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文/王雪莲 朱晓林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开始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
地区流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农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生产
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快，广大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大大
过剩，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不争的事实。农民不再对自己的有限收入感到满足，开始涌向城市和
经济发达的地方，为争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努力。现在外出打工对于农民来说和种地
一样，都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对黑龙江省木兰县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在2000年到现在，
由于农民收入降低，大部分的农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限制了农村经济的
发展，在寻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只好外出打工，这种现象不仅在人均土地面积少的地方出现，
在人均土地面积较多的地方也存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少，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据劳动部门预测我
国农村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每年增多1000万，这样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待转移的数量巨大。而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从以前的温饱到现在的小康，在物质生
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市场经济推动了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
展。用克拉克—配弟定理可解释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由第一
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1。将三次产业分为
“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则我国农业部门国民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
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农业主导产业的地位已不断的被第
二、三产业占据，第一产业人员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化，比重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
劳动力的手脚不被束缚，一些家庭将土地集中起来给一部分人耕种、其余人出去打工或利用农闲出
去打工。大部分农村发展滞后，受交通、经济、文化等约束在农村很难发展第二、三次产业。消息
的闭塞，使他们得不到最新的致富信息。为了生存只能寻找其他出路，成为打工族。而城市的发展
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来建设，城市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多，哪里有投资项目哪里就人潮如涌，哪里建特
区、搞开发哪里就人头攒动。我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较小，劳动力不足，这一部分的缺失可以由一部
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填补。 
   二是农村生产条件的限制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城市
建设速度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奔向城市。个别地方对农民劳动力的分配较为合理：在留足农业生
产必要劳动力的基础上，抽出部分农民外出打工。随着经济发展，在农村生产所需的农药、化肥等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高，农产品没有有效的销售路径，收益减少，稍受雨水等自然环境
因素影响，就会出现入不敷出。这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部分打工者在城市生活
一段时间后，逐渐出现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和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即使暂时无事可做，也愿滞留在
城市。2004年农村实行税费减免政策，也没有激起这些农民对耕种土地的兴趣。 
   三是农村生活条件的限制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民在就业、劳保、福利、医
疗、教育等方面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加之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对身体的损坏程
度也大，得病率高，医疗又得不到保障。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对每个农民都很重要。许多农民在孩
提时代就生活得非常艰难，加上又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成年之后就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也相
信知识改变命运。父母为了子女能有出息，不愿他们和自己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积极为他们
创建更好的学习环境。但最近几年教育费用节节攀升。光资料费每年就得几百甚至几千元，还有一
些乱收费现象，一个学生高中毕业在农村平均也要4500元/年，更不要说那些去城里念书的农村孩
子。光教育费用这座大山就足可以把一些农民压垮，仅靠几亩薄地恐怕难以维持，只好寻找其他出
路，进城打工成为他们为子女筹钱的唯一方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城镇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并不
乐观，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平均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有时还找不到工作。
但是他们并不悲观，一些有识青年已经不在满足现在的情况，参加培训、学习新技术、增长知识、
积累经验，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农民也不再满足于工人的角色，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价值。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受经济影响，还受社会、制度、法律、
环境资源等因素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能顺利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的重要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
农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但盲目的将剩余劳
动力转移至城市不仅会引起城市的拥挤和混乱，而且也会制约新农村建设。因此合理的进行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既有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既为农村经济发展
提供了动力支持，也是农民增加收入、扩大知识面的有力途径（作者单位： 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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