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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更加突

出, 这些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很低 , 农村人口比重大, 存

在着大量尚未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的形势异常严峻。目前 ,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已触及到

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何大力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已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笔者以欠发达地区湖南省邵阳市为例, 对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进行实证研究, 探讨邵阳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就业状况 , 分析存在的问题, 旨在从政策上提供促进欠发

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建议与对策。

1  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

邵阳市位于湘中偏西南, 地处资江上游, 为半山半丘陵

区, 面积20 886 km2 , 辖8 县3 区1 县级市, 其中国家级贫困县

1 个, 省级贫困县2 个, 总人口746 .39 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

535 .91 万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278 .67 万人。2006 年, 全市农

村居 民人 均 纯收 入 2 675 元, 农 村 居民 恩 格尔 系 数 为

53 .08 % , 全国及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 587

元、3 389 .81元, 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3 % 、48 .6 % , 相对而言 ,

该市属欠发达地区。按世界银行人均“1 天消费1 美元”的绝

对贫困标准, 该市农民整体上属于贫困人口。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状况与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它是农

村产业经济发展规模与水平的一种客观反映。目前, 由于邵

阳市经济发展迟缓, 人口基数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形势不容乐观。据调查, 截止到2006 年底, 邵阳市已转移就

业剩余劳动力248 .02 万人, 尚有30 .65 万人未转移就业, 占

剩余劳动力总数的11 % 。

2  邵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点

从邵阳市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来看 , 具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2 .1  就业地点以县、市内为主, 市外、省外就业比例偏低  

据统计 ,2006 年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内就业的比例高

达75 % , 分别 比 2003 、2004 、2005 年增 长了 8 .3 % 、6 .5 % 、

3 .6 % , 其中邵东、新邵两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县内就业比例

达到了80 % ; 选择市外就业的比例为12 .6 % , 与2003、2004 、

2005 年的比例基本持平; 选择省外就业的比例为12 .4 % ,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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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2005 年分别下降了7 .8 % 、6 .7 % 、3 .4 % 。就业地

点比例的变化, 说明邵阳市近几年经济不断发展, 就业环境

不断改善,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2 .2 就业产业以农业产业为主, 非农产业就业比例偏低  

据统计,2006 年邵阳市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比例为

69 .2 % , 比2003、2004 、2005 年分别下降4 .9 % 、3 .4 % 、2 .7 % ,

比例逐年下降;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为14 .9 % , 比2003、2004 、

2005 年分别上升了3 .0 % 、2 .2 % 、1 .7 % , 比例逐年提高, 其

中, 采矿业劳动力占11 .9 % , 制造业劳动力占45 .0 % , 建筑业

劳动力占40 .5 % ,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劳动力占

2 .6 % ;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为15 .9 % , 比2003 、2004 、2005 年上

升1 .9 % 、1 .2 % 、1 .0 % , 其中就业比例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

储及邮电通讯业, 占19 .6 % ,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18 .4 % , 位

居第3 位的是居民服务业, 占15 .1 % 。

2 .3 就业层次低, 难以持续增收的矛盾仍然突出 据统计 ,

邵阳市有60 %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打工, 如

小煤窑、小砖窑、建筑工地等, 不仅工作条件艰苦, 所获得的

劳务收入和福利也比较低, 而且绝大多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 , 职业稳定性差, 难以持续增收。

2 .4  在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 文化程度不断提高  据

2003～2006 年抽样资料显示 , 邵阳市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

不断提高 ,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数比例下降,2006 年 , 不识

字或识字很少的剩余劳动力人数占整个劳动力人数的

8 .5 % , 比2003 年的10 .6 % 下降2 .1 个百分点; 小学文化程度

的占25 .9 % , 下降1 .5 个百分点;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 .2 % ,

提高2 .0 个百分点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 .7 % , 提高0 .6 个百

分点。从劳动力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看, 有82 .7 % 的劳动力

未接受过任何劳动技能培训, 说明只有17 .3 % 的人接受过专

业技能培训。另外, 外出就业的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整

个农村的劳动力平均文化水平。

2 .5 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步调不一致 据有关统计资

料显示 , 邵阳市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动明显落后于经济

结构的调整幅度。从横向来看,2006 年农业GDP 占整个社会

GDP 的比重只有30 .5 % , 而第一产业就业的剩余劳动力比重

高达69 .2 % , 超出 GDP 比重38 .7 个百分点。从纵面看, 与

2003 年相比, 农业 GDP 的比重从35 .6 % 下降到30 .5 % , 降低

5 .1 个百分点, 同期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从73 .5 % 下

降到69 .2 % , 下降4 .3 个百分点, 比经济结构调整慢0 .8 个百

分点。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于第一产业而创造的经济总

量却较少, 这种严重的“倒挂”现象, 既反映出第一产业的低

效, 又反映出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变相剩余及需向其他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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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3  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的问题

3 .1 思想观念比较落后, 未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济发展的

需要 邵阳市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 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比较落后。具体表现在: ①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 缺乏

创业、创新观念。有的人宁愿打麻将消磨时间, 也不愿意打

工、创业。②“等、靠、要”思想严重。长期以来, 国家对贫困

地区实施倾斜政策, 从原来给钱给物到后来的人畜饮水工

程、天保工程、安居工程等。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其脱贫致富打下了较好基

础, 但也助长了一些人的依赖心理。③市场意识淡薄。由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能够主动面向市场组织专业生产者

相对较少, 市场意识淡薄, 竞争意识差; ④小农意识较浓, 自

由散漫、组织纪性差 。

3 .2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供求结构不平衡  如前所

述, 邵阳市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普遍较低, 绝大多数只有初

中及以下水平。由于整体素质偏低, 这不仅直接影响外出务

工人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 , 致使他们只能从事低层次工种

或失业, 而且造成部分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紧缺。这种劳动力

供求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制约着劳动力转移就业, 进而影响他

们的收入增长。

3 .3 专业岗位覆盖率低, 劳务服务市场不够完善  据邵阳

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资料报告,2005 年全市对农村劳动力岗

位培训约占28 % ;2006 年以来 , 市财政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

训的投入力度, 全年培训农村劳动力27 万人, 培训后转移就

业20 万人, 就业率达74 % 。但与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相比 ,

培训面仅是5 % 。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培训或是经过

短期简单的培训就匆匆上岗, 就业生存能力较弱。

3 .4 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 中介服务效率较低  目前, 邵阳

市虽然成立了劳务中介服务组织 , 但各劳务中介服务水平较

低, 缺乏对农村劳动力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节, 缺乏对农

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 特别是在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方式及手段等方面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主要是依靠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的牵

动, 中介机构所起的作用较小。据统计,2006 年经市就业中

心有组织地转移就业的约占8 .3 % , 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外出

就业的占58 .5 % , 自某出路外出就业的占29 .2 % , 其他方式

外出就业的占4 % 。

3 .5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转移

载体承受力不足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般遵循比较利益

原则, 即它的流动取决于工资收入高低, 而工资收入高低又

取决于吸纳劳动力载体的发展情况。从目前来看, 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有3 大去向: 大中城市、小城镇、企业。因

此, 提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减缓农村劳动力对大中城市

就业压力 , 实现农民就地转移的有效载体。近年来邵阳市经

济虽然取得了较快发展 , 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偏小, 城镇建设

相对滞后, 小城镇功能配套不完善, 第二、三产业欠发达, 吸

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比较薄弱, 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

地转移。

3 .6 城乡二元结构封闭, 劳动力转移存在政策性和制度性

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虽然进行了户籍改革, 但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的格局还没完全打破, 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地位、

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不

平等。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 在现行户籍管理制

度的约束下, 他们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竞争的权力和平

等待遇 , 同时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小孩上学等方面造

成许多困难。在诸多的现实困难面前, 许多农民是盼望着走

出家门而又不敢迈出家门, 造成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期滞留或

困守在农村 , 这不但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也严重

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  对策与建议

4 .1 转变思想观念, 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市场意识和创业意

识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邵阳市要改变经济落后状况 , 实现

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就业, 就必须转变观念, 树立市场

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要。政府部门要花大力气, 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村劳动力进

行教育, 帮助其转变思想观念。如劳务开发部门可以联合新

闻媒体对优秀务工代表、回乡创业典范进行正面宣传和表

彰, 促使全社会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的形成, 促使

外出务工人员彻底改掉小农意识和自由散漫作风。

4 .2 加大培训与教育力度, 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

 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是

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

关键。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工作是有效解决目前农村

劳动力更充分就业的当务之急。要通过加强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培训 , 为现有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充分就业机会 ,

从而使他们一经转移就能上岗就业, 使之在竞争的过程中处

于主动地位。为了满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对文化、技

术、素质的要求, 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在大力普及9 年

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 适时地普及12 年高中义务教育, 从而

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 二是要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4 .3 发挥政府调控作用, 建立和完善劳务市场服务体系  

当前, 地方政府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尽快出

台统筹城乡居民就业的实施意见 , 加快建立城乡就业并重的

政策制度体系, 进一步健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 以就业服务

为手段, 以政策扶持为动力、以资金投入为保障”的城乡一体

化就业管理服务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 二是要大力推进就业

服务体制创新, 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 三是要求政府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和就业

服务实际需要, 足额纳入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科目, 设立农村

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基金, 以财政投入为主, 多渠道筹

措资金来源 ; 四是要调整农村扶贫资金支出结构, 创新农村

扶贫方式, 以促进贫困户劳动力就业作为扶贫的主要方式 ,

将部分扶贫资金调整用于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培训和

组织输出, 建立农村扶贫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 , 大力促进农

村剩余劳动力依靠就业或创业脱贫致富。

4 .4 做大做强优势种养业,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邵阳市

是个农业大市, 种养业是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

场所。因此, 邵阳市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资源特点, 积极引

导农民走农、林、牧、渔综合发展的道路, 大力发展名、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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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珍农产品, 达到以深化农业内涵生产来消化农村富余劳

动力的目的 , 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 带动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在做大做强优势种养业的同时, 还应大力发

展第二、三产业 , 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为

此, 一是要继续发挥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 大力发展以水泥、

采掘、木材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 以拓展更多的就业门路 ;

二是要大力发展和壮大以畜牧、蔬菜、竹业、水产、水果、食用

菌、花卉、烟草等八大主导产业和瘦肉型猪、武岗卤菜等重点

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龙头企业, 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的调整 , 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就业。

4 .5 推进城镇化建设, 提高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

力  城镇是联结城市和农村的纽带, 发展城镇化建设, 能有

效缓解大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压力 , 能更好地连接城乡两个市

场, 促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可大量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 从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

增长。

4 .6 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逐步建立城乡协调发展

的劳动力市场  目前, 邵阳市户口、社会保障、教育等城乡

分割的问题依然严重, 二元户籍制度, 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

城镇长期稳定转移就业的一个主要体制性障碍, 不利于建设

城乡协调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因此, 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就业, 就有必要加大对政府管理机制的

改革力度, 转变政府职能 , 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就业, 逐渐清除

阻碍城乡统筹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分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 ,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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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宣城市近50 年来气候事件

Table 1 The cli mateeventsin Xuancheng City during1957- 2004

事件

Events

年份

Year

气温距平

Temperature anomaly
冷冬Cold winter 1967 ～1968        - 2 .2

1976 ～1977 - 2 .0

1983 ～1984 - 2 .2

暖冬 Warmwinter 1978 ～1979 1 .4

1998 ～1999 1 .6

2000 ～2001 1 .7

2001 ～2002 1 .6

以来冬季气温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 严重暖冬事件出现频繁。

  ( 2) 宣城市近50 年来年平均降水量为1 326 .4 mm, 有逐

渐增加的趋势 , 平均每10 年增加约12 .5 mm。多雨、少雨事

件分别出现5 、4 次( 其中异常多雨、少雨有3 次) 。汛期降

水量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 3) 通过对近50 年来宣城的气温与降水量的变异系数

做滑动平均分析发现, 随着气温的升高, 气温的波动幅度也

在加大。同时降水的波动幅度也在加大 , 特别是汛期降水

表2 宣城市近50 年来的严重多雨、少雨事件

Table2 The serious rainy or rainless events during 1957 - 2004 in Xu-

ancheng City

事件

Events

年份

Year

降水距平

Precipitation anomaly
多雨Serious rain 1977        351 .5

1983 714 .6

1984 345 .0

1989 393 .0

1999 724 .2

少雨Rainless 1978 - 550 .9

1988 - 353 .1

1994 - 462 .6

1997 - 342 .4

波动幅度的加大预示汛期干旱和洪涝发生的频率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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