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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与思考 

  出处:新华网贵州频道 作者：白玉华    

 

  近几年来，顶效开发区工委、管委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创造了良好环境，取得了一定

成绩。我区农村特别是区内几个中心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仍是当

前我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此，现就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状、存在问

题及如何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一浅析。  

 

  一、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状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农民增加收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近几年来，我区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为5.3%，其中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年均增长为35.9%，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61.8%。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

支撑点。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当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最

主要方式。  

 

  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基本状况  

 

  调查显示，截止2004年6月底，我区农村人口3.26万人，外出务工人员共有1572人，其中：临

时（1-3个月）外出务工人员417人；短期（3-6个月）外出务工人员968人；长期（外出6个月以

上）197人。在外出的劳动力人群中：男性992人；女性580人。年龄在35岁以上421人，占26.8%；

35岁以下1151人，占73.2%。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含初中以下，所占的比重为89%，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所占比重仅为11%。  

 

  2004年各村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分布情况表  

 

  2、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方式和地区  

 

  在当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自发外出和亲属介绍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主要方式，所

占的比重分别为57.6%和39.6%。从外出主要流向分布看：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流向地区主要

集中于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级贵阳等地，北京、昆明有少部分，所占的比重为90%。  

 

  3、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行业分布  

 

  据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等行业。从产业的分布比重情况看：外出农村劳动力在一产业比重最

少；在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高达98%。其中，在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为57.4%；在二产业就业的比

重为38.9%。说明农村劳动力正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4、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情况  

 

  以2003年为例，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年均总收入为8296.7元。其

中，外出务工寄回带回的现金年人均收入达4568.5元。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邮政汇入收入情



况看：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增幅逐年均有所上升。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邮政汇入收入情况表  

 

  5、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情况  

 

  据调查，以2004年外出劳动力回流为例，回流的原因，找不到工作仅占4.8%；要不到工资占

1.3%；疾病或伤残占3.5%；回家结婚生育占10%；临时回家帮助农忙的占27.1%。  

 

  二、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中存在的问题  

 

  1、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2004年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群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只占11%。由于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关系到外出务工人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劳动力

素质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只能从事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建筑业的小工以及低

层的服务业，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新兴产业，较大的制约了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  

 

  2、劳务市场仍待健全  

 

  调查发现，我区广大农户外出务工的愿望非常强烈，而开发区管委会劳动职能机构和社会劳动

服务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组织引导和技术培训相对滞后。目前我区外出务工中由政府（单位）组

织外出打工的比重很少，自发和投亲靠友仍然是劳务输出的主要渠道。同时，就业前的专业技术培

训没有跟上，只有5.6%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技能培训，有许多外出务工劳动力没有掌握专业技术，

适应市场竞争能力较弱，有的一年几出几回，找不到工作。因此加强劳务市场建设，搞好就业前培

训急不可待。  

 

  3、管理和监督措施有待加强  

 

  一是由于农民外出务工缺乏组织性，这种自由式、松散型的外出务工，一定程度给流出地和流

入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带来影响，使得一些外出务工人员中存在躲避计划生育的现象，因为外出务

工人员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计划生育部门在跟踪管理上存在困难，导致一些计划生育对象以外出

务工为借口，在外抢生、躲生、超生，逃避计划生育。据调查，全区尚有4户未落实计划生育手

续，一直长期在外务工，至今尚未不知去向。顶效镇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出生5个计

划外小孩，其中有3个是父母长期在外躲生的。二是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监管力度不够，外出务工

人员在外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同程度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类似雇主拖欠工资、虐待事件

以及工伤事故的医药费负担、赔偿等问题难以得到及时和有效处理，导致外出人员合法权益受到损

失。三是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服务办法不是很多，特别是受户籍管理的限制，外出务工人员子女

入学无法解决，只好将子女放在原户籍所在地就读，由于没有父母的监管，导致子女学习下降，有

的甚至缀学在家。  

 

  4、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步伐有待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对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贡献是显

著的。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转变，其对

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减少。小城镇是减缓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大中城市就业安

置压力，实现农民就地转移的有效载体，目前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小城镇吸纳劳动力数量不

明显，调查显示农民在区内就地转移的比例不到15%。  

 

  三、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几点建议  

 

  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作全州改革开放的窗口，管委会的劳动职能机构和社会劳动服务部门用顶



效镇应全面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帮农扶农，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转移。  

 

  （一）建立由各级政府引导上下贯通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劳务输出培训机构。加强管理，提高

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动。  

 

  （二）尽快建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保障机制。消除当前影响劳动力进城进企的城乡二元结构体

制，解决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分割状况，使进城农民同城镇居民具有相同的身份，

享受教育、就业、公共服务同等权利。  

 

  （三）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培育成为人人一专或一专多能适应

性强的专业人员，进一步拓宽转移渠道，扩大就业空间。  

 

  （四）加大劳务协作力度。建立完善劳务信息网络，搞好上下联动，推动输出地和接纳地的劳

务需求对接。吸纳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我区转移、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五）加快小城镇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二、

三产业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对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农民

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把建设小城镇同二、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大

力发展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规模养殖业和各类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

劳动力。以小城镇为依托抓好顶效经济开发区工业建设。从税费、土地、户口、服务等方面予以入

区企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到开发区集聚发展，以提高小城镇综合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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