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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多, 已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中系统地剖析了我国农业剩

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 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吸纳的对策建议, 有助于逐

步实现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及优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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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re are a lo t of su rp lu s ru ra l labou rers in Ch ina,w h ich has rest ricted the de2
velopm en t of ru ra l econom y. T he art icle system at ica lly ana lyses the su rp lu s ru ra l labou r in

Ch ina, pu rpo se fu lly pu ts fo rw ard the coun term easu res and suggest ion s on m igra t ion and

ab so rb t ion of the su rp lu s ru ra l lobou r in ou r coun try so as to rea lize the flow of resou rces

and reasonab le d ispo sit ion abou t the labou rers in agricu ltu re of ou r coun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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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

量大幅度提高, 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科技的

长足进步, 人多地少, 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

问题已迫在眉睫。

这里的农业是指种植业, 剩余劳动力也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及剩余劳动时间, 这种

剩余全国普遍存在, 而且北方多于南方, 现在多于过去, 将来又有多于现在之势, 这种过剩已

到了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地步。转移和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意义深远。

1　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 更是人口大国, 以不足世界7% 的耕地, 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这

本身虽然是个奇迹,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12亿人口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而且总人口的8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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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也就是说有10亿人口依赖土地而生存, 有限的土地无法容纳过快增长的人口和劳动

力, 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与有限的土地资源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是必

然。归纳起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过快, 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农村

劳动力50年代117亿, 1980年达到3119亿, 1994年达418亿, 年均增长215% , 预计到2000年我

国人口将达13亿, 其中农村劳动力将达616亿, 占总人口的50% , 现有的耕地面积大约能吸纳

212亿左右, 也就是说有2ö3的劳动力成为剩余。

第二, 可耕地面积减少是造成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又一主要原因。耕地减少有自然因素,

如沙漠化, 也有人为因素, 如基本建设占地、人口增长所建新房占地、乡镇企业占地、各开发

区占地, 使农业用地逐年减少了, 已到了用《土地法》保护的地步了。据统计, 从1957～ 1977年

的20年间, 全国净减少耕地1 200万 hm 2, 近20年, 我国耕地减少的速度更快, 以年均6617万

hm 2的速度递减。我国尚能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1 300万 hm 2。这样可容纳劳动力的土地

资源减少, 加大了剩余的程度。

第三, 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尤其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方面替代了人力

畜力, 另一方面减少了劳动量, 人均耕地的能力提高了, 无疑会使大批农业劳动力失去耕作

的机会, 而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

第四, 农村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 健康水平提高, 使农业劳动力劳动年限增长, 农业劳动

力累积量增加, 尤其是妇女参加劳动, 这都加剧了劳动力的过剩。

此外,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 从事非农产业比较困难, 也是造成农业劳动力过剩不可忽

视的原因。

2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吸纳的客观必然性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剩余的农业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脱离, 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剩余

劳动力吸纳是指非农产业吸收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可极大地减轻

农村就业的压力, 又为他们找到了另一条谋生的出路, 同时, 也解决了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

的需求, 转移和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是必然。

1)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发展。但其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 人均资源有限, 维持温饱

尚可, 实现小康就很难了。从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角度看, 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只是权宜之

计, 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实现规模经营, 进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 劳动力转移是

客观要求。

2) 农村产业化调整,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村

产业结构目前还不够合理。主要是种植业比重过大, 林、牧、副、渔业不够发达。农村工业化水

平低, 只有将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

才能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综合能力。这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3)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留出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农村的生产

力水平较低, 创造财富的能力较弱, 从农村转移劳动力要求提高其素质, 这样在其他行业才

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交叉劳动的形式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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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

4)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是非农产业的客观要求。目前, 在第二、三产业, 还有许多工作

无人做, 不愿做, 这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机会, 来填补某些产业的真空, 近几年来, 城镇

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益提高, 大批农业劳动力离土进城, 现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

缺少的一支生力军了。

5)我国现代化建设客观要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我国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 那么

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 人类对农产品的需求比

例是呈下降趋势的。而工业生产和服务需求是无限的。只有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 从事

其他事业, 整个社会的需求才会满足。同时, 现代化的建设, 对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更高

的要求, 需要调整劳动力结构,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加快调整的进程。

3　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对策建议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需要结

合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对策和一系列配套措施, 才能把剩余劳动力从耕地上转移出来, 非农

产业才能吸纳他们。为此,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 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将剩余劳动力从耕地上游离出来。

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是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也就是说,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剩

余的劳动力才能从农业劳动队伍中分离, 改变3个人的活5个人干的状态。

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包括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水平、各项科技推

广的应用水平。这需要加大资金投入, 首先实现农业机械化, 解放劳动生产力, 使其有时间、

有精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其他农业技术推广创造条件。用高技术、现代化装备的农民, 每

个劳动力负担的农田就能扩大几倍、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农业生产规模化, 这样剩余的农业

劳动力才能转业。

第二, 加快发展非农产业, 提高吸纳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能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是非农产业。只有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 转移出来农业剩余

劳动力才有出路,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过份强调种植业, 林、牧、副、渔业的发

展极大滞后。这与现代大农业很不适应。但也说明了这些行业发展余地很大, 需要有人去开

发, 开办农村商业网点、农副产品加工网点、文化活动网点、社会服务网点、交通运输网点, 形

成加工服务产业化。多元化的农村经营方式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 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 促进剩余劳动力流动

农村劳动力近几年来大量涌入城镇, 这种无序的流动给城市和交运部门带来沉重的压

力, 也使农民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这主要是农民自发、盲目行为所至, 建立农村劳动力

市场, 形成全国城乡完整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沟通供求双方的信息, 使城市用人单位能及时

找到所用的劳动力, 又使农民劳动力及时发现用人单位, 双方直接见面, 也好双向选择。同时

大力发展中介机构, 加强沟通的能力, 拓宽择业的范围。这也会为供求双方提供安全服务的

保障。

第四, 加强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择业的能力。

我国农民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 10亿农民2亿文盲, 这本身说明其受教育程度较低。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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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 绝大多数仅能从事简单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

择业, 又使其收入偏低。要首先加强从中学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农民的培训, 使他们掌握较

先进的科学技术, 参与复杂的劳动, 在较高层次劳动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要加强农民的普及

培训, 使他们掌握较多的劳动技能, 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

进行农民培训要本着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 以科研院、所为主导, 形成基地, 利用农

闲集中培训。同时, 农业科技人员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分散指导, 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培训

的方式, 有步骤、有重点, 迅速使农民掌握一技或多技之长。

总而言之,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吸纳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之

一。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如果忽视了, 将直接影响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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