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县域经济，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研究 

文/赵卫利 陈晓毅 蔡莉静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
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广辟农村增收渠道，实现农民持续、稳
定、较快增收。当前，非农业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非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得益
于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 
   一、正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 
   1、我国县域经济模式 
   我国县域经济从总体上看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工业化为
主导，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互动结合。统筹推进，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三者互相联
系、相互促进、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城镇化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以城镇化为龙头的
良性互动方式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小
城镇发展差异将继续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小城镇，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本地区小城镇发展
的路径。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周边的城镇，应根据市场需求和中心城市发展需求，提
供要素服务。对于中部地区，应借助国家中部发展战略举措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建立承接结构
转移产业聚集型小城镇模式。西部地区要加快建设增长类型小城镇，通过增长的作用迅速蓄积能
量，增强竞争能力，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3、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工业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推进
器。提高工业化比重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增加工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份额是县域经济
持续发展的永久动力。吸取我国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产业集群聚集和产权结构优化，加强
县域经济企业与城市企业横向合作，以提高县域工业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发展县域工业，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4、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置疑 
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则天下安。中国的县域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
主体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低，但是农业的地位
不会改变。以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产业，通过农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的结合，构建县域经济企业发
展平台，以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工业
化为主导。以农业化为基础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良性互动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落实科
学发展观、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县域经济发展，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灵活就业 
   1、中国政府在2003年首次将“新增就业”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体现出政府对就业
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将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中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发挥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
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增加劳动者收入。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现状，在大力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积极扶持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2、做大做强地方特色产业，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在精、细、深加工方向发展。依据国际、国
内市场价值规律来延长农产品的产品链条，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
增税的多赢格局，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得以消化、转移。这样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向
城镇迁移的成本。从战略高度考虑，应确保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油料等战略物质的生产，
过多依赖国外市场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 
   3、“离土不离乡”就地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城乡人口老龄化不均衡的发展趋势。随
着，中国用较短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据中国人
口普查资料显示：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年龄较轻，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差异开始逆
转。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0%）
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在老龄化程度上的差
异。未来老年人口比例将继续上升。这意味着长此下去，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严重的失衡，因
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结束语 

 



   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县域经
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社会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岗位；要实行灵活的劳动体制，安排固定
工、临时工、全时工、钟点工、只要有工作、有钱赚，都要鼓励，要把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到实
处，政府、社会共同努力【本文为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6课题项目成果（06136） 作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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