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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基础。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更需要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的必然要求。人口流动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的

城市化水平 ,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而且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有利于提高农

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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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是指人口的空间位置移动 ,人口流动的主体部分是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作为生产力

中最活跃最关键的生产要素 ,只有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 ,才能发挥其作用。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通过

流动不断优化组合的过程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最佳结合的有效途径。人口流动在

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可以促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人口流

动不仅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且对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也

有极大的意义。

人力资源开发 (简称为 HRD) ,主要是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以美国 HRD 专家罗斯维尔

(Rothwell)为代表的观点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由企业倡导的一系列有计划培训、教育和开发活动。

它将企业的目标与任务和职工的个人需要与职业抱负融为一体 ,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个

人对职业的满意程度 (吴国存 ,1999) 。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宏观人力资源开发、中观人力资源开发和微

观人力资源开发 3 个部分。宏观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由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

的活动 ,中观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由企业和组织进行的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活动 ,而微观人力

资源开发是指由家庭和个人进行的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活动。依笔者之见 ,人力资源开发

包括对人力资源所做的一切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增强其能力的活动。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

提高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 ,增加人力资源的综合效益。

1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源具有数量大、素质低的特点。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 ,农村人力资源始终占

绝对优势。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素质低的特点 ,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1949 年解放后经过几

十年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 ,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建国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 ,但与建设现代化的农业要求相

比 ,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很低。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下 ,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成为实现全

面小康的极大阻力。

国家统计局 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 ,2002 年我国总人口为 128453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为

50212 万人 ,乡村人口为 78241 万人 ,就业总人数为 73740 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 7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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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003) 。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也很大 ,在未来很长的时

间内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还将大大增加。由于耕地日益减少 ,土地收益增加很慢 ,无法承载如此

多的农村剩余劳力 ,通过人口流动转移剩余劳动力就成为必然选择。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是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的关键。我国现有的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下 ,导致农业经济发

展缓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普遍素质低下 ,表现为人力资源的科学文

化素质低和身体素质差。

111 　农村人力资源科学文化素质低

据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公布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科学文化素质方

面以小学文化为主 ,其次是初中文化 ,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很少。从调查的 5614719 万农村住户的

情况表明 ,1996 年从业人员中属于文盲半文盲的为 786715 万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14101 % ;从业人员

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2366515 万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42115 % ;从业人员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2135613 万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38104 %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284914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5107 % ;

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有 32118 万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0157 % ;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为 8715 万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0116 %。在全部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中 ,其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为 6166 年 ,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518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 ,1998) 。从调查

的情况来看 ,农村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很低 ,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达不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

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 ,2002 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134 年 ,其中城镇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 9121 年 ,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179 年 ,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村多 2142

年 ,是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 1136 倍。在人口的文化程度方面 ,城乡也有较大差距。城镇具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城镇人口的 21148 % ,农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农村人口的 5146 % ,城镇是农

村的 319 倍。城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占城镇人口的 10135 % ,农村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农村人

口的 0166 % ,城镇是农村的 1517 倍 (国家统计局 ,2003) 。

由于农村教育水平低 ,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只能上到初中 ,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 ,便过早地进入就

业市场 ,增加了就业市场的压力。据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统计 ,1996 年全国已有 2000 万 17 岁以下的

人进入从业状态 ,其中 15 岁以下的有近 600 万人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 ,1998) 。这些既无技能又缺乏

知识的未成年人过早进入就业市场 ,只能从事简单劳动 ,导致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更加低下 ,就业竞争

力更低 ,就业和再就业更加困难 ,对其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这从我国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困难情

况可以得到印证。

图 1 　城乡孕产妇死亡率比较

资料来源 :卫生部 2003 年卫生统计提要

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我国目前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

需要相差很远 ,更无法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农业技术革命的需要。农村人力资源科学文化素质低直接

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 ,是建设现代化农业和农

村的最根本的基础。

112 　农村人力资源身体素质差

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 ,医疗条件差 ,导致农村

人力资源的患病率高 ,患病后的治愈率低 ,出生缺陷率

高。农村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高于城市 ,平均寿命

低于城市。

据卫生部 2003 年卫生统计提要数据 ,1990 年我国农

村孕产妇死亡率为 1125/ 10 万 ,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

459/ 10 万 ,农村是城市的 2145 倍。1999 年农村孕产妇死

亡率 ,下降到 797/ 10 万 ,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262/

10 万 ,农村是城市的 3 倍多。2001 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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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619/ 10 万 ,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 331/ 10 万 ,农村是城市的 1187 倍 (卫生部 ,2003) (见图 1) 。

据卫生部 2003 年卫生统计提要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婴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1990 年我国

农村婴儿死亡率高达 5810 ‰,城市为 1713 ‰,农村是城市的 3135 倍。1999 年我国农村婴儿死亡率下

降到 3812 ‰,城市下降到 1119 ‰,农村是城市的 3121 倍。2001 年我国农村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3318 ‰,

城市上升到 1316 ‰,农村是城市的 2149 倍 (卫生部 ,2003) (见图 2) 。

我国农村 5 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也远远高于城市。1990 年我国农村 5 岁以下婴儿死亡率高达

7111 ‰,城市为 2019 ‰,农村是城市的 3141 倍。2000 年我国农村 5 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4717 ‰,

城市下降到 1413 ‰,农村是城市的 3134 倍 (卫生部 ,2003) (见图 3) 。

图 2 　城乡婴儿死亡率比较

图 3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较

造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的主要原因 ,一是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造成农村人

力资源素质低下 ;二是长期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动政策 ,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人力资源

的合理配置 ,延缓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 ,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的发展 ,影响

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实现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造成了不利的影

响。

2 　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在流动中不断优化组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实现与其他

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口流动可以促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

合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农村人口的流动 ,人口流动在促进人力资

源合理配置的同时 ,能够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211 　人口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民在流动过程中 ,通过在不同行业的工作 ,能够学到知识 ,增长见识 ,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农

村剩余劳动力输出不仅能够减轻农村就业的压力 ,提高农民的收入 ,而且还是一种经济有效的人力资

源开发方式 (胡英 ,2001)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相互吸引的互动过程 ,早已

超越了人口流动初期劳动者单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阶段 ,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

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本积累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社区处 ,2000) 。

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工厂打工 ,通过厂方的岗位培训和自己在工作中的学习 ,可以学到相对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工艺 ,接受并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 ,提高其本身的素质。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后 ,将自己

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和信息 ,传递给自己的家乡 ,既有助于增强农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 ,也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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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乡农民掌握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许多农村外出就业者在外地学到了知识 ,掌握了一定的专业

技术 ,返回家乡后 ,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紧缺人才。外出打工者返乡后 ,将外地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带

给留在农村的农民 ,有利于促进当地农民观念的改变。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也有利于为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培育各种人才。如安徽省蒙城县共有乡镇企业 211 万个 ,其中由外出劳动力回乡后领办创办

的达 112 万个 ,占总数的 57 %。无为县蜀山镇女青年李晓凤 ,在北京当保姆时业余学习中医知识 ,回

乡后创办了保健用品厂 ,生产香枕、药垫等十多种保健用品 ,产品远销美、日、韩等国 (安徽省政策研究

室 ,1994) 。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可以增长见识 ,改变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 ,还能够了解市场经济的

规律和信息 ,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农民通过流动 ,深刻认识到个人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对

就业机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必然促使他们重视智力投资 ,同时由于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 ,也增强了

对智力投资的能力 ,为进行自我人力资源开发打下了经济基础。

212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促进人口流动

从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来看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容易迁移 ,而迁移的成功率也更高 (段成

荣 ,2000) 。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情况可以看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效果与其文化素质和技

术水平相关。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其外出就业及收入呈正相关 (周逸先 ,2001) 。据刘俊对县外

就业的 327 人平均月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外出打工的收入同其受教育程度、培训情况

和身体素质等呈正相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同其受教育程度、培训情况、身体素质呈负相

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 ,流动的障碍就越少 ,其流动性就越强 ,而流动的成功率也就越

高 (刘俊 ,2001) 。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 ,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关键。要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教育和培训 ,尽力使每个农民都掌握一

门专业知识或技能 ,提高外出就业者的就业竞争力。还要培养外出就业者的学习能力 ,使其在外出工

作中能更快地掌握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 ,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既可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增强其外出就业的能力 ,也有利于促进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两者的相互作用能极大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 ,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的发展 ,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影响到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大幅度增加农村的教育和卫生投入是不现实的。人口流

动既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也有利于提高农民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性 ,农民进行人力

资源开发积极性的提高 ,有利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 ,取消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 ,采取有

力措施促进人口流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在流动中提高素质 ,在素质提高的情况下流动。加快农村劳

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对于推动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

业化的进程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1 　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一是改革户籍迁移制度 ,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不合理的户籍迁移政策 ,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

结构 ,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曹景椿 ,2001) 。人口流动包括人口的户籍

迁移流动和人口的户籍不迁移流动。在我国当前的户籍迁移政策下 ,人口的户籍迁移流动还有很多

限制 ,虽然户籍迁移制度有了较大改革 ,但离户籍自由迁移还有很大距离 (宋金平 ,2001) 。目前人口

的户籍不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人力资源现状 ,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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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素质。但与现代化建设对农村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差很大。必须改革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

策 ,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为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社会保障。建国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比

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城镇人口大多数可以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 ,

而比例最大的农村人口则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二元化和不公平性 ,导致农村人口的流动成本

大量增加 ,对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不利的影响。据对北京、无锡和珠海 3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北

京的农村流动者享受养老保障的仅有 2 % ,无锡农村流动者享受养老保障的仅有 12 % ,珠海农村流动

者享受养老保障的仅有 1 %。在对济南市 1504 名民工的调查显示 ,流动民工中享受免费或半免费医

疗待遇的仅占 813 %(蔡　 ,2003) 。要逐步拆除城乡分隔的户籍壁垒 ,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 ,大力

推进农业的现代化、企业化、市场化 ,营造有益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改革的经济环境。积极发展市场

取向的农村养老保障事业 ,稳步推进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障改革 (田雪原 ,2002) 。应当在提高现有社会

保障水平的情况下 ,建立覆盖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所有人口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 ,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正常流动。

三是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 ,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供信息服务。建立城乡一体、规范、开

放和信息对称的劳动力市场 ,为人口自由流动提供服务平台。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建设 ,为劳

动力流动提供信息服务 ,以减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何景熙 ,2001 ,2002) 。建立

流动人口培训机制 ,为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劳动力提供文化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建立劳动力权益维

护机制 ,特别是建立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机制 ,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12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就业竞争力

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进行各种教育和培训 ,尽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总体素

质 ,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有效手段。

据刘俊对县外就业的 327 人平均月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的

多少 ,主要与其业务和技术熟练程度有关 ,与劳动者素质有关。业务能力强、技术掌握程度较好者 ,劳

动收入就高 ;劳动力素质高 ,就业面宽 ,劳动收入也就高 ;反之 ,劳动收入较低。而劳动力的素质及其

业务和技术熟练程度 ,又与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 (刘俊 ,2001) 。

据河北省流动人口调查资料显示 :输入地对劳动力的技术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许多企业设备进行

了更新换代 ,在原有技术水平下能够胜任岗位要求的人员必须进行技术更新 ,对新招农民工的要求也

同样提高了。结构性失业已不仅仅是城镇下岗职工面临的问题 ,农民工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适

应市场需求 ,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已成为我省劳务输出需迫切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时金

芝 ,2003) 。

大量事实表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已经增大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是劳动力的素质。

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民既难于成为现代农业经营者 ,也难于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人口城市化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农民自身素质低的客观现实 ,必将影响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影响全面

小康的实现。因此 ,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 ,采取多种措施培训农村人力资源 ,大幅度提高农

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何景熙 ,2001 ,2002) 。2003

年 1 月 15 日 ,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要把农民工

的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表明了国家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视。我国目前所进行的对于

农村劳动力的培训 ,就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就业技能的有效手段。但是 ,与我国

农村人力资源的现有的状况相比 ,力度还不够 ,范围也不大。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有效措施 ,

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目前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重视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如浙江省台洲市

将打工妹纳入教育培训体系 ,加强对外来打工妹的教育和培训。上海市把流动人口教育纳入地方成

人教育规划 ,拨出专款作为流动人口教育费用。都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蔡 ,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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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主要应当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学生进入就业

市场 ,这些人既无专业知识又缺乏专业技能 ,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加强对他们的专业技能培训 ,

是提高其就业能力的关键 ;二是加强已经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培训和教育 ,提高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并对他们进行社会道德和安全教育 ;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 ,采取措施避免

产生新一代文盲。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 ,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人口流动既有利于

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我

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史证明 ,人口流动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必然步骤 ,加强人口流动是实现我国现

代化的重要条件。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对于保持社会稳定 ,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村人力

资源素质提高都有极大的作用。人口迁移流动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建设 ,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

资源本身的学习主动性 ,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主动性开发 ,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

质。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迁移制度 ,取消阻碍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采取有

力措施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通过流动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自身素质 ,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

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幅度提高农村的教育和卫生投入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农村人力资

源开发 ,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对于推动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

化的进程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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