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 
——小城镇建设 

文/刘兴海 

   一、加快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 
   1、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西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需要。我国的西部地区属于
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一部分属于贫困地区。同全国水平相比，西部多数省区的人均GDP、城镇居
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更是低于全国水平。从2004年
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西北西南10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没有一个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7000万人左右，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使农村人均耕地面
积减少，农村生产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出去，是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落后和
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只有加快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西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 
   2、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西部地区发展民族经济、稳定国防的需要。西部是各少数
民族混居的重要地区，西部12个省区市有46个少数民族，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83.64%，少数民族
人口合计达6625.16万元，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3.15%，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20.57%，虽然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仍然比
较落后，受语言、地理、交通、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
很大的限制。只有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才能遏制
敌对分子的分裂活动，稳定国防。 
   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根据人力资源理论，
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可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结合的帕累托
优化，继而实现其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和社会进步。在我国东部地区20年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劳
动力大量转移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
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落后的西部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非农化的驱动力。西部
地区与东部相比，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水平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了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近1.2亿个农村劳动力转向2000多万个乡镇企
业。西部地区工业底子薄，城市化水平低，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
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西部地区要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就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原因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
国的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由此形成发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因而
也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利益集团。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城市的工业化，维护
了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减轻了城市的负担，但却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
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和放松了户口管制，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户籍制度改革缓慢，仍然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就业圈子之
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受到歧视，只能干一些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累、粗、笨的工作。尽管农
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到城市文明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农
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的“边际人”。 
   2、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众所周知，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发展缓慢，主要是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这就导致了对西部
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西部现有的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初期都是密集型企
业，比较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加入WTO的压力，这些企业必然要走集约经
营，技术密集型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这也导致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能力下降。 
   3、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城镇对周边农村的幅射，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发
展。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聚集、技术集聚、服务集聚的过程，也是一个生
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西部地区由于受地理、气候、交通、人口、思想观念、
创新意识、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城镇化进程发展相
对滞后，这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西部地区有46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
口绝对数量多，少数民族大量居住在边远、高寒、交通不便的地区，少数民族由于受语言、生活习
惯、交通及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半径小，转移率低，贫困人口面积更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大力发展小城镇是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 
   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笔者认为，小城镇应成为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
所以应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 
   1、运用行政手段加快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德国经
济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年总结了法国南部地区的城市化历程，提出了著名的中心理论，阐述了城市
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和加工工业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了城镇体系规划结构和空间结构，值
得参考和借鉴。他认为在开放的、交通方便的地区，市场原则在城镇体系的形成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经济开发程度低的地区，或在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与外界隔绝，行政原则
在城镇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新开发的地区、交通原则起着主导作用。在西部经济落
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各级政府应运用行政手段统一规划和布局，加大对小城镇的投资，加大投资，
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通过小城镇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2、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的支持力度。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都是
通过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来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西部地区与温州和苏南不同，
不存在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业工业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性格基
础、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无法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尤其是西部的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
村剩余劳动力更不存在就地转移的条件。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就在于小城
镇。县城和镇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扩散城市文明的枢纽。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县城和镇转
移的边际成本低，这应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特
别是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西部地区县城和镇
建设快速发展，就会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3、大力推进城镇建设体制的创新。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一方面要争取政府的投资，另一
方面要进行城镇建设体制的创新，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解决建设资金问题。首先是要引导东部
发达地区支援西部，通过互惠互利，互通有无的方法，吸引东部资金投入西部小城镇建设。其次，
引导民间资本进行小城镇建设。通过体制创新，采取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多方集资共建和商业化方式
运作，对生产经营设施，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千方百计地充分吸纳民间资金进入城镇，以
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引导富裕农民和非农产业进入城镇，引导工业、第三产业和具有非农经验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集中，把城镇建设为市民与农民兼容，城镇非农产业和乡镇非农产业兼容的混合
型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使本地资源优势、特产优势发展出来，建立
农、工、贸一体化运行机制，实现城镇和乡村经济社会互动，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 
   4、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
素，是城乡分割二元经济体制的根源。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户籍制
度，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良性互动的经济体制。劳动力是一种资源，要通过新型的户籍制度合
理配置和利用这种资源，促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之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户籍制度改
革，必将为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西部地区要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在有条件的小城城镇和农
村，建立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和养老是农民最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会改变农
民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的现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些经济发达地方已开始着手进行
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成效是显著的。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要大胆地进行
制度创新，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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