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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不利于本地转移 , 城市就业形势严峻阻碍了异地转移 , 农村劳动
力综合素质限制了就业范围 ,制度性因素则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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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lowing Obstruction of Surplus Laborer from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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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ization of the rational shifti ng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s the inevitable way of buil ding China comfortably-off society . The flowof the surplus
laborer frompresent rural area in Chi na has met several obstructions . Boththe laggardl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disadvantageous status of town
labor market restricted the shifti ng of rural labor . Meanwhile , the lowsynthetical diathesis of surplus laborer fromrural area and several institutional fac-
tors , all of themtogether finally led to a disastrous outc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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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对于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推进农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 ,

具有重要意义。到2005 年末 , 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 .6 亿

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达2 .7 亿人,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4 000 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 年对全国2 749 个行

政村调查显示, 近50 % 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 其

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占一半。在城市长期居住的

农民工越来越多。《2007 年: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

书指出, 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 .97 亿人,1 .8 亿人在农村务

农, 已经转移就业2 亿多人, 此外尚有1 .2 亿的富余劳动力。

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已

经严重影响到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随着城市化、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转移到非农领域

就业。分析转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意义重大。

1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不利于本地转移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市优先的赶超工业化发展战略, 有

限的财政和金融集中于城市, 导致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长期

存在, 甚至不断恶化,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极大地降

低了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转移。

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农产品结构调整, 扩大农业内

部的就业容量。目前多数农民依然沿袭着传统的小规模和

分散性生产方式。政府对“三农”财力投资数额远不能适应

发展需要, 而社会投资者则因为农产品加工特有的周期长和

风险大特点, 对此缺乏积极性。导致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民

营企业很少 , 许多农副产品以初级产品形态直接进入市场 ,

产业链短, 附加值低, 难以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

现有的农村城镇建设缺乏产业发展支撑, 不能形成主导

产业辐射发展的市场推动机制, 中心城区缺乏对周边经济发

展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特色产业。城镇建设普遍重数量

不重质量, 重规模不重实效 , 大多还停留在居民点建设的层

次上, 有城无业的现象不乏其例, 使小城镇建设不能发挥吸

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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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地域上接近农村, 从类型上属劳

动密集型产业, 加上就业制度的灵活性 , 对就业人员文化要

求不高,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但近

年来, 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发展模式、资金来源、市场经营

等方面暴露了大量问题。常常难以将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变

为产品竞争优势 , 缺乏生产、加工、流通一体的产业体系 , 产

业带动效能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开

发实现就地转移。

2  城市就业形势严峻阻碍了异地转移

大中城市作为最主要的非农劳动力吸纳中心 , 对于破解

我国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20 世纪90 年代进行的国有

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 产生大量下岗分流人员 , 城市就业环

境逐步恶化。而众多高校纷纷扩招, 大量毕业生持续涌入城

市劳动力市场, 导致就业形势进一步严峻。据预测2007 年我

国就业缺口高达1 500 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对全国

100 多个重点大中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发现, 总体而言 ,

劳动力的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多数城市国有和集体经济对

劳动力的需求呈下降态势, 私营及个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

用人需求占据了主体地位。在所有求职人员中, 失业人员所

占比重超过一半, 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农村人员的比重基本

持平。并且超过半数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性别、文化程

度、技术等级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稳定经

济发展的大环境下, 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作为城市稳定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思想观念的

转变使就业领域得到扩大, 就业方式呈现多样化, 客观上缓

解了城市失业的压力 , 但一定程度上却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产生了压力。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 不仅反映出就业竞

争的激烈, 也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和规模。

3  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限制了就业范围

由于政府多年来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匮乏 , 使农村文

化教育发展缓慢, 农民接受教育的条件差。初中文化程度的

占绝对多数, 仅有15 % 左右达到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根据

国家统计局2006 年对全国100 多个重点大中型城市劳动力

市场的调查发现, 用人单位对各等级技术雇员的需求都非常

强劲, 明显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 尤其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技

师和高级技能人员。而文化程度对用人需求的影响则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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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U”型特征, 对初中及以下和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需求都比较高。

进城打工者由于缺乏专业技术培训, 对有一定技术含量

要求的岗位缺乏竞争力 , 集中从事建筑业、家政和宾馆服务

等低收入职业。此外, 由于文化程度低, 不熟悉劳动保障等

相关法律知识, 对在劳动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纠纷缺乏维权

意识和能力, 由此可能损害在外打工的信心及热情。尽管近

年来, 各地加大了对农民工的专业培训力度, 设置了专项财

政资金, 成立了大量培训机构, 并规范了培训管理办法, 但仍

有许多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农民培训的组织化程度很

低, 极大地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

4  制度性因素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虽然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已不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

镇转移的主要障碍, 但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符合市场规

律的流动和组合制度尚未完全形成, 劳动力在国民经济行业

和地域上的市场化配置还未真正有效实现。农民进城就业

还面临着诸多隐性歧视问题, 如就业条件苛刻、就业办证手

续繁琐、收费项目繁多、劳动权益保障虚设、子女入托就学困

难等。就业压力的加大、就业成本的提高、不能享受应有的

权利和待遇 , 都不同程度地挫伤了农民进城就业的积极性。

发展劳务产业,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有效转移依赖

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运行机制。目前多数地区劳务

市场缺乏城乡就业统筹规划, 诸多职介机构在就业指导服

务、职业培训等方面根本没有对农民开放, 用人单位在报酬、

待遇方面对农民工普遍存在歧视 , 缺少城乡就业统筹政策及

管理体制 , 公平公正的就业原则难以实现。农民进城就业面

临着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现代风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需要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目前的土地承包制, 对发展劳务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 外出打工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 土地成为

天然的失业保障, 农民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经营权, 打工也

就具有了兼业性; 另一方面 , 土地经营不能通过市场化运作

进行适当调节, 缺乏土地合法流转机制, 土地转包、租赁、托

管过程中由于权益模糊导致各种纠纷, 基层政府损害农民利

益的事情经常发生, 农民为保住土地常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

机会。发展劳务经济是农村劳动力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

自身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 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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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需要和对人际交往的向往 , 渴望从朋友中获得感情的共

鸣、认同和归属。但由于生活习惯和成长背景的不同 , 农村

新生又很难与人交往。首要的原因是, 他们的各种生活习

惯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 , 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如电脑

等感到不知所措。农村新生保护自我、避免遭受嘲笑与歧

视的最佳方式就是封闭自己 , 即便与别人接触也经常抱着

一种防御心理 , 以保证自己的自尊心不被伤害 , 生活起居独

来独往, 结果变得更加封闭、自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 农

村新生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由中学时代的狭窄、单纯变

得宽广、复杂, 从而要求有更高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作

为新生, 他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

封闭的矛盾中 , 使得农村新生面对多彩斑斓的集体生活 , 摆

出隔岸观火与世无争的姿态 , 故作局外人的无奈心态。

2 .4  就业前景黯淡 , 懒于交往 农村新生开始时大都踌躇

满志 , 对未来充满憧憬 , 自以为进入大学就标志自己已成功

实现了社会流动 , 毕业后就能担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重

任。但缺乏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的农村大学毕业生, 在激

烈的就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目睹“本是同根生”的学长

学姐“毕业等于失业”的残酷现实 , 农村新生对自己的未来

产生忧虑 : 本来是为父母分忧解愁而上大学 , 实际上又使原

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令他们懒

于交往。

3  摆脱交往不适的方法

3 .1  学校要加强生活指导 , 做到未雨绸缪 农村新生表现

出来的不良人际关系 , 主要是对新环境缺乏必要的心理准

备。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周 , 学校有必要举办“适应新环境,

走好第一步”的心理学专题讲座 , 提醒新生尤其是农村新生

可能面临的种种变化、困难和心理困扰, 帮助他们尽快熟悉

周围环境。

针对农村新生, 班主任要详细指导他们如何处理人际

关系 ; 设法营造班级良好的交往氛围 , 使农村新生更好地融

入集体生活中 ; 鼓励农村新生加入自己的“老乡”群体 , 从中

找到一种归属感; 引导新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 培养勤俭朴

素的生活作风。

3 .2  农村新生要树立自信 ,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不少农村

新生刚刚步入城市时, 自我认识有些偏颇, 自我评价过于消

极, 具有很深的自卑感。要认识到自己在生活经历方面的

优势 , 自信愉快地投入大学生活 , 以坦然豁达的心态发展自

己。要增强自信 , 培养能力 , 积极参加集体组织的各项活

动, 敢于表现自己 , 肯定自己, 锻炼自己, 全面提高沟通能力

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3 .3  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扶持农村基础教育, 帮助农村大

学生顺利就业 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

最大限度地改变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状况 , 使农民摆脱“因

教致贫”的状态, 以积极态度支持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 , 将挫伤农民参与教育的积

极性 , 严重影响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子女读书的投入 , 农

村基础教育将会面临危机。政府有关部门应着手解决毕业

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流动就业

机制, 让农村新生入学后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 放下包袱,

轻松与人交往 , 加快融入集体和社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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