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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 进一步激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但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却受到了观念障碍、信息障碍、成本障碍、技能障碍、制度障碍、职位障碍、收益障碍和公平障碍八大障碍的影响 , 严
重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 ,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实施。因此 , 主要就如何消除这些障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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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Rural Human Capital Flow Based on Land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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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able flowof rural human capital is the premise of land circulation. Land circulationcould effectively i 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urther activate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 However ,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flow were influenced by 8 obstacles of
concept obstacle , information obstacle , cost obstacle , skill obstacle , institutional obstacle , position obstacle , income obstacle and equity obstacle . The
flowof rural human capital was seriously constrained and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land circulation was i mpeded . So some discussions were made on how
to eli minate these obstac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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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人力资本合理流动是土地流转的前提

从国际上看,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

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 是经济

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是世界性普遍规律。从我国来

看,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越来越

多的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实现了由农业到非农业、由乡村到

城镇的跨越[ 1] 。由于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分田单干, 农户地块分散, 规模狭小 , 农业生产成本高而效

益极低 , 城乡经济收益差距是农村人力资本大量外流的主要

诱因。目前 , 我国的人口迁移正在经历着内在机制和外在形

态方面的深刻变革, 其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非正式迁移”人

口的大量增加。1982 年第3 次人口普查中,“户口在外地”的

人口数为657 .5 万, 还只占总人口的0 .166 % ; 到1990 年人口

普查时, 全国非正式迁移人口已达2 160 .9 万, 是1982 年的

3 .27 倍, 其中多次迁移的人数( 即“人住本地不满1 年, 离开

户口登记地1 年以上”者) 增长速度更快,1990 年为1982 年的

7 .38 倍 , 反映出非正式迁移型人口移动增强的趋势。到

2000 年人口普查时 , 非正式迁移人口更达1 .44 亿, 占总人口

的11 .62 %[ 2] ;2008 年, 非正式迁移人口已达到1 .5 亿左右 ,

是1982 年的22 .8 倍。伴随着农村人力资本大规模向大中城

市转移 , 农村已出现了严重的“空巢”化现象, 大量耕地无人

耕种而被“抛荒”, 这是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同时 ,

也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

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而农村人力

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土地流转的前提。没有农村人力资本的

大量转移, 就难以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流转, 而没有规模的

农业必定是高成本的农业, 在国际市场中是难以具备竞争优

势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

化, 充分实现土地的收益。就我国农村目前现实的情况来

看, 在受制度制约、耕地制约、劳动力制约、技术制约、资金制

约的情况下 , 农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事实上是在下降的, 现

有的土地和生产方式已难以吸纳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力资本 ,

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流和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现阶

段来看, 对于许多农村和农民来说, 外出务工 , 进行劳动力的

流动, 这是农村人力资本最好的投资方式和最大的收益活

动。农民的大量外出, 也为土地流转、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提

供了前提条件。土地流转还必须要消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

功能, 才能使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不稳定的非农务工方式会

严重影响土地流转的进程。目前, 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流转发

生率在5 % ～6 % , 经济发达地区为8 % ～10 % , 内地为1 % ～

2 % [ 3] , 只有少数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较为普

遍, 有的高达20 % ～30 % 。2008 年至今,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

影响, 部分农民重新返回农村, 土地流转出现了回流的现象。

农村人力资本只有大规模、有保障地转移, 农村土地流转才

能顺利进行。

2  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流动的主要特征分析

当前, 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其人力资

本投资最重要、最现实、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农村人力资本

流动主要表现出“六高四低”的十大特征。充分认识农村人

力资本的特征并合理利用,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和谐

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1  高规模性  我国农民工人数众多 , 数量庞大。据保守

估计, 农民工人数在1 .5 亿左右, 其流动规模之大, 为世界之

罕见。并且在短期内 , 每年将以600 万左右的速度递增。

2 .2  高流动性 农民工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流动性。农民工

人力资本只有进行流动, 才有可能实现其人力资本的保值和

增值。农民工高流动性还表现在农民工跨地区、跨省份 , 甚

至跨国际的流动。此外 , 农民工职业的不稳定也使农民工成

为职业流动率最高的群体之一。

2 .3 高收益性  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呈现单向流动的特

点, 即从经济收益极低的农业部门向经济效益较高的工业部

门和服务业部门流动。一方面, 农民工的流动极大地增加了

农民的收益; 另一方面,“物美价廉”的农民工的流动急剧增

加了社会财富, 缔造了“中国制造”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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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高差距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 其内部的分

层和分化已经开始显现。他们在学历、职业、技能、收入等方

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 实际拥有的资本资源和社会资源也不尽

相同, 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隔阂且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2 .5 低存量性  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方式是教育, 然而

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 , 缺乏应有的劳动技能的训

练, 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劳动熟练程度含量少, 在

就业中处于明显劣势。

2 .6 低组织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的博弈体, 每一

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阶层对同一问题

的关切程度也不尽相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集约度非常低

下, 缺乏必要的集体工资谈判制度, 这也是农民工工资经常

被拖欠的主要原因。

2 .7  低地位性 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专业技

术要求低, 城市不愿从事的粗、重、累、脏、危等岗位。在城市

人眼里, 他们收入较低、形象欠佳、影响市容, 而且当农民工

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极易引发治安隐患。农民工经常遭受不

合理的待遇, 整体社会地位非常低。

2 .8 低收入性  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组织化程度

低、社会地位低, 以及制度性的障碍, 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工整

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低收入性将会进一

步拉大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 从而给社会带来高风险和高

成本。

2 .9  高风险性 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大都是粗、重、累、脏、危

等对身心有较大伤害的工种, 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劳动保护

条件也较差, 极易发生工伤事故。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决

策发生意外或失误 , 都会对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带来重大的

负面影响。

2 .10  高成本性  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极高, 包

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具体来说, 主要表现在6 个方面: 职

位搜寻成本偏高; 就业成本偏高 ; 生存成本偏高; 交通成本偏

高; 心理成本偏高; 社会成本偏高。

3  影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流动的主要障碍因素

从以上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特征中可以看出, 农民工

人力资本流动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

主要受到以下8 种障碍因素的制约( 图1) 。

图1 农村人力资本流动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Fig .1 The mainobstaclefactors inrural humancapital flow

图1 所示的是农村人力资本流动中主要受到观念障碍、

信息障碍、成本障碍、技能障碍、制度障碍、职位障碍、收益障

碍和公平障碍8 种障碍因素的制约。并且这些障碍因素与

农村人力资本流动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它们与农村人力

资本流动之间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系统。这些障碍因素的存

在, 极大地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 , 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因

素。因此, 消除这些障碍因素, 是合理配置我国劳动力资源

和土地资源, 提高社会效益的关键所在。

4  消除农村人力资本流动障碍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流动障碍因素已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力资

本投资收益, 并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和谐因素。就现阶段来

看,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点做到“八个消除”:

4 .1 消除制度障碍 政策和制度障碍是阻碍农村人力资本

流动的根源, 农村人力资本流动中所遇到的障碍基本都上都

是由制度障碍所造成的。要消除制度障碍 , 需要努力实现

“四个公平”:

4 .1.1 户籍公平。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我国公民

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两种户口实行不同的管

理, 人为地在两种户口之间构筑了许多壁垒。人力资本作为

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需要自由、高效的流动, 需要

消除户籍制度的障碍 , 才能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大国的优

势, 使我国成为人才资源强国。

4 .1.2 保障公平。目前,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被纳

入到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当中, 但是农民整体保障水平还非常

低, 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没有为农民工提供应有的就业保障 ,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难以起到保障的功能。土地仍然对农

民起着重要的保障功能, 土地流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大规模

顺利开展。构建一种完善、合理的全民保障体制, 是农村人

力资本正常流动的必要条件, 而农村人力资本只有大规模地

流动和转移, 土地流转也才能大规模、有效地进行。

4 .1.3 教育公平。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方式 ,

教育不公平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 , 是导

致城乡人力资本含量悬殊的重要原因。多年来, 我国一直奉

行“重城轻乡”的教育等公共产品投入机制, 加剧了城乡之间

发展的差距, 也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要实现教育公平 ,

需要统筹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子女

就学等问题。

4 .1.4 市场公平。农村人力资本要在市场配置中充分发挥

其作用 , 需要消除市场障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较快 , 但

功能不健全,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相脱节。同时, 我国劳动

市场中还存在大量的欺诈等有碍市场公平的问题。

4 .2 消除成本障碍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一项重大而风险

较高的投资行为, 农民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进

而作出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 需要不

断降低流动成本, 具体来讲, 要做到“五个降低”:

4 .2.1 降低就业成本。农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 需要在短

期内办理诸如身份证、生育证、务工证、居住证等一系列的证

件, 以及要支付报名费、培训费、体检费等许多的费用, 阻碍

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

4 .2.2 降低生存成本。农民工本来收入就很低, 但每月需

支付昂贵的房租、水电煤气、子女教育等费用 , 庞大的费用支

出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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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 降低交通成本。由于大部分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

都是跨地区、远距离的流动 , 探亲访友及节假日往返需要支

付大笔的费用。

4 .2.4 降低心理成本。大部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夫妻

两地分居, 小孩、老人留守农村, 还被城市歧视和排挤, 心理

压力非常大。

4 .2.5 降低社会成本。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 不仅仅是一

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大量的农民

工涌向城市 , 大部分农村出现了老、弱、病、残留守的“空巢”

现象, 大量的耕地被“抛荒”, 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农

民工的政治参与等太多的问题都亟需解决。

4 .3  消除信息障碍  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我国目前

还缺乏有效的劳动力供求发布机制, 农民工获取求职信息往

往是通过亲朋好友、同乡、同学等亲缘网络来获取信息, 而这

些信息是不充分的、有限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风险很

大程度上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因此, 构建一个多层次、

多渠道的信息发布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根据农民工的

实际情况 , 充分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公告栏的作用 ,

消除信息障碍, 降低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成本。

4 .4 消除技能障碍 技能障碍是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

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低, 所从事的行业大

多集中为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技能障碍将在长

期内制约我国农民工人力流动的收益。消除技能障碍从短

期来看, 可以对农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 , 从长期来看 , 则需要

改革教育体制, 实现城乡教育公平, 提高农民素质。

4 .5 消除职位障碍 要根据能岗匹配、公平竞争的原则, 取

消行业许可等制度性的障碍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束缚 , 改善

农民工只能从事粗、重、累、脏、危等给身心带来较大负面影

响职位的现状, 加强劳动安全意识, 加大劳动监察和对劳动

违纪的惩处力度。

4 .6  消除收益障碍  资本总是逐利的, 对将来较大收益的

预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外流的最大诱因。消除收益障碍主

要是尽快建立农民工集体谈判工资制度, 加强农民工表达机

制、利益机制的建设, 这样可以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工薪资等

问题, 保障农民工的合理权益。

4 .7 消除公平障碍 公平障碍其实就是城市对农村的歧视

和排斥, 公平障碍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 进一步加剧城

乡隔阂, 人为制造不和谐因素。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的建设做

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他们却难以被城市相容, 难以享受平等

的“国民待遇”, 他们仍被当作“二等”公民而被城市所歧视。

消除公平障碍一要从根源上消除歧视农民的制度 ; 二要大力

提高我国公民的素质 , 特别是农民的素质。

4 .8 消除观念障碍 观念障碍是制约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

的首要障碍, 消除观念障碍需要做到“三个克服一个加强”:

第一, 克服自卑、自弃心理。许多农民工由于在教育、技能、

收入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 或多或少有自卑、自

弃心理。第二, 克服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根源于自给自足的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其主要表现是封闭、狭隘和自私 , 缺少开

放、包容、协作等意识。第三, 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急功近

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所带来的后果是目光短浅, 无长远打

算, 不愿意学习和进取。这就使许多本来很有天赋和才能的

农民工错过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压抑了其潜能的发挥。第

四, 加强法制观念。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制观念的淡薄 , 使

许多农民工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往往不知所措, 只

能是是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或者是打击报复 , 以违法的方式

来加以对抗[ 4] 。这些观念障碍的存在都非常不利于农民工

人力资本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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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农户信用等级的评定工作 , 进一步发挥信贷征信系统

对贷款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功能。建设良好的法律环境, 出

台信贷方面的惩罚性约束措施 , 支持金融机构按照正常流

程催收贷款。

4 .2 .2  健全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 完善农户融资担保机

制。关于农民对政府的要求, 调查问卷中有2/ 3 的农户希

望政府对贷款进行贴息 , 有20 .0 % 的农户希望政府尽快建

立贷款担保机构。鉴于此 , 政府对农村小额贷款的扶持工

作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立法、财税等各个方

面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 , 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对信贷支农力度大的农村金融机构 , 实行差别准备

金率和差别利率政策, 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支持。二

是健全小额贷款担保体系。组建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

政策性担保公司 ,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方式鼓励建立

民间出资的商业化担保公司和会员出资的会员制担保公

司, 发展壮大农村互助担保组织 , 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

业务[ 2] 。

4 .2 .3  以农民专业组织为依托 , 积极培育农村资金互助

社。如前所述, 民间借贷仍是京郊农民融资渠道的一个重

要选择。民间金融相比正规金融而言, 充分利用了农村社

会资本, 形式方便灵活 , 交易成本低廉。同时 , 近年来 , 京郊

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猛 , 已成气候。各基层政府

应当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在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建

立农村资金互助社 , 更好的满足入股农户的资金需求 , 并通

过资金联合促进生产和购销联合 , 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生

产、购销和资金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经营体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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