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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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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 

    

    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我国是人口大国,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大, 将近

70%。到目前为止, 我国农村有1.5 亿剩余劳动力, 每年还增长600 万左右,以年均4%的增长率增长。如

何来解决、转移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成为当前的难点问题。 

    

    2.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总体水平不高, 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根据最近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的调查,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 平均每户劳动力为3.84 人, 在每户中, 初中文化程度及其以下的劳动

力为2.22 人, 占58%; 有专业技术职称和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数为0.28 人, 占7.3%。《2003- 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 在转移的

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8.6%。可见, 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总体水平不高, 对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远远不够。 

    

    3.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来说, 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一致。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

工业制造业在GDP 中的比重达到40%左右时, 劳动力转移程度应该达到50%的水平。目前, 我国工业在

GDP 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 但全国劳动力转移率只达到30%左右, 这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一

致。这说明, 我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与世界相比相对滞后, 不利于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需要深

入研究如何来转移我国现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 扫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4.城乡分割、地区分治和财政分灶吃饭以及部门间只能交叉、协调沟通不够, 进一步形成了影响我

国市场管理和工作效率的体制障碍。目前, 我国实行各级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 一些农村劳动力主要流

入地的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部门负责人对由当地政府财政出资为外地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持不同

看法, 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解决本地居民的就业等问题。同时, 涉及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工

作的部门较多, 但责任不明确, 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管理方面, 缺乏统一的管理规

则和管理制度, 部门与部门之间也缺乏协调机制。再加上, 本地区政府为保护和扩大本地区居民的就

业, 采取行政手段来限制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从事某项职业。总之, 体制性的问题进一步阻碍了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转移和就业。 

    

    5.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出去, 留在农村的人口剩余存在很大问题, 缺少可持续性。拿四川资阳市为

例,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 99%以上的责任田转租或无偿地出让给了在农村务农的农民, 也就是说, 

25%的土地集中到了75%的农民手中。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 有利于农业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

方面发展, 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发现这些土地集中在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手中, 大部分有技术有能力的

青壮年进入城镇打工, 留下的非劳动力和年龄在50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了总劳动力的74%, 农村经营

主体的老、弱、病、残、妇幼化导致了部分土地无法耕种或广种薄收, 造成了大量土地浪费。 

    

    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 

    

    1.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生产率较低, 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或负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

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提高,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



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根据刘易斯理论,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

在两个经济部门: 一个是城市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 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 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

率;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 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下, 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但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时, 只要工业部门需要就可以从农业部门

得到无限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 农村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

近于零甚至为负数, 故在剩余劳动力未转移完毕前,农村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 从而由农业人口过多导

致农业低效率。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土地稀缺, 影响农民收入, 进而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农村土地是有限的, 具有

稀缺性, 而农业人口可以说是无限的, 这种直接结果是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不增长或负增长, 

这就会影响农村的稳定。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因此, 转移农村劳动力是必然的, 提高农

民收入是必须的。现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及时的正确的。那么, 如何有效分配农村剩余

劳动力使既在城镇中打工又不放弃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增收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三、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路径 

    

    1.加大技术教育投入, 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培训。目前, 我国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等待转移; 另一方面, 我国的广东、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矛盾问题。就其本

质上说, “民工荒”是技术工人荒, 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缺乏劳动力, 职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成为了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根据2005 年抽样调查, 广西人口总数为4925 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占了70%, 

在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70%, 在2005 年广西参加职业技术技能培训的29.9 万农民中, 

仅4.8 万人取得国家初级职业资格。由此可见, 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缺乏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

一。现在有一个问题, 培训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支付? 这有三个关系人; 农民工、用人企业、政府。首先

对于农民工来说, 这部分费用全部由农民工来支付, 这会使本来接受教育培训积极性不高的农民工的积

极性更加降低, 他们主要看重的是短期利益。高额的培训费使农民工“望而却步”。其次对于用人企业

来说, 这无疑使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产品竞争力下降。退一步说, 就算用人企业来支付费用, 农民工

经过培训后由劣势地位转移到优势地位, 他们有了向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 一气之下离开企业, 使得企

业花了培训钱最终却是为别的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因为现阶段农民工的“道德水准”让人怀疑, 所以用

人企业也不乐意支付。再次对于政府来说, 政府现在财政赤字每年递增,财政缺口比较大, 同时, 各地

区的行政分割严重, 无法形成统一的培训费用的管理系统。从上分析, 笔者建议成立“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金会”, 其目的就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统一的教育培训, 使其掌握一门技术, 适应我国当前

经济发展之需要, 解决发达企业的“技工荒”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矛盾问题。其经费由政府、用人

企业和农民工三者共同出资, 其中政府和用人企业为主要经费来源。同时, 出资的用人企业通过培训获

得自己发展所需要的农技工, 在出资之前, 用人企业要和接受培训的农民工签订合同, 保证农民工在接

受培训后到为其提供培训经费的企业工作一定期限, 不至于用人企业白白花钱没有获得好处; 政府主要

其监督作用, 防止道德败坏的不良现象发生。 

    

    2.积极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 继续实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多年来, 我国实施

了“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转移策略, 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就地转移”策略中, 第一, 通过

发展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 构建我国城市工业之外的“第二工业体系”, 开辟经济建设的第二战场。

截至2001 年底, 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 亿人, 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 乡镇企业支付职工工

资总额为8200亿元, 人均为850 元, 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这既解决了农民就业和增收问题, 

又发展了城镇化建设。第二, 通过农业产业化, 可以更多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 发达国家对农

产品加工值约占总量的80%, 而我国只占10%;发达国家食品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 倍, 我国不到

1/3; 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 而我国是7∶1∶2。可见, 我国农业产业

化程度低, 发展潜力较大, 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渠道。第三, 引进城市资金到农村就地办厂, 

鼓励成熟民工回家乡创业, 造福家乡。同时, 把城市中不再需要发展或成本增加的企业搬迁到农村, 既

解决农民就业又减少企业成本。在“异地转移”转移策略中, 首先大批农民工进城, 为城市的发展可以

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其次, 在城市中的第三产



业解决了一定量的农民工。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30%左右, 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

60～80%;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种类有150 0个,而我国只有50 个; 发达国家社区服务就业份额20～30%, 

而我国仅为4%, 据推算, 全国32 个百万人口特大城市和43 个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 社区服务能够

提供1500 万个就业岗位, 再加上中等城市和乡镇城市, 提供的就业岗位将更多。可以说, 第三产业将

是未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大空间。第三, 鼓励农村剩

余劳动力出口, 促进我国劳动力向劳动力稀缺的国家劳务输出, 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 

    

    3.打造“农村地方人口”品牌, 形成地方优势。拿四川为例, “川妹子”家政服务在全国闻名于

世, 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川妹子”品牌。四川农村妇女以其勤劳、朴实、纯正的优良品质深得各地

的普遍赞誉。我国城镇家庭需要家政服务的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高年龄、高级知识分子、中高级干部

的“四高家庭”。就拿高收入家庭来说, 我国拥有1000 万资产的家庭有24 万, 100 万元资产的上千万

个。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8811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6.96%, 而且老龄化问

题在未来将更加突出, 老年人的衣食起居需要人来护理。而四川现有农村人口数6800 万, 农村劳动力

3780 万, 剩余劳动力1300 万人, 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3。一般适合做家政服务的为16～45 岁的农村

妇女。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有1622.4 万人, 按照1/3 来计算约为540 万人, 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 

在这个方向上转移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潜力巨大。同时, 别的省市地区的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可以通过

四川家政部门培训后以“川妹子”的品牌走向全国。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认识到, 各省市应该根据市

场的需要, 结合本地区的特色形成市场需求的地区品牌优势。 

    4.学习上海市“专业农民”使用技术培训工程, 形成卫星式辐射。“专业农民”是指以农为主, 具

有发展潜力, 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民。上海市于2005 年起, 每年计划培育“专业农民”1 万人, 每一

个“专业农民”辐射10 户农户, 使10 万农户受益。2005 年, 上海市郊区10 个区县共计培训“专业农

民”11600 余人, 市财政投入580 万元。通过对各个区因地制宜的开设《粮食》、《蔬菜》、《农机》

等培训专业, 经过培训后颁发“专业农民”培训证书, 并建立“专业农民”信息档案, 促进各地区主导

产业的发展。“专业农民”培训证书, 并建立“专业农民”信息档案, 促进各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

“专业农民”以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基地和农场生产主干为主体, 他们通过培训基

本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 将所学知识和技术通过分发技术资料或利用示范田示范等形式传授给周边的农

民, 力争做到学一人、带一片、富一方的示范带头作用, 真正达到辐射带动的目标, 加快劳动力转移和

造福农民,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区应该借鉴上海市的“专业农民”工程, 要以改革的精神建设适

合本地区的开放、灵活、多样化的培训网络和培训基地, 逐渐形成以培训为主, 推广、咨询与信息服务

四种功能齐全的地方培训新体制和运行机制。 

    

    

    

    

    吕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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