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彭 榕 

   农民外出务工这一社会现象从无到有、从人数较少到规模较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外
出务工，作为工业化进程一个必然阶段，一种涉及面极其广泛的社会现象，势必对农村的经济社会
发展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周口市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1.外出务工是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渠道。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方面对全国6万多户农民约15万个劳动力抽样调查和农业普查资料推算，1997
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打工半年以上，他们一年共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
每人5647元。57%的农民工去了东部城市，平均每人收入6633元；25%的农民工去了中部城市，人均
4454元；18%的农民工去了西部城市，人均4158元。1998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区就业时间超过半
年的人数达2200多万人，人均获得总收入5591元，按当时物价总指数下降2.6%计算，实际总收入为
5740元。1998年农民工规模与上年持平，我国农民工总收入实际超过3000亿元。2004年周口市农民
外出从业人均收入为553.28元，占当年农村住户人均收入的19%。这基本与笔者的调查结果相一
致，笔者在周口市的沈丘、项城、商水、太康、西华、淮阳等6个县市的18个乡镇的41个自然村发
放问卷1100份，收回有效问卷897份（有效率为81.5%）。 
   2.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对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来说，城市并非他们永久的居留地，城市也是外出务工农民的
“大学堂”，他们在城市务工增长了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本领，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丰富
了社会关系网络，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提升。外出务工农民“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改
善自己家庭的收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农村地区的面貌。 
3.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村脱贫的总体影响 
   要解决现在农村的贫困问题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解决农村中最贫困家庭（人口）的问题，
要准确的评价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村贫困状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1）农村最贫困的家庭其成员是否外出务工？（2）农民外出务工所得到的收入是否可以转移
到农村最贫困的家庭？ 
   通过综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分析走访调查中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认识，
即农村最贫困家庭的成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小于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在走访和调查中笔者在周口
市太康县某村97户农民家庭随机做了关于2005年农民外出务工与家庭贫困程度关系的调查，97户中
62户家庭成员有在外务工的，其余35户家庭成员无在外务工的。其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往往比无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具有
更优越的条件，比如受教育时间和劳动力人数等。（2）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收入要大于无外出
务工人员的家庭，二者之间人均相差871元，基本与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人均外出务工收入持平。
另外，基本的常识还告诉我们，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在现在的农村不可能进行二次分配，外出务工
的收入也不可能大规模的转移到非外出务工家庭。 
   在此，我们不是否认农村最贫困家庭的成员不愿意外出务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
实是，在当前如周口市这样的不发达区农村，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往往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先决条件，
而其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家庭收入和贫富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或天灾人祸
等。这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一个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产状况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4.农民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农民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依据笔者在农
村的访谈，得到的结果是富有启发性的：大多数农村人都认为现在留守的劳动力基本都可以满足目
前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相当一致的认为，外出农户收入要大于非外出农户，这部分收入可以购
买更多的化肥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资料，相反有些非外出农户连足够的化肥都买不起。在此，农民
的回答和经济学的基本论断，可以帮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如周口市这样农村资金很紧缺的
地方，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追加劳动的边际收益，外出务工带回的现金收
入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高于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另外，在目前周口市农村，有学者担心的农民外出务工出现的土地撂荒现象是非常少的，我们在走
访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看到现象是：如果农民居家外出务工或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土地
的处理方式主要两种，其一是把土地交给血缘或亲缘关系近的亲属或亲戚打理，其二是将土地转包
给其他人。而且，前一种方式往往成为外出务工农民的首选。由此可见，农民外出务工在目前农村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本文系2007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成果，项目编号：skl-
2007-2061.（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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