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制约因素 

文/陈宝财 

在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不可能像中小国家那样通过短短二
三十年就将滞留在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知识
密集型工业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更加显得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为5亿
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资源情况，农业内部仅能容纳1.4亿人，农
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达1.9亿人，加上农村每年新净增劳动力，到2020年总共有2亿多劳动力要从农
业中转移出去，任务之艰巨，让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是什么因素在在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 

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很多，相关论述的文章也有很多，如，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城市化水平、工业发展程度、户籍制度等，但我认为有些制约因素是浅层的，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不出来的真正原因。如果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不能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那么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如果比城里人高，即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城里人也会被挤到农村谋生，如果城市和工业
发展能够充分容纳现有城乡所有的劳动力，通过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拉动效应，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也
早就转移到了城市，一直拖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腿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早就得到了解决。农民不是不
想出来，关键是农民出不来。改革开放20多年，伴随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呼
声也喊了20多年，可至今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问题的症结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农业并不发达的
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慢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当从更深层
次寻找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不断的改造我们传统的农业，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
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一、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制度因素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标志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该

承包法只是对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权益和责任、承包期限和流转方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仍没
有明确土地的权属和承包经营的法律性质，对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的培育，以及对土地的规模经营
和集约经营起不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一大障碍因素。 

土地均田承包，长期不变，迎合了中国人均贫富思想和恋土情结。土地按劳动力和人口均分，
承包期30年不变，对调动一家一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加
速农业现代的实现作用确不大，相反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一是土地分的过散过细，不但总面积
要均分，不同等级的土地也要均分，这就造成了一家一户本来面积就不大的土地又要分成二到三
块，比邻间相互播种的种类和品种的不同，以及耕作方式的不同，大型农田机械根本用不上，规模
经营无法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慢。在土地不能集中的情况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彻底从
土地中解放出来，只能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这是农民不能常年在外务工，只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游离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是几千年的土地养育之恩，孕育了代代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将土地作
为自己的生存之本，尽管种地与外出经商务工的比较利益比较低下，但是种地的收入确比较可靠。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宁愿舍弃部分外出务工收入，也不愿放弃属于自己的土地。即务
工也务农，即不离乡也不离土的兼业经营就是这种情结的真实写照，青壮劳动力在外务工，老弱病
妇在家务农，务工者乡村户籍没变，农民身份没变，土地经营权没变。三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规
定了土地不准买卖，并对土地流动作了严格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比如，农民全家
迁入城市，并且户口变为城市户口，必须交回承包地，农民在交回承包地的过程中，土地作为农民
福利保障中的各项功能（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基金等）也就随之消失，并且在农村得不到这方面
的补偿，进城后仍然得不到补偿。城里的劳动力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进
城后很难享受到这些福利保障，起码进城之前城里人已经积累的各项福利是无法得到补偿的。 

二、农民社会福利保障的真空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社会因素 
我国长期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就了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城里人享有一

系列社会福利保障，诸如：住房公积金（房改前为公有住房）、医疗保险（医改前为公费医疗）、
养老保险（体改前为退休金）、最低生活保障和其它各项生活补贴等，而农民确没有；城里人在基
础教育阶段子女上学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和较高的教育质量，而农村确不行，农民的孩子到城里上
学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交一大笔择校费用，二是试先将户口迁入城市，这两者对农民来说都不容
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看是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实则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一系列城市社会福利



 

保障，户籍制度在不断改革，农民进城落户比过去容易多了，但农民进城落户就能享受到这一系列
社会福利了吗？显然不能，起码进城前城里人前期积累的一些福利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农民的一切
福利都附着土地上，生病、养老、住房等等，世代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早已把土地看作是生
儿育女，养老送终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所有的社会福利
保障都将成为真空，这也正是农民眷恋土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由于农民社会福利保障上的真
空，一方面使农民进城就业成本加大，另一方面使农民进城就业风险加大，至使相当部分农民离乡
并有离土，进城并没有真正离乡，大部分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在城市和农村间游动。有的是农忙季
节在家务农，农闲季节在外务工；有的是大部分时间在城里务工，少部分时间在农村生活；有的或
为子女上学，或暂时在城里有合适的工作，在城里干几年又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 

三、农村教育落后，即农民子女教育跟不上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内在因素 
有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快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原因归结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无法满足

城市岗位就业需要。诚然，劳动力素质确实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但不是深层因素。劳动
力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底蕴、技术水平、竞争精神、协作意识、适应能力等，除身体素质
外，其它所有体现劳动力素质的东西都与教育程度有关。据研究，不同级别教育程度的农民转移比
例明显不同。就2000年而言，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是文盲的3.25倍，初中是小学的2.28倍，高中是
初中的1.13倍，中专是高中的1.83倍，大专是中专的1.22倍。据统计，2000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城
市与农村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量比是：大学为18：1，高中为4：1，初中城乡基本接近。同年全
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为10.2年，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具有明显差距。更重要的是
农村由于受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限制，同等受教育年限的学生，实际受教育程度在质量上远不
如城市，有量无实。偏远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初中辍学儿童，在普九目标的重压下，通过不同渠道和
方法取得了初中毕业证，实际上确没有初中文化。农村教育的落后，农民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我
国农村劳动力陷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农民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导致素质差，素质差导致
转移不出来，转移不出来农民就要受穷，受穷又导致受教育程度低。由此可见，农村教育落后，农
民子女教育跟不上才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内在因素。 

四、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速度慢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深层外
在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集中，这是工业化发展的规律。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还要看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需求拉动能力，显然，目前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
平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有效需求不足和产业结构落后制约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水
平，进而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深层外在因素。一方面是投资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发展
缺少的不是劳动力和土地，而是资金。可我们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内银行确沉淀大量的储蓄
资金不能转化为投资。据统计，200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14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突破
8000亿美元，相当于6.5万亿元。而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8604亿元。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
主要有五点：一是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银行贷款投资的比例过大，投资风险过于集中；二是居民受
教育水平低，参与投资经济的能力较弱；三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力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城市化水平
和服务能力跟不上；四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品牌少，产品收入弹性小，投资回报率低；五是现代
产业技术发展更新快，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升级慢，企业寿命短，投资
未来预期资本边际效率低。另一方面是消费不足，在一个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493
元，农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存款余额确超过10000元，充分体现
了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的落后和消费倾向的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社会保障和社会
福利发展的不好，在居民对未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无法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心里，医
疗、住房、养老、失业保障等等，都需要居民用存款来支付，因此居民不能不增加存款，降低消
费；二是子女抚养和教育成本增加，再加上子女结婚、住房、找工作等也都要由父母来负责，而且
这方面的成本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就更加刺激了居民储蓄倾向的增加；三是几千年的传统文
化，勤俭节约一直作为美德来推崇，增加流动性更强的现金储蓄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可
这种观念对于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确是弊大于利的，直接弊端就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过慢，消费倾向过低，消费需求不能激发投资欲望；四是市场产品品种和质量性能低劣，更新速度
快，使用寿命短，无法激起消费者消费欲望。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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