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
,

因此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应具有较好的弹性
,

以多层次选择
,

使

城市劳动力在心理和行为上有更多的调适余地
。 “

二元城市体系
”
在支撑这种劳动力的结构

模型中
,

同样有很大的作用
,

由于 L 城市体系的充分开放
,

对于 C城市体系的劳动力
,

实际

上就起着缓冲带的作用
。

因为如果他们不能适应在 C 中就业
,

其出路除了社会保障制度
、

新

的职业培训以期待重新获得就业外
,

亦可在 L 中得到就业
。

这既有利于文明的交流
,

缩小城

乡人民的心理差距
;

也有利于柔化这部分人在劳动力市场遭到跌宕后容易产生的病态心理
,

减少社会冲突
。

而另一方面
,

由 L 进入 C 中的农村劳动力
,

已不是对现代化工业和城市生活

一无所知的农民
。

他们不仅受过一定的职业训练
,

也对市场机制有更多的了解和体会
,

充分

发挥他们的作用
,

将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现有城市企业职工逐渐熟悉市场机制更大地发挥劳动

积极性
。

可以说
,
L 城市体系发展得越快

、

越好
,

我国劳动力市场就日趋完善
。

因此
,

很好地

利用
“
二元城市体系

” ,

设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模型
,

对保证我国劳动力逐渐充分
、

自由地

流动
,

并进入 良性循环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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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以建立另一类城市体系 L
,

实现对整个城市体系的
“
异化

”
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社会
、

经济工程
。

进一步进行工程的系统评价
,

非本文所能力及
。

我们 目前所注重的是提

供一种新思路
,

以利于这方面的整个研究的进一步开拓
。

需要指出
,

任何一种结构设计
,

都

必然存在其缺陷
。

人们只能在对利弊的比较
、

判断中作出选择
。

而且选择的标准
,

也即评判

利弊的尺度
,

还取决于理论参照系及目标模式的确定与实践过程的可操作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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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的中外对比

我国与世界各国主要生活质量指标的比较
,

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第 10 5位 以 外
,

其他

社会指标约居于世界第40 一 60 位
,

相当子世界中等水平
,

详见下表
:

人均国民生产 平均预期寿
元 ) 命 (岁 )

要 儿 死 亡
总值 (美

( 198 5年 ) ( 198 5年 ) 探
)

平均每个医生
负担人只 (人 )

( 19 8 1年 )

人均每日摄取
热量 (千卡 )

( 1 98 5年 )

世界平均水苹
低收入国家

其中: 中国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苏东及朝蒙等国家

中国居世界位次

248 3

27 0

31 0

生2 9 0

1 1 8 1 0

66 404 0

50 57知

6 6 173 0

5 7ee 78 508 0

99 530

1 00 33 0

4 7 56

2 656

2 339

26 0 2

2 7肚

34 1 7

3招 9

6S

阳7235689324463696062766943

资料来源 : 根据 《 1始7年世界发展报告 》 等资料整理
。

(朱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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