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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甘肃农村外流劳动力的状况分析 , 得出甘肃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一味地推向城市和邻近省份 , 而应尽量就地转移 , 这
对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甘肃农村经济的发展 , 维持甘肃社会稳定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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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倍受关注, 如何把农村过

剩劳动力转移出去, 实现农民增收, 理论界有相当多的论述。

不少欠发达地方政府也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一项

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当前全国近1 .5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情况下 , 许多人认为有效转移出这部分劳动力可以提高农民

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3 587 元, 其中工资性收入达1 765 元[ 1] , 人均工资性收入

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贡献率达60 % 以上。然而 , 从长

期来看, 这种做法既不能有效解决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 ,

也不能有效消除目前日渐严重的城乡差别。这种做法对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1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 .1  农村劳动力存量  甘肃省统计数据显示 ,2004 年全省

农村有2 064 万人口, 农村劳动力资源为1 058 万人, 占农村

总人口的51 .3 % , 其中劳动年龄内总人口1 085 万, 不足劳动

年龄参加劳动的有70 万人, 超过劳动年龄参加劳动的有83

万人, 劳动年龄内丧失劳动能力的有25 万人, 除16 岁以上在

校学生、家务劳动人数外, 甘肃农村实有劳动力1 058 万

人[ 2] 。

1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点

1 .2 .1 转移劳动力的自身特征。从年龄看 ,2004 年外出劳

动力平均为33 岁,40 岁以下的人数占78 .7 % , 其中16 ～25 岁

的占27 .0 % ,26 ～30 岁的占14 .5 % ,31 ～40 岁的占37 .2 %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2004 年外出劳动力中, 小学及以下占

31 .6 % , 初中占52 .8 % , 高中占14 .0 % , 中专占1 .2 % , 大专及

以上占0 .4 % [ 3] 。

1 .2 .2 转移劳动力流向特征。甘肃省2004 年转移的农村劳

动力流向外省排序为 : 青海省( 约占 33 %) 、陕西省( 约占

30 %) 、宁夏( 约占18 %) 、四川( 约占14 %) [ 4] 。其主要就业行

业为餐饮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

2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2 .1  回流率高, 疾病、伤残无保障 首先, 外流劳动力主要

依靠亲朋好友的帮带 , 而依靠政府或集体组织外出很少。由

于不了解外面就业信息, 每年回流率高达23 % [ 4] 。其次, 转

移的多为青壮年劳动力, 在农村留守的多为老、幼、妇, 这些

群体的农业耕作能力有限, 不少地区在农业上的投入甚至为

负。再次,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初中以上程度文化教育

的相 当少。据 2006 年《中国 农村 住户调 查年 鉴》显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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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甘肃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仅占53 % , 而

外出打工且能持续半年以上的外流劳动力中96 % 均为初中

以上文化水平[ 5] 。甘肃省为邻近省份输出较为优质的劳动

力, 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这些劳动力在遭遇疾病、

伤残等意外事故后, 绝大多数仍回到农村, 无法享有相应的

保险。

2 .2 主要流向西部省份, 薪酬水平较低  外流劳动力主要

流向邻近的中西部省份 , 这些省份的总体平均收入较低, 由

于外流劳动力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薪酬水平相对

更低, 这从总量上制约了外流人员的收入水平。同时, 也不

利于外流劳动力自身今后的发展 , 甘肃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

很大程度上难以融入当地城市, 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工资收

入除去基本的生活费, 剩余部分主要用于家庭各项开支, 而

用于个人再发展的教育培训费用很少, 这就制约了其今后收

入水平的提高。

2 .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面效应  首先, 大量青壮年

劳动力的转移对甘肃农村消费市场将起到极大的影响。由

于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消费意愿各不相同, 总体上青壮年的

消费倾向要高于其他年龄层次。因此,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

外流会影响甘肃农村消费市场并进而影响生产市场的良性

发展。其次, 甘肃作为西部一个欠发达省份 , 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本来是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极佳条件, 但由于大量青壮

年劳动力的外流, 导致甘肃企业在用工方面出现紧张局面 ,

2004 年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广西等省出现的民工荒足

以证明这一点。当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不复存在时 , 甘肃经济

的发展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这显然不利于农民增收。

3  实现农民增收的对策

3 .1  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甘肃省内有不

少独具特色的农产品, 如文县的党参、黄芪为名贵中药, 天水

的花椒和水果, 全国闻名。这些地区完全可以在发展特色农

业的基础上, 把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投入到关联企业 , 吸纳当

地的剩余劳动力, 增加这些特色农业农产品的附加值, 促进

农民增收。

3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对省内一些大宗农产品产业 , 需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 延长其产业链, 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如良种的提供, 技术的支持, 农产品

的精深加工, 仓储运输和市场的开拓等。通过这些, 可以在

大宗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同时, 又能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 ,

强化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把农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 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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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状况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 从被解释变量即消费支出

的8 项指标的权重来看, 衣着与食品消费依然排在前列, 但

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3 项指标的

权重已与它们相差无几 , 这说明近几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有所改变, 在注重

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开始注重精神生活, 消费模式正由“生存

型”逐步向“发展型”转变。其次, 收入来源的3 项指标的权

重基本相等, 这说明收入的来源情况对于总体消费支出而言

并无影响。通过比较3 项收入来源对于消费支出指标的权

数, 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的变动主要用于食品、交通和通讯、

娱乐用品及服务以及居住上, 而且工资性收入的变化最主要

反映在食品消费的变动上; 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变动主要用于

食品与交通和通讯上, 其变化最主要也反映在食品消费的变

动上;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动主要用于交通和通讯、娱

乐用品及服务、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上, 其变化最主要反

映在娱乐用品及服务以及交通和通讯上[ 5] 。

基于上述结论,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农村

居民的消费水平。

3 .1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消费环境  由于农村居

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改变, 要想适应这些改变, 满足其消

费意愿, 应加快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是消费者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对消费者有

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制约因素 , 它直接影响着消费者

的消费需求和结构。改善消费环境, 是扩大消费领域,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要改善

消费环境, 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促进生态平衡 , 治理环

境污染; 二要加快交通、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农

村居民对彩电、冰箱等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得起。

3 .2  农村居民“外生性”消费在增长, 应当加快构建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 由表2 可见, 医疗保健( y5) 和文教、娱乐用品

及服务( y7) 与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已相当大, 这说明农村居

民的医疗保健和文教等“外生性”消费正在增长, 在收入中已

占有一部分比重。而这种“外生性”消费的增长将使得农村

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 影响了消费倾向, 强化了

储蓄倾向 , 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

依然处在一种家庭、土地保障及国家救济的低水平上, 农村

居民需要负担的教育成本和医疗支出逐年增加。上学难、治

病难、养老难在农村已是普遍现象。因此, 应加快建设包括

农村医疗保健和教育支持体系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农

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为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提供有

力的保障。

3 .3 调整农村消费品结构, 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  由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在食品上的支出份额已经很

小, 而对交通和通讯、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需求却很

大。因此, 在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各工

业企业应把降低生产成本, 提供中低价格的此类商品及服务

作为开拓农村市场的目标, 使市场的供给与农村居民的消费

需求相吻合,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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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农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 , 使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地形成可靠稳定的职业转移, 实现农民增收。

3 .3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措施, 最大限度就地吸纳农村剩余

劳动力 随着“西部大开发”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 甘肃将新

增许多就业岗位。从短期来看将解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 其

中将有很大一部分是甘肃当地农民。从长期来看, 随着各项

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 甘肃农村经济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

善, 这同样会增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 缓解甘肃目前过度的

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

3 .4 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就地创造就业机会  甘肃省农

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限较低, 这对农民增收将是一个严重

的制约因素。在广大的偏远地区, 不仅要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 还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农村技术

人员, 这将促进甘肃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富则国家富 , 农民增收关系到国家的富裕和稳定。

处于西部的甘肃2006 年城乡恩格尔系数达5 .21 , 远超过国际

通行的安全警戒线标准 , 这威胁着社会的长治久安, 也与当

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相悖。因此, 应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

入。在解决广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上, 不能简单地将这

部分群体推向城市及周边省份, 而应想方设法就地转移, 这

将有利于促进甘肃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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