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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农村人力资本角度分析表明 ,劳动力素质低下是限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指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加
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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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且数

量在逐年上升, 但是其转移速度却在放缓。这是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 , 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受人力资本的

制约, 难以接受科技知识, 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仍存在许多困

难。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 必须加大转移所需的人

力资本投资。

1  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

所谓人力资本, 是指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

务, 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 1] 。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而

形成的资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正

规教育投资、在职培训、健康投资以及劳动力迁移。其中教

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最主要内容。所以, 笔者主要以

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就我国目前农村人

力资本存量来看, 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 .1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 人力资本存量少  目前我

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总体特征就是低, 大量低素质人

口积淀在农村。根据国家农业调查队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

1996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将近5 .6 亿,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的占14 .01 % , 小学程度的占42 .15 % , 初中程度的占38 .04 % ,

高中程度的占5 .07 % , 而大专及大专以上仅占0 .16 % 。到

2004 年, 我国农村劳 动力中, 小 学及以下文化程 度还占

38 .2 % , 初中文化程度占11 .9 % , 大专以及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占0 .6 % 。总体而言 ,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

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03 年我

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 .6 年, 仅相当于初中水

平, 而1975 年, 日本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

11 .7 年[ 2] , 比我国2003 年的水平还要高出4 年多。低文化水

平的劳动力不仅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会在劳动

力市场中产生结构性矛盾, 影响劳动力的转移。

1 .2  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非常低下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

村实行的是一种应试教育模式, 这样导致农民不能学到一些

实用技术和从业的技能, 即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不能

立即找到合适的工作, 以至陷入就业无路、致富无门的困境。

在农村普遍存在一种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 认为读高中 ,

进大学深造, 才真正算人才, 而读职业中学是没有前途的。

多数人都不想读职业技术学校, 导致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生源

奇缺。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在目前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

专门职业技能训练的仅占9 .1 % ,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只能

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比如保姆、建筑工、保洁、搬运工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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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这些行业用工要求不高 , 而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比如电

子行业等, 由于技术技能要求较高而无法承担 , 这在很大程

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 .3  农村人力资本分布不均 无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地

区来看, 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都呈现正态分布[ 3] 。农村地区劳

动力的文化程度分布主要集中在小学或初中这一水平上, 就

平均水平而言, 初中占的比重较高, 而不识字或识字较少和

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的比重较低。

2  人力资本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2 .1  预期收入作用 预期收入作用促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正如托罗达认为农业劳动力

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差异越大 ,

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 4] , 也就是劳动力迁移取决于预期收

入。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说, 预期收入的作用是

非常明显的。一般来说 , 纯粹的农业劳动对文化程度较高劳

动者的报酬效果不显著; 而非农业专业技能在单一的农业生

产结构里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比

农村要高, 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度也获得提高, 人

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够得到更“公正合理”的待

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会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

因此, 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到的时候 ,

那些在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上“过剩”的、人力资本水平高的

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队伍。由此可以看出转

移的动力及效果和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中国农调

队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整理的资料显示, 转移出去的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滞留农村的劳动力[ 5] 。

2 .2  流动示范带动作用  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更容易摒

弃传统农村劳动力的那种保守性和落后性, 先于人力资本较

低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这些人力资本高、流动性强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在提前转移后, 对其余的还没有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具有很大的示范带动作用。表现在2 方面: 其一, 人力资本

高的迁移者凭借其较为丰富的经验成为带头人和领导者, 带

动其他没有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体转移[ 6] ; 其二, 农村

青年通过考试、入学的方式转移到城市更高层次的行业就

业, 对于农村将来要转移的劳动力也有一定的示范带动作

用。最近几年农村通过入学转移的人数逐年增多 , 这正是农

村人力资本整体水平提高, 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

体现。

2 .3  决定转移后的就业状况 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劳

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部门转移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 农

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从根本上来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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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对劳动力

的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也相应较高, 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和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掌握新技术、新工艺, 也就是说文化

程度、技术水平和就业状况呈正相关。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了其转移方向和职业的不同。根据有

关资料统计[ 7] 显示 , 从职业分布来看,2000 年农村转移劳动

力就业的行业首先是工业和建筑业, 在这2 个行业里就业的

农村转移劳动力合计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总人数的50 % ;

其次是社会服务业和商饮业, 在这2 个行业里就业的农村转

移劳动力约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总人数的25 % 。农村转

移劳动力就业的这种行业分布与他们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密

切相关的。这是因为, 这些行业通常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不

高, 进入门槛较低 , 符合农村转移劳动力自身的比较优势; 而

像邮电、通信、卫生、教育、文化等行业, 进入门槛较高, 因此 ,

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比例就非常低。从以上的分析 , 可以

得出2 个一般性的结论 : 第一, 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与职业

分布之间具有程度很高的关联; 第二, 文化水平低是农村劳

动力实现职业转移、就业的障碍。

2 .4  影响就业稳定性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转移后职

业的稳定性有着显著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1994 年在转移

后又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中, 文盲、半文盲高达21 .6 % , 初中以

下文 化程 度的 占 17 .8 % , 而 高中以 上文 化程 度的仅 占

9 .49 % 。其中的原因有2 个方面: 第一, 受教育水平低, 思想

保守, 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 ; 第二 , 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

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

平成正比关系。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创新性越强, 职

业稳定性越强, 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

3  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 农村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制约农村

劳动力转移和有效就业的关键因素, 这个因素既是制约农村

劳动力就业的长期因素, 同时也是目前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的现实障碍。所以 , 从根本上说, 政府部门必须积

极主动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 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

鼓励农村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自觉投入, 这样才能促进我国

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顺利地转移。

3 .1  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  教育的

投入特别是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首先应该是一个政府行为, 但

是, 长期以来,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都严重不足。加之长期实行向城镇倾斜的教育投资政策, 农

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 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 在竞争日

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 农村劳动力很难与素质较高的城镇

劳动力进行公平竞争。因此, 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

资力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关研究表明, 无论对个

人还是对社会, 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 应将

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最重要位置上。

3 .2 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

平  在农村普遍存在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认为只有读高中 ,

上大学, 才是人才 , 读职业中学没前途 , 多数人都不愿意读职

业学校。另外, 农村基层政府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 投入不

足, 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差, 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缺乏生机和活

力。农村职业教育弱化, 导致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足, 科技素

质差, 无法满足转移的要求, 只好滞留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

所以说,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势在必行。政府应

该把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制定具体的相

关政策和措施, 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劳动力的培训。在国家相

关部门的推动下, 我国花巨资从2004 年开始实施了“阳光工

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 这一举措迎合了农民工

的需要。2004 年该项目已经培训250 万人, 计划2005 年培训

280 万人[ 8] 。对于此项目中央财政的专款补贴也从2004 年

的2 .5 亿元增长到2005 年的4 亿元, 此种种迹象都表明, 将

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得到较好的就业培训。

3 .3 构建社会资本, 促使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提高其人力

资本水平 贝克尔认为: 劳动力迁移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方式[ 9] , 因为迁移过程中劳动者所发生的成本是为了未来更

多的预期收益。但是劳动力在其转移过程中形成的人力资

本需要社会资本的帮助, 而且社会资本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

和信息成本的作用。劳动者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除了需要

全身心地投入之外, 还需要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 ,

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 诸如社会地位、社会

评价、信任互惠等人际关系或是社会关系[ 10] 。社会资本在

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第一

是提供求职便利以增加其获取知识技能的机会。在城市中

获得一份工作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取人力资本的基本条件

之一, 就业是其掌握新知识、学习新技能的基本途径。而大

多数转移劳动力都利用这种社会资本来帮助其求职、就业。

据2003 年6 月20 日中国网的调查资料显示, 被调查的对象

中有69 % 的农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使用了这种社会资本。

第二是帮助转移劳动力真正融入城市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和

知识面。城市文明相对较高, 但转移劳动力往往缺少接触城

市正式制度和组织的机会, 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社区, 他们

常常沦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这使他们游离于城市文明之

外, 视野和知识面难以拓宽。

总之, 进行农村人力投资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根本途径, 所以应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力

度,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教育和培训, 做好转移中和

转移后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使之贯穿于整个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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