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 
——以襄樊市为例 

文/宋双华 

   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是消费者，又是潜在的资源，实现有序转移、变消费者为可利用的资源是
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其资源价值的基本前提。 
   1襄樊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1转移增量逐步回升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脱离
第一产业外出从事二、三产业，1980年代后期转移增量达到最大值。2001年襄樊市外出务工人员
46.1万，分别占全市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7.93％、52.01％，比1998年增加14.5万，三
年平均递增45.89％。 
   1.2以自发转移方式为主 
   襄樊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渠道主要有自发外出、能人带动、劳动部门组织等三种形
式。分别约占每年外出务工人员的57.5％、32.5％、10％左右。 
   1.3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 
   襄樊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部分矿产大省。在沿海发达
地区和大中城市的打工人员约35万。在河南、山西等内陆地区的打工人员约11.1万。 
   1.4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为主 
   襄樊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为主。2001年襄樊市88.55万农村剩
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初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分别占15％、53.55％和31.45％。在沿海地区的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均有一定文化和技能，在内陆地区务工人员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5主要从事普通体力劳动 
   襄樊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建筑业、采掘业、饮食服务业和加工业。从事脑力劳动的
管理和技术人员约2万人，如车间主管人员、包头工、电工、焊工、驾驶员和电脑操作员，不足打
工人员的5％；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生产工人达44万之多，占打工人员的95％以上[1]。 
   襄樊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以下问题：输出无序，呈“散沙”型；信息不准，呈“盲
流”型；素质不高，呈“苦力”型；维权意识淡薄，呈“法盲”型等。2001年襄樊市仍有42.45万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待转移者年龄和自身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转移难度越来越
大；农村每年还将新增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整合转移机制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有序转移的有效
途径。 
   2襄樊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 
   2.1市场信息调节机制 
   市场机制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组成部分通过市场建立其内在
的有机联系，由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企业间竞争、价格涨落、利率高低等带动和制约整个社会机
体的运行和发展。市场信息调节机制能够使投入产出间的关系达到最优，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
有效利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盲目流动[2]。因此，必须建立
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劳动力岗前培训体系、劳动力输出机构（政府机构或中介机构）、劳动力供
求信息系统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优化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截止2003年襄樊市已建设
农业信息网5个，农业专业网7个，涉农信息网6个；拥有农村信息服务机构40个，信息服务人员456
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信息平台。 
   2.2文教科技拉力机制 
   文教科技发展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文化教育发展迟缓，导致劳动
力素质低下，就业出路狭窄，难以有序转移；同时还严重制约着科技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拉力。今后应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大力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加
强职业技术教育，强化岗前培训等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增强文教科技对农村剩余
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拉力。 
   2.3政策法规牵引机制 
   政策法规主要包括户籍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用工制度等。它们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而且这种影响又是人为的、主观的，若出台的政策与客观规律相吻合，将会引
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反之将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

 



程中的障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也产生许多问题，如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子女入学问题、农民工就业机会不公平等。因此，应建
立灵活的政策机制：义务教育政策、自由流动政策等，加强普法教育，增强维权意识。 
   2.4创新持续推动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创新不够。创新包括体制创
新、政策创新、思维创新等。体制创新是指在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健
全，只有创新才能逐步建立健全市场体制，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策创新就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滞后问题，调整完善并创新相关政策，以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思维创新就是要更新观念，
从传统模式下的定式思维及时调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动态思维，以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 
   3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三
农”问题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只有及时整合市场信息调节力、文教科
技拉力、政策法规牵引力、创新持续力等动力机制，形成有效合力，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有
序转移。 
【本文系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6Y299）；湖北省教育厅自然科
学重点研究项目（D200625001）。作者单位：襄樊学院地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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