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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

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

青壮年、知识技能型劳动力日益成为转移的主体。甘肃

省是一个农村人力资源丰富，但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的

欠发达省份，技术和人才资源不足，一直是制约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行的农村劳动力单纯向

外转移的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实际上已经

成为一大批青壮年、知识技能型劳动力流出农村的过

程，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潜在

影响。
1 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影响着农村劳动

力结构的优化

年龄结构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主要构成因素之

一，青壮年劳动力是农村现实的劳动力，在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特殊的区域特征，

甘肃省的农村劳动力中，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大

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上都

是中老年劳动力。而在甘肃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绝

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于 2006 年就农村劳动力利用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的调查，有 74.30%的村认为本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已

外出打工，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71.60%、76%和 76.40%。另据统计，2004 年甘肃省农村

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年龄为 33 岁，40 岁以下的人数占

78.70％，18～40 岁之间的农村人口是甘肃省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主体。
甘肃省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

求，不但面临着资金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培育新型农民

的艰巨任务。如果未来甘肃省农村劳动力持续以这种

趋势转移，再加上农村的落后状态对农村青年“跳出农

门”心理动机的强化，势必会造成新农村建设中青壮年

劳动力不足的局面，造成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

短缺。
2 知识型、技术型的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

弱化了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

甘肃省农村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知识型、技能

型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永

恒资源。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提

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既不能满

足新农村建设对知识型、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又会造

成新农村建设所需劳动力结构失衡，更不利于农村土

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

农村劳动力锐减，农村粗放经营日益显现。根据甘肃省

庆城县的调查统计，由于该县农村中知识型、技术型的

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失，已经对该县的农业生产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一是弃田丢荒现象严重，调查的 60 个农户中共有

耕地面积 48.13 hm2，而弃荒面积达 3.93 hm2，占耕地面积

8.20％；

二是田间管理简单粗放；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劳动力。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如果不从统筹城乡发展

的全局出发，那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何举措，都

有可能刺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各类人才更大规模地

流出农村，加剧农村的人力资源基础的弱化。
3 知识型、技术性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约着

农村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

尽管甘肃省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村

内部的第一产业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现代

农业的产业链条还没有形成。对甘肃省而言，进一步调

整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都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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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日益扩大，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发展性转移、组织

化转移、异地转移趋势明显，青壮年劳动力、知识技能型劳动力日益成为转移的主体。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向的变化，

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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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大批具有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也

只有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的青壮年劳

动力现实地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为农村内部第二、第三

产业的发展提供应有的基础。如果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和

各类人才持续流出农村，势必会造成农村现代农业发展

所需的各类人才的缺乏，造成“老、弱、病、残”留守局面

的出现，影响农村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批优秀劳

动力被转移后，留下来的老人、妇女等辅助劳动力由于

文化水平不高，对农业科学新技术吸收能力差，农业科

学技术推广难度大，使得农业生产停留在粗放经营状

态。因此，必须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推进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改变长期以来欠发达地

区农村向发达地区输送各种资源和人才的被动局面，防

止出现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局

面在农村的复归。
4 知识型、技术性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催生了一

系列社会问题

区域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区域内各种要素与资源共

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大量知识型、技术性的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的转移，甘肃省农村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虽然不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

移带来的，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候鸟式”的流出，至

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动因看，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已经由生存型转移向发展型转移转

变，由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

得农村劳动力大多具有永久迁移到城市并定居的强烈

意向。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在农村发展的意愿

下降，伴随着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转移劳动

力回流农村的数量明显减少。
一方面，造成农村社会发展的资金和管理人才缺

乏，使一部分属于农村的资金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而

流出；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社会女性化、老年化现象明

显，农村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如留守儿童问题，夫妻长

期不在一起导致离婚率上升问题等。对于在短期内农村

自然条件难以改变、资源有限的甘肃省而言，农村人力

资源是唯一可以持续开发和激活其他物质资源活力的

永恒资源。因此，大规模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向省外（异

地）转移并不是一条根本性的解决途径，不仅无助于本

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结构的优

化。
5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年轻化趋势，对农村教育形成一

定的影响

近年来，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第一代农民

工的子女开始向城镇转移和流动。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农村的预期更加强烈，这种状

况直接对农村教育形成了消极的影响。
一是对农村普通教育形成冲击，农村中学生中普遍

存在着厌学情绪，一些中学生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打

工，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也有重新抬头的趋势。
二是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冲击，由于年轻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务工，使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减少，教育内容简

单化，局限在外出务工的简单实用技能培训，成人教育

离农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将造成因缘于文化教育差距

而形成的城乡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有可能拉大。
总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向的变化，不仅对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

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模式、政策引导方式以

及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历史进程中，应该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

发，不断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与体制，促进农村

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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