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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将大量滞留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

移。农业劳动力转移 ,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 ,发展农村经济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自身

的素质。但由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许多阻碍经济

发展和社会不公平现象。解决这些问题 ,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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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9 世纪中叶以后 ,中国在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 ,逐步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国际资本的入侵 ,“一方面 ,破坏了中国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基础 ,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

家庭工业 ;另一方面 ,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

发展”。其结果是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日趋贫困 ,农

村日益衰退 ,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而

少数沿海城市工业 ,尤其是商业出现畸形发展。新

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建

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

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走的是一条城

市工业化的道路。为保证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资

金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统购统销和严格的户籍

制度将广大农村居民禁锢在农村和土地上 ,严格限

制他们的流动。这种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社会结

构 ,用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 ,在将大量农业剩

余转化为工业积累的同时 ,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城市

的工业化进程之外 ,使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据

统计 ,目前我国 13 亿人口中 ,9. 1 亿生活在农村 ,现

有 18. 5 亿亩耕地 ,农村现有劳动力为 4. 8 亿〔1〕。按

我国农村现有生产力和科技水平 ,有 1. 7 亿劳动力

在农村就足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 ,这种人口众多 ,耕

地较少的国情 ,导致现有的劳动力要素不能得到合

理而有效的利用 , 使得极为有限的耕地承载着过多

的农业劳动力 ,导致农业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提高 ,阻

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致使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

大 ,农民生活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现阶段 ,“三农”问题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提高

农民收入的主要方法之一应将大量滞留在农村富余

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并缩小不断扩大的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乃至农村内部不断扩大的收入

差距。基于趋利行为 ,这些富余劳动力 ,转移到中西

部地区的较少 ,到经济发达地区居多。如安徽省凤

阳全县外出劳动力共 13 万人 ,其中在省内和中西部

地区务工的只有 2156 万人 ,占 1912 % ,其他多集中

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 共有 1015 万人 , 占

8018 % ,其中浙江 2118 %、江苏 18 %、上海 17. 6 %、

广东 13 %、北京 714 %〔2〕。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

由于受经费、交通、通讯、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求

职务工的信息不通畅等因素的制约 ,还处在“亲帮

亲”、“友帮友”的自发无序的流动状态 ,流动性大且

不易管理 ,供求关系不易衔接 ,盲目性比较大 ;其次 ,

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

农村调查总队的抽样调查 ,2001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

为 4182 亿人 ,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 70 %。

其中 :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为

8718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具体结构分布是 ,

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 714 % ,小学文化程度占

3111 % ,初中程度占 917 % ,中专程度占 2 % ,大专及

以上程度占 015 %。在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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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的仅占 1316 %〔3〕。因此 ,虽然农村流动劳动

力的综合素质普遍高于流出地的人口 ,但却低于流

入地的人口 ,随着城市就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日益

提升 ,普遍偏低的综合素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瓶颈”;再次 ,机会成本与非农就职风险 ,成为制约

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城镇工作人

员是以职称、职务为标准来领取工资和报酬的。而

农民通常在其所居住的村子里有住房 ,他们进城后

必须从市场购买或租赁房子 ,这样他们便要付出购

买房子或租赁房子的实际支出成本和放弃原有住房

的机会成本。同时 ,由于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保险

制度的不健全和一些私营企业的风险道德问题 ,导

致对他们的工资兑现、因工致伤致残的医疗及保障

方面还存在有许多问题 ,这又成为制约农村富余人

员进城的另一重要因素〔4〕。最主要的是中国实行了

几十年的城乡分割式的管理制度 ,他们虽然已经流

入了城市 ,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其户口还留在农村 ,

没有能够获得城市户口 ,而是作为一个长期往返于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而存在 ,也即形成了人

们常说的“农民工”或者说“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

出现 ,实际上使我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

上又派生出了三元结构〔5〕。

2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地指出 :“农业丰则基础强 ,

农民富则国家盛 ,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劳动力转

移对我国当前农业、农民和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

了重大影响。

2. 1 　对农业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农业生产总成本。目前

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是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的一个因素。农业部门劳动要素的报酬 ,因生产

组织和要素供给的特殊性 ,其水平决定于劳动力数

量及其家庭所支付的生活费用。目前土地日益减

少 ,而农业劳动力则日趋增加 ,单位土地生产要容纳

的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活劳

动成本就单位土地生产投入的劳动数量呈上升的趋

势 ;同时 ,农业人口增加 ,家庭生活费用也增加 ,传导

给农业劳动力成本 ,使农业产品的活劳动成本上升 ,

平均生活水平逐步上升和示范效应使全社会农户生

活水平提高 ,这更是农业活劳动成本提高的一个重

要因素。因此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就业 ,可以

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同时 ,劳动力转移也促进了

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源配置

的实践已经证明 :规模经济是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重要因素 ,其包括农业生产的规模、非农业企业的

规模和城镇化规模。目前 ,常年稳定性外出打工经

商者纷纷要求退出责任田 ,一些季节性外出者也要

求减少责任田 ,这样 ,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或

就地通过乡镇企业吸收从事非农业产业 ,使另一部

分农业劳动力相应得到较多的农业资源 ,可加快规

模经营的过程 ,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的产业结

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会减

少单位土地上劳动力的绝对量 ,更重要的可以减少

过剩在农业内部的滞存量 ,减少制约土地集中使用

的因素 ,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2. 2 　对农民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 ,是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素

质和地位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口迁移

会对迁出地产生增加收入的效应。因为迁出人口可

以把发达地区赚到的钱寄回迁出地 ,推进迁出地区

经济发展。“迁往北美合众国民 ,逐年寄回一笔钱 ,

⋯⋯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 ,相反

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我国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发展了农村“劳务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城

镇经济发展增强了实力 ,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同

时还带动了农民的二次创业 ,培育了农村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现今打工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

渠道 ,据统计 ,农民人均增收每 100 元中有 70 元来

自打工收入。安徽省 2000 年劳务输出寄回或带回

现金 287 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省财政收入。四川省

外出打工的农民超过 1200 多万人 ,跨省的有 600 多

万人 ,2003 年汇回的资金高达 450 多亿元 ,比省财

政总和还多 100 多亿元。湖南省浏阳市每年进城打

工的农民通过邮局汇回家乡的钱有 2 亿多元 ,估计

总收入在 4 亿元以上〔6〕。不但如此 ,农民进城务工

增加收入的同时 ,也开阔了眼界 ,丰富了阅历 ,学到

了一定的知识和技术 ,提高了能力 ,开放了思想 ,就

业机会也增加了。经过城市里多年的艰辛努力 ,他

们逐步完成了知识和资本积累 ,激发了更高的理想 ,

他们或者定居城市 ,或者回乡在城镇创业。与此同

时 ,其社会地位也逐渐得到改变 ,如 2003 年 1 月浙

江省义乌市人大代表选举 ,就有 12 名来自河北、江

西的务工经商人员当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2. 3 　对农村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 ,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素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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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移是一国提高整个人力素质非常重要的途径 ,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 ,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改善人

力素质 :一是农村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或流动就

业结束后 ,开阔了视野 ,接受了工业社会和城镇社会

新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特别是接受教育的环境发

生变化 ,择业的竞争使他们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水

平。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长久迁移 ,实际上潜移默

化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二是农业劳动力

进城务工或向较富裕地区流动务工 ,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自身劳动力的素质 ,也形成了农业生产

无形而巨大的生产能力。龚维斌以安徽无为县的调

查资料为基础 , 指出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当地农村既

有经济影响 , 又有社会影响 , 这些影响通过个人、

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表现出来 , 随着外出劳动力就

业层次和收入的提高 , 影响力逐步加大。它促进了

农村社会的正向变迁 ,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

础。劳动力外出就业所引起的变化表明传统农村社

会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 , 标志着农民与农村

社会正在真正地向现代化迈进〔7〕。

2. 4 　对社会的影响

2. 4. 1 　加大了对农业监管的难度

随着非农转移的加速发展 ,承包地的社会保障

功能越来越突出 ,成为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后

防线。但是由于有偿、合理、灵活、有序的土地流转

制度流转机制建设没有及时跟上 ,迫使大量劳务输

出人员城乡两栖兼业 ,无法解决后顾之忧。在近年

来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一些人甚至弃

田抛荒。抛荒现象尤其是常年抛荒呈逐年加重之

势。安徽省 2001 年抛荒面积 149109 万亩 ,常年抛

荒 94193 万亩 ,涉及 7314 万农户 ,其中肥东、庐江、

宿松等地抛荒在 10 %以上 ,涉及全县所有乡镇、

80 %以上村〔7〕。在一些试行土地流转的地方 ,村级

集体组织过多地考虑集体利益 ,低价包租甚至强行

收回农民承包地 ,高价转让给承包企业 ,侵犯了农民

利益 ,有的甚至成为丧失土地的贫民 ,严重挫伤了农

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同时 ,随着劳动力的转移 ,年

轻的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随“流”而去 ,使得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在农村减弱 ,导致劳动力供求

结构逆转 ,少数地区实现收益与预期相背 ,“青壮去

务工 ,种田童老姑”的现象在一部分地区较为普遍 ,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业技

术进步难以跟上。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且农村

劳动力流向主要是东部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 ,从而

进一步扩大了转移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经济

的对立。

2 . 4 . 2 　加重了城市人口承载负担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与城市产业结构调

整日益紧张的劳动力矛盾相冲突。如果农村劳动力

不受节制地向城市转移 ,将有可能超过城市工业和

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接收能力 ,造成 21 世纪城市劳动

力新的过剩。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不仅会给交

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 ,给城市的正常秩序制造麻烦 ,

严重的还会发生社会冲突 ,造成社会动荡。

2. 4. 3 　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的程度

按照国际惯例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

人占总人口的 10 %或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7 %时 ,标志着该地区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

1999 年我国政府正式宣布进入老龄社会。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 70 % - 80 %住在农村 ,保守估计 2005

年我国农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达 1. 2 亿左右。在城

市 ,老年人大多有养老金 ,而农村老年人却没有。丧

失支撑养老最需要的经济来源 ,中国传统的养老方

式是依靠家庭多子女力量来承担赡养职责 ,然而近

20 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 ,以及近

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速度与规模越来越大 ,

“空家庭”将越来越普通 ,致使依靠家庭对老人进行

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的传统方式会难以为继 ,未来

农村老人养老将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之一 ,

但当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幅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有所变缓 ,这说明 ,在农村劳动力

转移过程中大量资源被低效甚至无效配置。如何有

效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 ,这是当前“三农”问题值得

思考的问题。

3. 1 　完善与加强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法律保障体

系

当前 ,我国的农村劳动力问题已得到全国上下

的高度关注。2006 年新春伊始 ,《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劳动合同法 (草

案)》公布 ,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解决农民

工问题和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制度规定。特别是《若

干意见》的正式发布 ,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又一

重大举措 ,对于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具有重

大意义。但在立法方面 ,我国目前仅在《劳动法》中

涉及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条款 ,但劳动权益只是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部分 ,只有完善与农民工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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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工会法律制度、户籍

法律制度等 ,才能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以全方位

的法律保护〔8〕。因此 ,应当尽快制定专门的《社会保

障法》,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明确将进城

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范畴 ;同时 ,

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 ,就业指导 ,劳动条件 ,居住环

境 ,政治权利 ,社会地位和待遇 ,子女入学等方面作

出原则性的规定 ,促进农民工在实质上享有各方面

的平等权 ;禁止任何机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歧

视农民工 ,侵犯农民工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农

民工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 ,任何人不得侵犯。这对

于扭转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 ,鼓励农民工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鼓励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对于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 ,维护

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大有益处。此外 ,尽快完善

我国《工会法》,明确农民工的工会地位 ,明确规定建

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会权利 ,加强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抗衡力量 ,以制约用人单

位强势地位的滥用 ,为农民工创建和谐的社会生活

环境。

3. 2 　强化农民智力投资意识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

备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劳动也日益科学化

和智能化 ,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及受教育程度越来越

重要。我国农村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但人

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 ,而且也低于我国城市人口的水平。在农村劳动

力的构成中 ,其主体是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的人群组

成的 ,农村人口文盲、半文盲仍占有相当比例 ,且近

年来有局部反弹之势。在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体力

型向专业型和技能型转变的情况下 ,农民因缺乏必

要的文化、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极大地限制了其非农

就业的能力。一般来说 ,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

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关系 ,因此 ,应充分发挥政府和社

会各部门的作用 ,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等多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 ,逐步形成以政府

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社会多主体参与的农村教育

培训体系 ,为非农产业输送合适的高素质劳动力。

从近期看 ,可根据市场需求 ,定向举办各种类型的技

术培训班。通过加强职业教育等措施 ,形成职业技

术教育网络 ,改变劳动力的素质结构 ,提高劳动者运

用科技的能力〔9〕。同时 ,还可在普通中学中不断渗

透职业技术教育 ,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实用技术培

训 ,使新一代劳动力掌握农业技术和农业以外的各

种实用技术。从长远看 ,从农村教育入手 ,普及义务

教育 ,努力提高整个农村的教育水平。此外 ,还应对

劳动力的智力、体力以及食品营养、健康方面进行基

础投资 ,以便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在办学方式上 ,应在加大政府教育投

资力度的同时 ,鼓励多种投资主体参与共同办学 ,并

扩大助学贷款范围 ,使更多的农民及其子弟有条件

有能力接受各种教育和培训。

3. 3 　积极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全方位服务

3. 3. 1 　加强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步伐缓慢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载体约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载体 ,而

城镇化、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最佳的选择。小城

镇是连接农村和某些中心城市的纽带 , 是工与农、

城与乡的交汇点 ,加速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发展繁荣

城乡经济 ,改善投资效益 ,增加农民就业 ,并为农民

进城经商提供便利〔5〕。这一点可以从江浙经济发达

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中得到证明。然而 ,我

国的乡镇企业在经历了上世纪末的快速发展之后 ,

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了一个长时期的徘徊期。同时 ,

由于产业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有机构成的

提高 ,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 ,吸纳劳动力

的能力逐渐减弱。近年来 ,虽然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

但总体经济规模不大 ,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有限。小

城镇发展步伐虽然加快 ,但由于分布不合理、功能不

配套、缺乏产业支持等等问题 ,使其聚集能力不强 ,

缺乏吸引力 ,从而削弱了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3 . 3 . 2 　积极开拓国外劳动力市场 ,努力拓展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国际空间

我国农村劳动力问题势必与人口问题一样 ,在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为最大限度地转移

农村劳动力 ,必须广开视野 ,利用国际劳动力市场 ,

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农民问题的解决。在有条件的

地区应积极拓展国外劳动力市场 ,依靠全球性资源

开发利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在有组织地开发国际

劳务输出市场的同时 ,允许一部分农民到国外自谋

职业。实行有组织地开发与自谋出路相结合 ,从国

际和国内两方面谋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31313 　各级地方政府应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信

息服务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整理劳务信息 ,建立就业

信息服务网络等 ,解决农民的信息闭塞问题 ;提供法

律跟踪服务 ,聘请劳务律师对劳务输出的全过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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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咨询服务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制定劳务

输出优惠政策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的政策

环境等 ,以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

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 . 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 R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2 - 2004.

〔2〕王永芳 ,徐德明. 凤阳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J ] . 安徽农学通报 ,2006 (2) .

〔3〕李珊珊 ,谢清. 由人力资本看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 [J ] . 法制

与经济 ,2006 (2) .

〔4〕蒙永亨 ,孙良媛.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及对策研

究[J ] . 改革与战略 ,2006 (1) .

〔5〕邓鸿勋.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J ] . 求是 ,2000 (4) .

〔6〕鲜祖德. 农民收入调查与研究 [ M ]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

2003 (12 ) .

〔7〕龚维斌. 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村社会变迁[ M] . 北京 :文物出

版社 ,1998.

〔8〕于定勇. 论农民工合法权益之法律保障 [J ] ,社会科学 ,2004

(8) .

〔9〕崔舍龙. 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者素质是关键 [J ] . 发展 ,2006

(2) .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Labor Force Transferring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ZHOU Pin2hu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y ,Bengbu Aai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Abst ract :“Farmers , agriculture and count ryside ( FAC)”is key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 in China. One main solution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is to t ransfer rural surplus laborers. The t ransferring can low down agricult ural cost ,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 develop rural e2
conomy and enhance laborer’s quality on certain degree as well . However , t he t roubles in China’s society at present such as imperfect law and so2
cial security system lead to many obstacles and unfair social issues. Solving t hese obstacles and unfairnes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accelera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 ruct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 laborer’s quality ; rural labor force ; rural worker’s right s ;farmer’s income

(上接第 50 页)

导加上有限的扶持 ,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

引导商业性资金的介入 ,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减轻
企业负担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中小企业良性发展的
效果。政府应为中小企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 ,加大
支持力度 ,尽快推动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应拓
宽直接融资渠道 ,借鉴国外好的经验 ,创新融资方
式 ,建立创业投资体系 ,开设中小企业板市场 ,培育
为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证券市场。
315 　建立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充分发挥信用担保
机构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加大对中小企业
资金支持力度 ,依法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加

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

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社会化。加快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运用必要的政策扶持 ,

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一批业绩突出、制度健全、管理规
范的担保机构 ,加快组建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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