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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当前的两大战略选择 , 但二者并非可以兼得 , 甚至会形成相互制约。技术进步对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表现为2 个方面 : 客观方面技术进步导致我国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和传统产业的就业挤出效应 , 从而既减少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会 ,又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 ; 主观方面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 满足不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越来越高的技能要
求 ,使自身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减缓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 , 要以
社会保障为基础 ,提高农民素质 ,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在第三产业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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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当前的两大战略

选择

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是我国急需解决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者都是国

家致力追求的目标 , 是我国当前两大战略选择。

经济增长有4 个轮子( 要素) :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

本、技术进步与创新, 其中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

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增长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罕

见的快速发展记录。但我国经济跛足而行, 过分依赖于廉价

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资本投资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3 个轮

子, 缺少技术进步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种经济增长

方式已经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的重

担已经客观地落定在了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战略命题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 . . . . . , 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

据劳动部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农村目前约有1 .5 亿剩余

劳动力, 但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近2 亿[ 1] 。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有3 .5 亿之多。此外, 我国农村每年还新增600 万劳动力。

有人形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座“活火山”。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是我国21 世纪关

系到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

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势在必行, 但是二者

并非可以兼得, 甚至会相互制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弱势地位进

一步强化。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的农村人地

关系高度紧张, 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和就业压力等也制约着

农村技术进步。笔者重点分析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制约。

2  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

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表现为2 个方

面: 客观方面技术进步导致我国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和传

统产业的就业挤出效应, 从而既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机会, 又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 主观方面较低的农业

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越来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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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 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 .1 技术进步导致我国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 就业增量

持续减小, 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会  边际就业弹性

是一定时期内就业人数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

值, 其意义为经济增长1 % 需要就业人数增长的百分比[ 2] 。

技术进步总是倾向于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 从而减少经济增

长对就业的需求。建国后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加

速下降, 就业增量持续下降。尤其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

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但边际就业弹性和就业增量下降

速度比以前更加急剧( 表1 给出了我国就业弹性的变化情

况) , 出现了经济高增长, 就业增长低甚至无增长现象。出现

该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资本挤出劳动力及技术替代劳动力

无疑是两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当前甚至呈现出与

就业的负相关, 是导致边际就业弹性急剧下降和就业增量持

续减小的首要原因。

技术进步导致我国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 就业增量持

续减小, 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会。我国现有劳动年

龄人口为8 亿, 到2020 年, 将达到9 .4 亿, 增加了17 .5 % 。按

照1991～2000 年的边际就业弹性0 .107( 假设不再下降) , 即使

GDP 年均增长10 % ,14 年就业量增加14 .98 % , 低于劳动年龄

人口增长的就业需求, 到时候又将新增几千万失业人口, 就

业竞争会更加激烈, 这对低素质低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非

常不利 , 无疑会大大减少其就业转移机会。

2 .2 技术进步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传统产业

就业挤出效应显著

2 .2 .1 传统产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就业领域( 表2) 。

传统产业一般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从产业结构来看, 当

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征表现为 : 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就业为主 , 达到80 % 左右, 第三产业还没有成为吸纳农村劳

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第二产业就业以建筑业、纺织服装业、玩

具业、初级电子电器产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为

主, 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较少。

2 .2 .2  第一产业技术进步分流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农

业是第一产业, 包括农、林、牧、副、渔等传统的初级生产部

门, 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土地供给和产品需求都缺乏

弹性。在此前提下 , 从技术进步的效应看, 技术进步会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 单位土地和资本所需劳动力投

入会逐渐下降, 现有的土地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来耕种, 从

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所以农村技术进步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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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 加大

了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难度。实证研究显示 , 20 世纪90 年代

后, 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与技术进步率( 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

高率表示, 下同) 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 0 .771 , 技术进步

率与就业增长率相关系数为- 0 .906 , 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第一产业生产技术进步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劳动力的

挤出上。且中国第一产业潜在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仍很大, 挤

出剩余劳动力仍是目前第一产业技术进步的首要任务[ 4] 。

  表1 1953～2000 年我国边际就业弹性变化

年度
GDP 年均增

长速度∥%

总就业人员

增长速度∥%

总边际就

业弹性

第一产业边际

就业弹性

工业边际就

业弹性*

第三产业边际

就业弹性
1953～1978    5.87 2 .58 0 .440     0 .93    0.544* 0 .676
1979～1980 7.70 2 .71 0 .352 0 .62 0.467 0 .928
1981～1988 10.66 3 .16 0 .296 0 .20 0.425 0 .525
1989～1990 3.95 8 .45 2 .140 1 .76 0.045 2 .372
1991～1995 11.98 1 .23 0 .103 - 0 .384 0.142 0 .736
1996～2000 8.26 0 .93 0 .113 0 .017 0.003 0 .370
1991～2000 10.11 1 .08 0 .107 - 0 .203 0.076 0 .618

 注 : 资料来源于齐建国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摘要2001》的有关数据计算。“* ”包括建筑业。

  表2 我国乡村从业人员行业分布状况 万人 

年份
农林牧

渔业
工业

建筑

业

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零售贸

易业及餐饮业

其他非

农行业

2000 32 797 .5 4108 .6 2691 .7 1 170 .6 1 751 .8 5 441 .9

2001 32 451 .0 4296 .0 2797 .4 1 205 .4 1 864 .5 5 614 .6

2002 31 990 .6 4505 .6 2959 .0 1 259 .1 1 996 .8 5 815 .8

2003 31 259 .6 4937 .1 3201 .1 1 328 .2 2 059 .2 6 185 .9

2004 30 596 .0 5438 .9 3380 .5 1 475 .9 2 701 .6 6 102 .4

 注 : 表中分行业从业人员是按从事的主行业划分的 , 如以农业为主、兼

营商业的 , 仍作为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中包括村

及村以下办的工业从业人员。

2 .2 .3 技术进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第

二产业中的传统产业部门就业挤出效应显著。劳动保障部

近日调查显示,2005 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业较为集中的行

业及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建筑施工业19 % 、电子电器业17 % 、

制衣制鞋业15 % 、住宿餐饮业11 % 、商务服务业9 %[ 5] 。可见

第二产业中的传统产业部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

领域。依照惯性和农村劳动力素质来看, 第二产业中传统产

业部门也是未来若干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

技术进步发生在第二产业中的传统产业部门, 其直接影响也

是减少就业。因为这些行业属于成熟产业, 市场已经比较饱

和, 拓展空间不大 , 所以本身对就业增长的贡献不大, 而技术

进步直接提高了相应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 从

而减少了就业人数。比如在传统制造业、采掘业, 数字化设

备的推广应用会大大减少就业人数。改革开放前的26 年 , 第

二产业边际就业弹性高达0 .544 , 但由于新技术、新工艺的大

量采用 , 工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 , 目前已降到了0 .001 左右[ 6] 。可以预见, 工业的边

际就业弹性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零, 甚至为负数。所以技术

进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具有显著就业挤出效应 ,

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

2 .3 农业劳动力素质低, 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和

技能越来越高的要求, 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 .3 .1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且近年来有所下降。2003 年

农村的文 盲占 农村 劳动 力总 数 的 7 .39 % , 小学 程度 为

29 .94 % , 初中程度为50 .24 % , 高中程度为9 .68 % , 中专程度

为2 .11 % , 大专及大专以上为0 .64 % , 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

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总数的13 .6 % [ 7] 。农村劳动力这样的

科技文化素质降低了其就业能力。

2 .3 .2  农村劳动力技能缺乏减少了其就业转移机会。技术

进步将劳动市场分成2 个市场: 熟练工人市场与非熟练工人

市场。在这种情况下, 技术进步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存在着

分别针对2 个市场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 技术进步增加

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熟练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图1) , 表

明对熟练劳动的需求增加 ; 另一方面 , 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

实际随着对新机器和技术的投资而减少[ 8] , 劳动需求曲线向

左移动( 图1) 。技术进步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减少对

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使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率趋于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国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需求巨大, 技能型

人才缺乏 ; 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 80 % 以上为非熟练劳动

力) 就业无门, 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的原因。

2 .3 .3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享受

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补偿”。技术进步在导致技术性失

业、结构性失业的同时 , 又会提供“就业补偿”。其中技术进

步促进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 促进就业机会增加是最

主要的补偿途径。例如 , 第3 次技术革命催生了电子计算机

工业、光导纤维工业、激光工业、新材料工业、航天工业、机器

人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 从而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

会, 吸收了大批劳动者就业。技术进步虽然会使传统产业的

就业量具有下降的趋势, 但如果在传统产业中释放出的富余

人员能够逐渐在新兴行业中找到自己的工作, 那么由于技术

进步而引起的就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较高失业率也会降

低[ 9] 。但是农村劳动力素质阻碍其进入一些较高层次的产

业就业, 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农村劳动力在自身

素质和技能上的不足使得他们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 就业

空间越来越小, 从而使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很难立足。

总之, 技术进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加强了

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 , 增加了综合素质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难度,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制约作用, 强化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弱势地位。

3  对策和建议

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不能完全消除, 但是

可以通过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来减缓至最小。笔者给出以下

的对策和建议。

347534 卷21 期              彭慧蓉等 浅析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



图1 技术变化对不同劳动需求的影响

3 .1 政府是主导 解决技术进步与就业是系统工程, 涉及

到政府、技术进步主体———企业、就业主体———劳动者等。

有许多学者认为, 要解决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制约, 要进行产

业选择, 以劳动密集型为首选; 要进行技术选择, 尽量选择资

本节约型技术, 减少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使用。但是企业

并不对就业负责, 当市场竞争和利润追求需要它选择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使用某种技术时, 不要指望企业出于对失

业人口的同情和善心而放弃选择 , 所以企业不会成为缓解问

题的主体。农民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 , 具有很大的被动性 ,

要减缓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 有效的

选择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农村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

劳动力市场、农村人力资源建设、财政金融投资等方面为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3 .2  第三产业是出路 我国的第一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已

经变为负数 , 第二产业边际就业弹性急剧下降 , 是导致总量

边际就业弹性下降的根本原因, 只有第三产业边际就业弹性

高而且稳定, 且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 表3) , 甚至远远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巴西等

国,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第三产业是补偿技术进步减

缓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表3 按3 次产业分的就业构成 2001 年,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    50 .0    22.3 27 .7
美国 2 .4 22.4 75 .2
日本 4 .9 30.5 63 .9
英国 1 .4 24.9 73 .4
澳大利亚 4 .9 20.9 74 .1
俄罗斯* 11 .8 29.4 58 .8
韩国 10 .3 27.4 62 .3
巴西 20 .6 20.0 59 .2

 注 : * 为1999 年数据。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副所长齐建国甚至认为加速城市化, 发展第三产业, 是解决

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我国应该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 , 为农

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3 .3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是基础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

将是长期存在的。从当前宏观经济情况出发, 政府应该承担

起责任, 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扩

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确保社会经济

稳定发展。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也会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提供条件。由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 导致我国当

前的高储蓄低消费,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乏力, 第三产业发展

滞后。一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就会刺激消费, 刺激第

三产业发展, 带动就业。

3 .4  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是关键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短、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 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技

术进步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

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不能指望以技术退步为代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让

技术进步来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只能通过提高

农村劳动力素质来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要实现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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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粮食总产量虽然呈增加的

趋势, 但自1998 年达到最高后, 近几年粮食产量在2 400 万t

徘徊。灰色关联分析表明 ,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对粮食总产

量的影响在诸因素中最为显著 , 其次是农田水利建设、农业

现代化程度等。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 , 单纯依靠扩大播

种面积等外延式利用耕地资源的方式增加粮食总产量的潜

力已不大。因此 , 增加科技投入 , 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大力兴建并改善农田水利设施 , 推进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提高复种指数,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是增加粮食总产量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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