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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响扩大就业的障碍可划分为两个层面 , 一是就业主体层面 , 即与劳动力直接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保障机制和劳动力素质
等问题; 二是就业环境层面, 即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就业观念、社会制度设置等不平衡状况。对此 , 需要推进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制度创
新 , 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等五项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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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推进统筹城乡就业是统筹

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同步

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城乡就业

差异及农民工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日趋突出。因此, 在统筹城

乡发展背景下探讨扩大农民工就业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1  从就业主体层面看影响扩大农民工就业的直接障碍

1 .1  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功能不健全  扩大农民工就业有赖

于规范、高效和便捷的劳动力市场, 但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

场的功能却达不到相应要求, 主要表现如下:

1 .1.1 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功能和规范功能有限。目前, 农

民工就业大都具有自发性, 信息主要来源于亲朋好友的介

绍。葛正鹏等人将从未更换过工作的被调查者按就业的渠

道进行统计分组( 图1) , 由图1 可知, 农民工通过亲戚朋友介

绍的就业比例最高 , 达到41 .2 % , 另有28 .3 % 的就业比例属

于自己办企业, 这两部分的比例占总数的69 .5 % [ 1] 。其主要

原因是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 , 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

掌握不全 , 总数难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行有效指导。在劳

动力市场的规范功能方面, 劳动力市场缺乏配套的相关法律

法规; 监督系统和执法手段也不健全, 一些部门和地方存在

着保护主义色彩; 相关手续和收费名目繁多, 非法劳动力市

场大量存在。这些都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及其运行的统一性、

开放性和整体性。

1 .1 .2 劳动力市场的吸纳功能和调节功能有限。主要表现

在, 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的布局分散, 缺乏整体上的

合理规划; 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

不能稳定转移; 城市就业空间有限, 使农村无限供给的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未能实现无障碍流动; 作为劳动力市场价格的

工资, 不能完全反映劳动供求关系; 连接市场主体、规定双方

权利义务的劳动合同形式主义成分较大, 尤其是用人单位在

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 , 存在着订立不公平合同、欺诈性合

同与违反合同的问题。

注 : 资料根据文献[ 1] 和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

查报告》( 2006) 等相关数据整理获得 , 同下表类同。

Note :The data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data fromreference

[ 1]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Living Qualit y of Urban Peasant

Worker in 2006 .

图1 农民工就业渠道比例

Fig.1 The proportionof employment channel of peasant workers

1 .2 劳动力权益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劳动力权益主要包括

劳动力就业权益和劳动力社会保障权益两个方面 , 维护劳动

者权益是扩大就业的基本保障。

1 .2 .1  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农民工在城市

里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城市人不

愿干的工种 , 这些工作虽然一般不需要具备较高的技能, 但

必须要求具备相关的安全知识。然而, 很多用工单位为了节

省成本, 不仅缺乏相应的安全配套设备 , 而且也未对农民工

进行相关的安全生产培训, 因而引发了不应发生的安全事

故。此外, 同工不同酬、无故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也是屡见不鲜。

1 .2 .2  对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权益维护不够。农村社会

保障才刚刚起步, 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所有企业要把每一个职

工纳入社会保险, 但因种种原因 , 农民工的参保率依然很低。

这其中有用人单位的因素, 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首先是

农民工群体数量不仅庞大, 而且流动性大、层次不一、构成复

杂, 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别 ; 其次是农民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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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稳定, 而现有的社会保险关系并不能随个人意愿任意转

移和接续 , 使得大多农民工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仅以广东

省东莞市为例, 据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统计,2004 年全市约有

40 万人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的退保手续, 其中以农民工居

多。又如在工业企业密集和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东莞市长安

镇,2004 年共有16 万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 而退保的就

将近有5 万人[ 2] 。

1 .3 劳动力的素质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1 .3 .1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农民工文化

偏低、技能偏少。据国家“十五”规划“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

题的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表明,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1 .5 % 和

16 .3 % ,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比例分别为41 .5 % 和32 .4 % ,

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6 % 和21 % , 本科文化程度的比

例分别为0 .02 % 和5 .63 % [ 3] 。由于农村教育长期落后 , 农村

劳动力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能完成九年基础教育 , 因而在城

市就业, 他们通常只能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从事技能

要求很低的工作。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已经成为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瓶颈”。

1 .3 .2  人力资本后劲不足。虽然有的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

这个问题, 出钱免费为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 但由于培训经

费不能保证 , 培训又与实践脱节等, 使得农村劳动力对参与

培训的热情不高, 效果不好 ,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的整体受教

育水平仍然偏低( 表1) 。由表1 数据显示, 小学以下文化程

度和初中文化程度前3 位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差别不大, 而具

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就业行业状况有显著不同, 其

在公司就业的比重排在第1 位, 而具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工在

公司就业比重则排在最后一位。由此可见, 人力资本后劲不

足已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1] 。

表1 不同教育水平农民工的从业排序

Table 1 The people’s employment order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

不同教育水平

Dofferent educationlevel
1 2 3 4 5 6 7 8 9

小学以下 办店 租摊位 工厂 其他 商饮宾馆 地摊经营 办企业 经营运输 公司

Elementary school

初中 办店 租摊位 公司 工厂 经营运输 办企业 其他 地摊经营 商饮宾馆

Junior middle school

高中以上 公司 办店 其他 工厂 办企业 商饮宾馆 租摊位 地摊经营 经营运输

Senior middle school

2  从就业环境层面看影响扩大农民工就业的社会障碍

城乡统筹就业还涉及到社会领域内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从就业环境, 即社会层面来看 , 城乡统筹就业还受到以下3 个

方面不平衡的制约。

2 .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

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 表2) 。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具有非均衡的特点, 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 工资收入

水平较高, 就业机会相对较多, 农民择业后与城镇居民待遇

相同的人口比率为61 .2 % ; 西部地区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此

比率仅为35 .6 % [ 1] 。

表2 不同地区对农民工择业限制情况

Table 2 Theemployment situations of thepeasantsindifferent areas of Chi-

na %

项目
Items

东部
Eastern
area

中部
Central
area

西部
Western
area

平均
Average

与城镇上居民待遇相同 61 .2 45 .1 35 .6 51 .4

Thesametreatment as urbanres-
idents’

有些限制, 但不严重 28 .0 39 .2 41 .1 34 .1

Some restrictions of people’s
employment , but not serious

限制严重, 很多行业受限制 10 .7 15 .7 23 .3 14 .5

Many occupations are restricted
severely

  在人们追求利益目标的驱使下 ,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劳动力将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 其结果可能是在满足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会对此地区产生较大的

压力, 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2 .2  城乡就业观念不平衡的制约

2 .2 .1 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一些农民由于安于现状 , 习惯

自由自主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 因而他们长期以来都视土

地为自己生活的保障, 即便是具备了转向城镇的条件, 他们

也宁愿放弃城市户籍而不愿放弃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进程, 也制约着农民向城镇转移

的规模和速度。

2 .2 .2 现代观念的严重缺乏。农村居民足不出户 , 缺乏对城

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的真切了解。同时,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

观念, 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学习、吸收或接受各种现代化信息 ,

这些也是导致农村居民现代观念缺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

放以来, 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和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

总体而言, 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比较保守和封建, 在择业时也

缺乏某些相关的现代就业知识。

2 .3  社会制度设置不平衡的制约

2 .3 .1  就业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平等。就业制度的制

约主要表现为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 包括农民工在求

职、就业和管理等方面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城市对农民工在

招聘许可、管理和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区别政策, 一些条

款带有或多或少的歧视性质。如城镇学校不接受务工子女

上学, 即使学校接受 , 也需要付出高额学费。因此, 农民工只

有就近务工才可以给子女以教育的机会。

2 .3 .2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均等。户籍界限是城

乡统筹就业障碍最集中的反映和最深层次的问题。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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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区别

与歧视, 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户籍身份的界限。城市职工普遍

享受养老、医疗、生育和工伤保险, 当地农民享有部分村镇依

据城市保障标准及城镇财力情况自办的养老和医疗保障, 而

外来的农村劳动力则一般不能享受任何保险待遇( 部分从事

高危工种的外来工参加工商保险除外) 。

3  统筹城乡就业发展的基本策略

3 .1 从就业主体层面扩大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策略

3 .1.1 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

效手段。一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劳动力市

场,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制

定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规则, 实现公平竞争就业; 二是要逐步

建立和健全劳动保障服务机构, 构筑城乡劳动保障服务平

台, 从而减少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性, 降低农民工就业成本和

风险 , 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由“体能型”向“智能型”

转变。

3 .1 .2 农村以农村劳动力发展的可持续化为理念, 完善多层

次的教育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发展的可持续化是实施扩

大农民工就业的人力资源保障。一是要通过政府搭建平台 ,

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就业教育培训 ,

提升劳动者素质; 二是对农村劳动力要全面推行订单培训、

定向培训和委托培训 , 实行按需定培, 并强化创业培训、远程

培训和职业培训, 切实提高培训的质量和转移就业率, 提高

农民工整体素质, 使培训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密切结合, 实现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及剩余劳动力的城市

化转移。

3 .1 .3 以劳动就业法制化为要求,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劳动就业法制化是实施扩大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

一是要切实落实《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 5] , 用

法律保障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强化政府保护农

民工权益的责任, 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 二是加大劳动保障

监察力度,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动监察部

门的监管, 认真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 , 依法严惩侵害农民工

权益的行为,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 .2  从就业环境层面扩大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策略

3 .2 .1 以社会公平化为导向, 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

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实施扩大农民工就业的硬性保障。

一是要打破城乡就业二元体制, 实施户藉改革, 取消农业户

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界线; 二是要推进农民工就业管理体

制的创新, 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废止各种针对

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性政策 , 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 , 建

立城乡平等的就业管理制度, 真正实行“用人单位自主用工 ,

城乡劳动者公平竞争就业”, 三是加强土地制度改革, 对拟征

地的补偿安置标准和安置途径要广泛征求社会和被征地农

民的意见, 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 确保农民的利益

不受损害。

3 .2 .2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此策略是建立扩大农民工就业的社会保护屏障。一是要打

破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 , 逐渐取消户籍、地域、身份等用工限

制, 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 同时要完善以大病统筹为

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有条件的地方可推行农村基本

医疗保险, 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二是要努力创造城乡平等

的就业环境。这可从3 个阶段来考察: ①第1 阶段是就业前

的平等, 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 , 在目前市场就业机制

前提下, 主要体现为用工自主和择业自由 ; ②第2 阶段是就业

后的平等, 即获得平等就业报酬的权利,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

的同工同酬; ③第3 阶段是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 如建立

健全农民工在子女上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公共

服务机制 , 为农民工劳动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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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氨基酸含量的比较 , 得出玫瑰花在发育过程中抗氧化活

性呈现升高的趋势 , 而多酚、黄酮和氨基酸含量呈下降的趋

势, 从营养价值和抗氧化活性综合考虑, 建议玫瑰花适宜采

摘时期为初开期。

( 2) 通过对玫瑰花几种干燥方法的比较研究, 从抗氧化

活性角度出发 , 最佳干燥方法为烘箱热风干燥 , 其次为微波

干燥, 采后玫瑰花无论是低温冷藏还是冷冻保藏都会加速

抗氧化成分的分解损失 , 因此, 玫瑰花采后应尽量缩短运输

和存放时间, 尽快进行干燥处理。

( 3) 通过对不同干燥温度的研究, 得出随着干燥温度的

升高 , 玫瑰花抗氧化活性呈降低趋势, 多酚、黄酮和氨基酸

含量呈上升趋势 , 从保留玫瑰花的芳香成分和抗氧化活性

角度出发 , 建议采用低温热风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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