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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不再满足当前传

统农业经营带来的微利，因而外出务工就成了一部分人增收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带

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

缓解城市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产生重大作用，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合理配置资源产生深远影响。但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规模都呈下降趋势，鉴于此，利津县抽调得力人员组成专

题调研组，选择典型性较强的汀罗镇、陈庄镇随机抽取了6个行政村3944人进行了走访，通过实地考察、调

查问卷等形式做了详细调研,并在此基础对该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和

思考。 

  一、利津县农村劳动力总体情况 

  全县共有行政村510个，农村户口人数254593人，农村劳动力141398人，农村剩余劳动力14133人，其中

男性5939人，女性8194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918人，初中文化程度7932人，初中以下5283人；25岁以下

2397人（女性1512人），26—35岁2747人（女性1766人），36岁以上8989人（女性5025人）。 

  随机抽取调研的总人口为3944人，人均土地面积1.4亩，符合法定年龄的劳动力约2695人，其中16——

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1364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34人；目前在外务工人数96人，主要从事交通运输、批发

零售、餐饮服务、纺织印染等第三产业，销售工作以女性为主（月工资约1500元），多为商场或超市营业

员，运输工作多以男性为主（月工资约3200元），多为油罐车、大车司机，纺织工人人均月工资约1200元；

闲时闲季全村大部分人都去打零工，人数可达到1350人，以蔬菜、水果批发零售、水产打捞为主，26%的适

龄劳动力会选择进入附近工厂，人均年收入约4833元。 

  二、暴露的突出问题 

  第一，可转移的适龄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根据调查，适龄劳动力仅占人口总数的39.7%，劳动力

供需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劳动力卖方市场。一方面，我县以纺织、石油化工、农产品

加工为龙头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短期内快速涌现，导致适龄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期望价值达到1500

元。据初步测算，我县每年适龄劳动力缺口近4500人。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部分适龄劳

动力返回农村。在外务工的收入对适龄劳动力已经不能产生吸引力，调查得知，没有技能的在外务工人员年

收入约10000元左右，而从事农业或养殖获得的收益约在20000—30000元之间。 

  第二，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技能较差。调查的3944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34人，仅占0.86%，

外出务工人员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同时，调查中发现，外出务工的人员中受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劳动力几乎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简单的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导致外出就业门路窄，稳定性不高。 

  第三，多是季节性打工，转移方式单一，转移地区分布不均。多采用农闲外出打工、农忙时在家从事农

业生产，实行季节性打工。男性劳动力多以大车司机、建筑装饰、小买卖为主，临海各乡镇女性劳动力多以

拔哈喇、养殖为主，内陆各乡镇女性劳动力多以纺织、养殖为主，兼业性明显。外出务工方式中亲朋好友引

荐和自发性结伴外出打工占85%以上，所占比例较大，劳动保障、农业等部门成建制转移较少。转移的主要

去向是东营市以内及周边地区，市外、省外占极少数。 

 

       第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军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以中青年为主。调查显示，年龄在17－35岁的

人占87.6%。这个群体，在个人素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年富力强，接受新事物快、市场意识强、有一定特

长，他们是农村中最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同时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 

  第五，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主要途径。从事的职业多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联。从事

的主要行业是工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11.2%，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

32.3%，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占28.2%，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占13.6%，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占7.3%，其

他占7.4%。这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业的职业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和竞争性。 

  第六，对出境劳务既兴趣斐然又顾虑重重。农民们已不再满足于现有生活，希望走出国门挣大钱,但是

对于赴国外务工来说，自己的人身安全、权益能不能得不到有效保障顾虑重重。加之出国需要大笔费用而且

不会外语，也不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不敢出去打工。 



  三、应对策略建议 

  第一，加大政府职能部门作用。一是以劳动就业部门为龙头，以乡镇就业服务中心为依托，加大宣传力

度，千方百计与各企业建立用工渠道，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了解企业用工信息，按照企业用工种类及要

求，组织签订用工合同，有计划、有选择地组织农民集体输出，减少盲目性，提高农民的就业率。二是做好

调研，建立劳动力档案，对他们的技术特长、性别、年龄、就业意向进行登记造册，实行微机管理，省市县

乡四级联网，建立起用工信息大平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构筑宽广快速通道。三是继续完善就业联席会

议制度。充分发挥联席单位职能作用，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作全方位服务，定期督察考核，促进联席会议

职能作用得到切实发挥。 

  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对未能升学的农村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毕业

后实施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对于家庭贫困的，可推荐为技能扶贫声。设立免费

技能培训班，为企业定向培训技术工人，培训合格后上岗。尝试建立长期与短期集中培训培训相结合的长效

机制，提高农民就业竞争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是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以工业、贸易、餐饮业

为主的二、三产业发展，从而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容量；二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拉长农村经济发展的

链条，扩充农业发展的平台，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以主导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以此引导当地劳动力就业。

陈庄镇的育肥基地建设是个很好的借鉴。 

  第四，建章立制，维护农民工权益不受侵害。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取缔非法劳务市场，切实

提高用工企业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行城乡统筹就业。保证进

城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如子女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 

  第五，扩大对外劳务输出。我县劳动力资源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现在的问题主要应集中在如何广开劳

务合作渠道，如何加强农民就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前提上。考察好、联系好、有组织地进行劳务

输出，从而为我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寻找新的载体。（巴宏图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就业办主任；王卫国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就业办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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