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农村就业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的深层思考 

文/齐艳玲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但总体素质不高，
未形成高效优质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
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还很大。所以，从战略上讲，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素
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现状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

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从潜在的农村就业压力来
看，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虽然得到控制，但劳动适龄人口的未来供给量还是十分可观。由于农业用
地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估计每年还可能新产生农业剩余劳力1600万。显然，中国在可
见的将来仍将面对很高的农村就业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
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情况是：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文盲
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高中程度的
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
培训的仅占13.6％。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以初中文化为主，小学文化次之。2000
年，全国平均每100个农村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8．09人；小学文化程度为32．22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48．07人；高中文化程度的9．31人；中专文化程度的1．83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0．48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6年，仅比小学毕业水平略强。这同世界发达国家
农民教育水平相比还相差甚远，如美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1年，日本农民80%以上是高
中文化。在我国农村“两基”教育目标，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还没有
实现，虽然近几年农村的文盲半文盲比率与前些年相比已有所下降，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整体
水平仍然不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和速度。 

 二、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和家庭（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投

资不足既表现在总量上，也表现在结构上。  
 从总量上看，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在政

策的制定上存在歧视。5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政策时，在工农之间、城
乡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向前者（"工"、"城"）倾斜的事实。第二，个人或家庭缺乏投资的动力和
能力。个人或家庭也是重要的投资主体，他们是否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多少，是增加我国人力资本投
资存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教育费用又在不断
攀升，使得我国农民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从结构上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注重未来劳动力的投
资而忽视对现实劳动力的投资。第二，注重普通教育投资而忽视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当前我国相对
重视的农村基础教育属于普通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家庭重视
普通教育是希望子女跳出"农门"。至于对现成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投资很少
或没有，而农民自己或者没有迫切的愿望，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投资。 

 三、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关系的分析 
 人力资本是通过花费一定资源而投资于人自身的、最终体现为凝结于人自身的一定技能、体

能、知识和认识水平的总和，它包括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和培
训。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商品意识和从事多种职业的能力更强，更具有获取信
息、把握就业机会和开拓能力，这些能力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条件。首先，人力资本较高的农
村劳动力更善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就业，对招工、亲戚朋友介绍就业的依赖性更小。其次，具有
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抗风险能力较强。在务工行业的选择上，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
适合在国有企业、涉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等对素质要求较高，管理更严格、更规范的单位就业。
在务工地域的选择上，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选择在经济相对发达、
交通更为方便的城镇务工的比例远远高于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后者多数只能选择在本地务



  工。所有这些对务工劳动力的收入也都是有直接影响的。第三，较高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
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
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一般的农村劳动力
相比，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目前，农村劳动
力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相适应。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
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
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
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
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有14%的劳
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
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我国城市用工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为，85%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
化，其中25%的岗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56%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资格，近60%的岗位需要
熟练工人。由此可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就业空间的扩张，农村劳
动力能否实现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换言之，人力资本己成
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决定性因素。 

 四、从人力资本方面出发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对策 
 1，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教育的投人特别是对农村教育的投人首先应

是一个政府行为。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为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创造"外因"。长
期以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人都严重不足。加之长期实行向城镇倾斜的教育
投资政策，农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文化等各方面素质低下，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劳
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很难与素质较高的城镇劳动力进行公平竞争。因此，应加大对教育投资的
倾斜，积极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性作用，加大对农村地
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 

 2，加大家庭，个人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向农民进行中小学教育及文化投资是最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对农民首先进行文
化教育，才能使其掌握科学技术。他说："当农民是文盲时，农业杂志和报纸显然是不能起作用
的。关于一种新要素技术特征及其使用方法的教育是复杂的科学教育，其前提是具有较高的知识，
就农民而言，这种有用的知识是以他们的经验及其教育水平程度决定的。"从我国农村目前的情况
看，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加大家庭，个人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既要牺牲一定的劳动时间，又
要放弃眼前的收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灵活多样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进行“自我培
训”。组织农村劳动力进行经验交流，互助互学，从而提高就业的技能水平。 

 3，加大农村劳动力在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能力。在职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
质的有效途径。在职培训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贝克尔指出，“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
期支出，但是，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来的支出，企业就将乐于提
供这种培训。”同样，受训者也会因为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提高而增加收人。可见，在职培训对企
业和个人都有好处。地方政府应直接介入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投资，确立在职培训的主体形式，即招
工企业的岗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个人在培训市场上选择受训相结合，同时要保持农村劳动力培训市
场的竞争性而非政府垄断性（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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