

.000

.000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a Dependent Variable: 服务业比重 R2=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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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 , 这包括 :( 1) 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

气、公路、地铁和绿地都是高投入 ;( 2) 社会保障的

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 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

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

根据国际经验 , 在城市化的前期 , 城市化成本

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城市化的后期 , 社会

保障支出将是最大的支出 , 而且这种支出是持续

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 城市化的成本要远远超过工

业化。

然而 , 在中国 , 这种低价工业化的成本所节省

的支出未必有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多。我们在前文

的分析表明, 每年由农民工带回农村的款项保守估

计约在7 000亿( 1.4亿劳动力乘以5 000元) , 这些钱

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据我们估计 , 这部分资金绝

大部分用于盖房屋。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 全

国 农 户 平 均 每 年 新 增 约8m2的 钢 筋 混 凝 土 住 房 面

积, 其造价大约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 全国农

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 000亿元人民币。这样,

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在减少 , 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住

房在增加。每4年新增加的钢筋混凝土房子 , 可供1

亿人口居住( 每户60m2计算) 。这种矛盾的后果是中

国农村有大约30%的住房常年没有人居住, 其资源

价值约2.4万亿元人民币( 每m2按300元计算) 。另外,

据中国改革研究院提供的数据 , 尽管农村长住农民

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 , 但农村的户数却在以

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新增加的分立农户除在一些

发达地区不能获得宅基地外 , 其他地区仍然能获得

宅基地。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占地已经达到

约18万km2, 按城市的容积率标准 , 应该容纳18亿人

口, 但实际上只约7亿人口 , 这说明了农村的土地资

源严重浪费。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120万km,

村内 道 路 约 在250万km左 右 , 每km按5万 元 计 , 近

2 000亿元。这些投资都是因为城市化水平不够而

产生巨大的浪费。

城市投资( 总体上指除工业投资外的城市内其

他投资) 包括城市住宅投资、公共建筑投资、市政工

程投资及其他相关投资等。城市住宅投资按目前中

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2m2、住房建筑面积单位

综合造价3 000元计算, 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投资均

按国家基本建设标准测算, 则可大致匡算出每个城

市人口大约需要城市建设费9万元左右。各项城市

建设费用的大致比例为: 城市住宅投资占40%, 公共

建筑投资和市政工程投资分别占25%, 不可预见投

资费用占10%。由此可见, 1亿人口的城市化建设投

资仅为9万亿元左右 , 仅相当于每年浪费于无效农

村住宅投资上的费用的10倍。如果将所浪费的土地

资源价值计算在内 , 则每年可以城市化的居民数量

更为庞大。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现行的所谓低价

工业化并不低价 , 而现行的户籍政策是代价巨大

的, 并没有节省多少城市化成本。

这里还可以考虑一个因素 , 即城市化滞后对服

务业发展的影响。根据建设部报告, 乡镇企业80%设

在村落 , 12%设在集镇 , 7%设在建制镇 , 1%设在县

城 , 绝 大 多 数“ 点 ”达 不 到 多 数 服 务 业 的“ 门 槛 规

模”。服务业就业的门路一被限制, 同样的投资和产

出 , 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 , 潜在的消费无法形

成真实的需求 , 导致生产的过剩。如果以影响国民

经济3个百分点计算 ( 见我们前文的计量结果) , 大

约每年为7 000亿元。这一笔产出将进一步加快中国

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拥有巨额成本的户籍制

度, 其原因在于政府管理当局对城市化的考量。城

市化的投资绝大部分需要由政府来承担 , 而政府不

愿意付出这种对国民经济增长及减少浪费有着巨

大意义的城市投资。

3. 关于教育与城市化的关系。教育在所有国家

的城市化进程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

通过低成本、高速度的教育, 将农民推进城市。这里

所说的教育 , 并不完全是指高等教育 , 甚至主要不

是指高等教育。我们在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 ,

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方向: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 , 大

批量地生产人才 , 并以很快的速度把这些人才推向

市场、推向城市。但是 , 在教育方面 , 中国的公共投

资政策有着一定的失误。这也是城市化滞后的一个

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中国的严格城乡分离的

户籍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 这

种制度通过扼制城市化发展 , 制造候鸟式人口迁

徙, 使中国服务业发展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通过

改革户籍制度 , 可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

3个百分点以上。

注释:

①季明、肖春飞《中国大城市以常住人口取代户籍人口

统计人均GDP》,《新京报》2008年2月2日。

②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是1984年经中共中央书记

经管论坛 李勇坚 , 夏杰长 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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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i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sus System, Urbanization and the Service

Increasement

Li Yongjian, Xia Jiehang

(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Econom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 the severe census system carried out in China brings very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affects the increase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lexible census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population flowing independently brings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service increasement. At the same

tiome, this policy makes the income of flowing labours seperated from the consumption,which lead to the service industry can-

not get the enough development. If we reform the census system and the coordinated policy, 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n GDP will raise 3%.

Key words: census system; urbanization; incrcase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处批准建立并正式运行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系统 , 调查样本

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300多个村庄、近24 000个 农

( 牧) 户和600多个村级企业。本项调查中的农村外出就业劳

动力 , 是指在调查年度内 , 到本乡镇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3

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③我们忽略其带回或汇回家中的款项中 , 有部分用于服

务性支出这一事实 , 但是 , 我们认为 , 这一忽略不会对我们的

结论带来严重的影响。

④考虑到服务业的使用结构( 中间使用、居民使用、政府

使用)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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