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家庭经营对农村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影响分析 

文/许月明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施二十五年来，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劳
动力大量节约和持续性释放，从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剪刀差”变化趋势，
即农户家庭配置于农业产业劳动力和非农产业劳动力之间呈现“剪刀差”变化趋势，同时在农业生
产中男劳动力减少速度明显快于女劳动力减少速度，男女劳动力结构之间又呈现出“剪刀差”变化
趋势。本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供需影响因素分析，探讨农村家庭劳动力“剪刀差”变化趋势形成的
原因。 
   一、家庭经营中农村劳动力供需的影响因素 
   生产要素的组织配置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资本集约式，二是劳动集约式。在土地家
庭承包经营的25年中，农业生产呈现出劳动集约到资本集约的变化趋势，并在这种变化中出现农村
劳动力的 “剪刀差” 变化趋势。 
   （一）家庭经营中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产品的价格逐渐走向市场化，农产品供求关系对家庭经营土地上
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1996年以后，市场上农产品出现了卖难现象。影
响家庭劳动力配置于土地经营的因素显化，但主要有来自内外部的三个方面。 
   （1）边际劳动生产率 
   从理论上讲，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一条特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该曲线总是与特定的技术水平
和资本存量相对应。当农产品市场出现卖难的现象后，农户为实现农业收入不减少，会积极调整农
产品种植结构，如北方农区,以小麦、玉米等传统大田作物调整为经济作物，特别是城郊地带，经
营蔬菜、鲜果或花卉等技术密集型特色农业区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农户对技术和资本的投入
增加，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就会右移，在不考虑劳动力机会成本或外部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
均衡的劳动力需求数量增加。 
   （2）外部机会成本 
   随着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其它经济领域的改革亦逐渐全部推开，外部机会成本对
土地家庭经营中劳动力的需求产生很大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多数农产品价格逐步改由
市场供求决定。而此时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当非农就
业平均工资高于经营农业工资（劳动力产值）时，有限的劳动力趋向于劳动力工资高的领域，经营
农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家庭劳动力需求决策受到影响，选择结果是家庭青壮年男劳动力选择非农就
业，而已婚妇女和老年劳动力因受非农就业条件的限制和照顾子女的需求而留在土地上继续从事农
业，致使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左移，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均衡的劳动力需求量减少。见表1。 
   表1  河北省200个农户家庭劳动力需求变化表 单位：人 

   注：表中数据来自河北省徐水县、固安县、三河市30个平原行政村30个农户资料调查 
   在家庭经营土地面积长期不变情况下，因外部利益的存在、劳动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及土地
规模对劳动力的可容度限制，使家庭劳动力需求数量逐年减少，妇女和老年劳动力成为稳定的农业
经营者，可称为职业型农民。为实现既定利益目标，家庭分配于农业上的劳动力总量处于减少趋势
中。 
   （3）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影响 
   当农户家庭决策经营内容时，影响决策的最现实因素是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供需情况。根据市
场供需预测决策生产，即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达到利益最大化。农户家庭对农产品市
场需求预测的依据是上一年该农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因此具有滞后性。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家庭
生产决策，而不同的生产内容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如经营设施农业，京津郊区农户家庭近几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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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建设温室大棚生产错季蔬菜、市场稀缺瓜果或花卉，其对劳动量的需求是经营大田作物（小麦
＋玉米）的几十倍。家庭劳动力配置也因经营土地的观念和预期不同而有别。如三河市燕郊镇位于
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之间,农民以市场为导向，面对北京和天津两大农产品消费市场，出现以行政
乡镇为代表的或蔬菜、或瓜果、或花卉等特色农业产区，产品需求量和价格相对稳定，农户家庭劳
动力配置也相对稳定。在这些特色农业产区，很少农民家庭放弃或粗放经营土地，土地经营成为家
庭收入的主要源泉。 
   （二）家庭经营中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家庭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与需求影响因素是相互联系的，需求是供给的动力。在家庭经营
中劳动力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经营决策偏好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偏好。在所处地理位置、农业生产条件、面对的市场需求、承包的土地
面积等一般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偏好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中供给于土地上的劳动力越多，而
偏好闲暇或非农产业经营的农户，家庭在承包土地上的劳动力供给较少。 
   在家庭经营制度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主要包括青壮年男劳动力（18—60岁）、青壮年女劳
动力（18—55岁）和老年劳动力（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三个群体。不同群体经营决策偏好是
不一致的，青壮年男劳动力面临非农就业市场的吸引，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而农民的家庭内部成
员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供给关系，所以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以青壮
年男劳动力为主转向以老年劳动力和已婚妇女劳动力为主。但由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大压
力，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农忙而归，农闲而出”的就业方式。 
   （2）收入结构 
   收入来源影响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家庭的主要收益来源于非
农产业收入，那么家庭配置于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增加，相应配置于农业产业的劳动会减少。分析农
户家庭收入结构及农户家庭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对农业供给受农户家庭
收入结构的影响程度。农户家庭供给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变化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变化相一致。 
   二、土地家庭经营制对劳动者行为产生的作用 
   土地家庭经营制度的实施引起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与分离，家庭劳动力结构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 
   (1)剩余劳动力释放与分离  
   在土地家庭经营制度下，一切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安排全由农户家庭成员自己完成。农户家
庭成为土地经营的决策者。随着其它领域的开放程度逐步扩大，各种技术成果不断投入于农业生
产，使农户家庭生产率水平和土地产出率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传统农业，机械化使农户家庭投入
到农业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经营小麦年均劳动时间18天）。家庭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并从土
地经营中分离出来从事非农业经营。 
   从1996年开始，北方农区家庭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的比例超过劳动力总量的50%，尽管农村劳
动力非农就业困难重重，但土地承载能力的制约和外部利益的吸引使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离开农
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到目前为止，从事农业固守承包地的农民多数是家庭中的妇女和45岁以
上的男劳力，所释放劳动力比例达到57.3%，即平均每个家庭中都有一或两个劳动力不再关心土地
经营如何。 
   (2)家庭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家庭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是土地家庭经营制度实施后的又一特征，即青壮年男劳动力逐步退出
农业劳动，家庭中已婚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管理者。在土地家庭经营制度实
施初期，家庭劳动力全部倾注于所承包的土地中，之后由于外部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土地承载力有限
的现实，剩余劳动力在家庭经营决策中分离。男女劳动力性别差异对经营方式或领域的选择遵循了
一条最佳配置原则，即根据劳动力的能力和最佳适宜性决策家庭中男女劳动力的使用方向。因此逐
步形成了妇女劳动力是承包地经营的主力军的特征。 
   家庭妇女劳动力投入出现先减少后稳定的变化特征。因为每个农户家庭所经营的土地规模是
有限且较稳定的，一般一个五口人之家拥有土地面积在0.333－0.50公顷之间。机械对劳动的替代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家庭男劳力分化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已婚妇女劳动力成为家庭中主
要的土地经营管理者。家庭中男女劳动力配置变化情况见表2。 

 



   从表2可知，家庭留守于承包地上的劳动力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呈现男劳动力下降幅
度大，由100%下降到25%，减少了3/ 4；妇女劳力虽然下降但与男劳动力相比，幅度小且缓慢，由
1978年的100%到2005年的75%，仅仅下降了1/5。在家庭劳动力结构变化过程中，男劳动力减少速度
远快于妇女劳动力的减少速度。 
   另外，其它数据反映了家庭中男、女劳动力从1978年开始出现下降速度快慢差别，男女劳动
力离农趋势如同张开的“剪刀”。男劳动力作为家庭剩余劳动力首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或离土不
离乡，或离土又离乡从事非农产业；已婚妇女基本稳定在家中经营管理着所承包的土地。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运行二十多年中，制度的绩效不仅在于提高了土
地生产力水平，而且反映出对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影响是巨大的，基本形成了稳定而有规律的劳动力
变化趋势，这也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释放农村劳动力方面的绩效表现（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土
地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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