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调查  

安华    张笑会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

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进而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有诸多因素制约着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其中，人力资本因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现状的调查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我们采用分类比较的方法，把农村劳动力分为已转移出去的、未转移出去

的、转移出去又回来的三种典型类型。针对这三种类型的调查对象，分别选取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

旗三个自然村、清水河县两个自然村做入户调查，对呼和浩特市城乡结合部玉泉区和赛罕区两个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0份，问卷有效率为

80%。除了问卷调查，本次研究也采用了个案访谈法和文献法，针对劳动力流失比较严重的清水河县

五良太村，采用结构访谈法对60个中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除此之外，还对呼和浩特市劳动力

市场进行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分别走访了3个劳动就业场所，并对呼市十几家招聘媒体进行信息归

类，对呼市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分析。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性别结构  

     从调查材料看，转移出去的男性占25%，女性占23%；未转移的男性占16%，女性占8%；转移出去

又回来的男性占27%，女性占10%。从被调查劳动力的性别比例上分析看，转移出去的女性增长趋势要

强于男性，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适应性渐渐强于男性，一些新兴的需求，比如特护、清洁工

等都为女性进城务工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空间，而且这些需求在逐渐增加。同时从未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和转移出去又回来的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的比重大于女性劳动力，这也说明，进城务工适合男性的

工作竞争越来越激烈。 

2、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文化程度  

从文化素质看，三种类型的劳动力具有相同的分布结构，综合分析被调查的劳动力中仅仅10%左右具

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占11%，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

21%，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7%，中专、技校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

而且这些被调查的劳动力中88%以上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



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

激烈，工资水平低下。那么在近年来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低这一

自身特征更加剧了其在寻找工作中的劣势和遭受排挤程度。在对转移出去又回来的劳动力类型的返回

原因调查中发现，由于找不到工作返回的劳动力占21%。 

3、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分析  

    从调查中得知，认为自已健康的转移出去的占40%，未转移的占17%，转移出去又回来的占3%。三

种类型的被调查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呈现相似结构，在回答“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时，80%以上

的劳动力都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因此，可以看出健康状况与劳动力转移状况相关性不大，身体素质不

是影响转移状况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以往关于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调查都很少涉及到城市对流入农民的容纳问题，为了保障城市生活的

和谐，任何一个城市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需求。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现存文化中的

一部分，招聘信息的发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地区对用工结构、用工水平等的要求。因此，

对招聘信息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和了解呼和浩特市现在的职业结构和职业

需求。 

在众多的招聘报纸中，选定了《手递手》、《青城52》、《生活向导》、《北方新报》、《人间

指南》作为分析的对象，因为它们的发行量大，影响力广，群体认知度高，对于反映职业结构来说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招聘中第三产业占总招聘信息的59.2%，第二产生占25.2%，显然第三产业的用工需求比较大，如

美容美发等，其次是咨询信息服务业，家政服务只占不足1%。 

从岗位需求上看，业务的需求最大占总量20%，文员位居第二占18%，技术、管理人员各占10%和

17%，服务员占9%多，工人仅占4%。 

从学历要求上看，大专以上的占16.2%，中专以上的占5.8%，高中占3.8%，从以上几方面的调查

数据可以看出，呼和浩特市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很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

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三、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政策思考  

从以上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要走向市场化，只有农

村富余劳动力自身的素质和技能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才能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但是，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项政策措施相互配

合才能真正发挥实效。对此笔者提出如下三点政策思考： 

1、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技能。要着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根据劳动



  

力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传授一些专业技能，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

从长远来看，发展农村教育，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才是治本之策。 

2、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目前还存在许多政策性、制

度性的障碍因素，根本的是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要尽快消除这些不平等因素，

培育和发展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 

3、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人力资本所包含的内容中，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常常被忽视。尽管进城务工的农民身体素质大都认为非常好，但进城

后，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是脏、累、高危险等工作，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不给农民工办

理相应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这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健康水平下降。因此，为了保持农民工的人力

资本含量和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必须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