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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借鉴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 ,提出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经

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标 ,面向国内外大市场 ,立足于西部特色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 ,培育发展主导产业和优

势产业 ,在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 ,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稳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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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

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了较

大成就。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

起 ,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采取了“离土不离乡 ,进厂

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方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转移

成本小 ,避免了“城市病”的发生 ,适应了农民素质偏

低 ,缺乏技能和不愿离开土地的“兼业性”特点 ,但同

时也带来了很多“农村病”:如乡镇企业“村村点火 ,

户户冒烟”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 ,同时不利于土

地的规模经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加剧了我国城市

化水平滞后的状况。随着乡镇企业效益的下滑 ,其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开始下降。到 80 年代末 ,农村劳

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开始活跃 ,形成了“离土又离乡 ,

进厂又进城”的异地转移模式 ;至 90 年代中期 ,这种

异地转移达到相当规模被形象称为“民工潮”。异地

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 ,符合工业化和城

市化发展一般规律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但由

于我国城市劳动力承载容量有限 ,同时城市本身还

存在大量失业工人 ,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给城市带

来了巨大冲击 ,使城市住房紧张、社会治安混乱、就

业压力大等问题更为突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

了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 ,构成了所谓的“城市病”。

目前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落后的西

部农村不仅严重制约着西部城市的发展 ,也不利于

东部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从而制约我国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西部地区作为劳务输出地 ,农村劳

动力转移相对来说问题更加严重 ,必须顺应工业化、

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规律 ,再次审视农村劳动力转

移问题。

1 　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111 　西部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由于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和巨大的

人口基数 ,截至 2005 年底 ,西部十二省自治区共有

农村人口 35 976 万人 ,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38117 % ,

乡村劳动力总数约为 16 01813 万人。农业生产长

期处于“三个月种田 ,两个月过年 ,七个月休闲”的状

态 ,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据国家统计资

料显示 ,20 世纪最后 5 年 ,全国农村劳动力年平均

增长率为 113 % ,而贫困人口较集中的贵州、广西、

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农村劳动力年均增长率都在

2 %以上。随着科技进步 ,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 ,农

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将不断提高 ,每个劳动力平均负

担的耕地将会不断扩大 ,潜在的剩余劳动力还会增

加。

112 　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根据统计 ,2003 年末 ,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占

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 2615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814 个百分点 ,比东部地区低 1512 个百分点 ,比中

部地区低 3 个百分点。

从就地转移情况来看 ,表现在 : 11 农业内部吸

纳能力不够。由于西部农村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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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市场意识薄弱 ,农村

缺乏带头人等原因 ,在结构调整中缺乏市场预测 ,往

往出现有市场没有产品 ,有了产品又没了市场的现

象 ,没有因地制宜的发展优势产业 ,大大挫伤了农民

发展林牧副渔业的积极性 ,农村劳动力过多地停留

在种植业上 ,林牧副渔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不够。21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大大降低了对劳动力的吸收。

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落后 ,加工程度低 ,

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相脱节。许多产

量高、品质好的农林副产品由于没有加工能力或加

工链过短 ,产品附加值低 ,销路不畅。农民只能拿到

初级生产的利益 ,而得不到后续利益。造成了农业

比较利益低 ,一方面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另一

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从而也影

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31 乡镇企业吸纳能力

低。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基础 ,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载体。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受制于区域内人才、

技术、资金的短缺和保守观念的制约 ,规模小、产值

低、经营粗放 ,发展缓慢 ,导致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缺乏载体 ,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就地转

移的成效存在较大差异。

从异地转移的情况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

平比较低 ,对劳动力的拉力和集聚作用与东部相比 ,

差距非常显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随着政府适

当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

了制度环境。西部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向经

济水平高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农业部 2002 年度

对西部 12 省 116 个村庄 5 805 个农户 25 617 口人

的外出就业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为 :其中农

村劳动力 16 416 人 , 到乡外打工 3 261 人 , 占

19187 % ,比 2000 年的 1811 %增长了 118 个百分

点。外出比重高于东部 316 个百分点 ,低于中部

215 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在乡外、县内就业的比

重较大 ,约占 3513 % ,高于中部的 2412 %和全国平

均的 33 %。县外、省内就业比重占 2912 % ,高于中

部的 22 %[1 ] 。2004 年在举家外出务工劳动力中 ,东

部地区占 3012 % ,中部地区占 4214 % ,西部地区占

2714 %[2 ] 。受知识技能的限制 ,西部外出劳动力主

要集中在重体力的简单劳动上 ,其中建筑行业最多 ,

高达 25 % ,运输行业 713 % ,而在一些对劳动者相对

有技能要求的领域 ,就业情况为 :工业占 22 % ,餐

饮、服务业占 1816 % ,商贸业占 617 % ,家政、护理业

占 116 %等等。就业层次低 ,成本高 ,风险大 ,收入

少。

2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探讨及启
示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

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 ,在不同时

期选择了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成功的经验值得

我们借鉴。

1)英国。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 15 世纪末 ,

止于 19 世纪中叶 ,经历了长达 4 个世纪的时间 ,是

世界上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开始最早、流动规模最

大、农村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国家。工业革命是英

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

史实际上就是英国的工业化史。在英国由于纺织工

业的革命以及世界市场的开辟 ,兴起了大规模的“圈

地运动”,农民成为脱离土地的自由人 ,工业化的推

进 ,使城市的二、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为农村劳动

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 ,原来的第一产业 ,农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让位给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 ,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转移方式看 ,具有

短距离、波浪式、海外转移的特征[3 ] 。

2)美国。美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大概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

时间。美国是一个人少地多 ,劳动力比较短缺的国

家 ,劳动力转移有其特殊性。工业的快速发展提高

了农机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解决了人地矛盾 ,

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消化。美国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遵循着边产生边转移的自发过

程 ,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基本同步的

道路。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农业的发展

是其坚强的后盾 ,交通运输的发展降低了迁移成本 ,

为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提供了更多的方便[4 ] 。

3) 日本。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 20 世纪初

开始到 20 世纪末基本完成 ,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

间。日本是一个地少人多 ,资源缺乏的岛国。针对

此特点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日本政府进行了

有效干预 ,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 即劳动力一

开始就较多的流向第三产业部门)和“农村非农化转

移”相结合的道路。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日本政府

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立法促进工业和

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 ,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

转向非农产业 ,同时 ,建立各类工业区 ,发展中小企

业特别是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为劳动力的顺

利转移创造条件。在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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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允许农民“兼业”,教育培训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提供了人力资本保证[5 ] 。

4)韩国。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转移模式看 ,主要采取

了集中型转移模式 ,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

城市。在韩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主要靠吸收

国外贷款来增加就业机会 ,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韩

国忽视了农业发展 ,靠进口粮食来支撑劳动力的转

移 ,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中小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

不发达 ,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工业发达的大城市 ,造

成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大城

市病”。[6 ]

国际经验表明 :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是以农业

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和保证的 ,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力 ,政府

的政策引导、资金、以及教育培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论是就地转

移还是异地转移 ,最根本的是向二、三产业转移 ,产

业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3 　我国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的选择

　　国内外农村劳动力的成功转移 ,大都伴随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国西

部由于二元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致使城

乡严重分割 ,产业结构不合理 ,工业化水平不高 ,城

市化严重滞后 ,农业的生产率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

量大 ,素质低 ,农民对土地的留恋心理强等 ,西部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将会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发展 ,经历一个慢长过程才能完成。我们要从本地

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为

目标 ,面向国内外大市场 ,立足于西部特色优势资源

的开发利用 ,培育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在保证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 ,走以产业带动就业的

稳步转移道路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311 　发展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

吸纳和农村内部转移

国际经验表明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的

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和保证的。我

国现行的土地制度 ,限制了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的

运用 ,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西部农业长期以

来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 ,进行粗放经营 ,农业的比

较利益低。政府放宽人口流动政策后 ,西部农民也

加入到大规模的民工潮中 ,大部分农村出现耕地撂

荒现象 ,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够。所以在工

业化过程中要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 ,必须继

续发展农业生产 ,围绕农业发展加工工业 ,进而带动

农村第三产业。

首先 ,通过开展集约经营消化一部分剩余劳动

力 ;同时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和开发型农业 ,拓展农业内部种植经营项目和大力

发展林、牧、渔业 ,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

其次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根据世界银行

对 15 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显示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

展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起着重

要作用。它兼顾了避免大城市恶性膨胀和促进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种形式的流动成本低 ,符合

西部实际。西部工业化滞后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比较弱 ,一个突出表现是 :西部地区的产业链条短、

附加值低。据测算 ,目前农产品加工系数 ,东部地区

高达 1158 ,而西部地区仅为 0141。西部农业总产值

占全国的 23109 % ,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

仅占全国的 1118 %。东部分别为 45134 % 和

70132 %[7 ] 。如果西部资源的深加工系数能达到全

国水平 ,则西部经济的增加值将会成倍增长 ,从而也

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结合西部资源特点 ,发展

农业产业化 ,培育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 ,延伸农业

的产业链 ,促进农业延伸到第二、三产业 ,提高农业

的比较利益和自我发展能力 ,拓宽就业门路 ,实现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312 　加快西部的工业化进程 ,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演进历程表明 ,伴随经济

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将发生规律性

的转移。首先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

移 ,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劳动力将更多地向

第三产业转移。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工业化

发展滞后 ,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不足。

31211 　面向国内外大市场 ,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目前西部对外开放度低 ,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相

对封闭经济体。据有关专家测算 2002 年 ,西部地区

的外贸依存度仅为 8151 % ,而东部为 69188 % ,全国

平均为 50114 %。1982 - 2002 年西部的对外贸易

总量仅占全国的 3 %～4 %[7 ] ,且呈逐步下降的趋

势。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 ,水能、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能源资源和有色金属、稀土、钾等矿产资源以

及生物资源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为发展

西部的水电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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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利的资源条件。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 ,立

足资源优势 ,面向国内外大市场 ,选择有现实和潜在

竞争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 ,吸引外资 ,增加出口 ,为劳动力的转移提

供更多机会。

31212 　扶持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扩大就业

岗位

中小企业规模小 ,投资少 ,就业体系灵活 ,吸收

劳动力成本低 ,并且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能吸收

更多的劳动力。据统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美国

内 80 %的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日本中

小企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迅速 ,其中 ,第二、三

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 93 %属于中小企业。目

前 ,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其总就业人口

的 73 %。所以要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为中小

企业提供优惠。鼓励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再次创

业。

31213 　从东部引进合适产业 ,提高就业水平

根据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论”,一些地区受外

部因素作用 ,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就会出现

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从而引起人均收入、工资水

平、利润率等产生“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先进地区发

展更快 ,当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人口稠

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和相对市场狭小

等原因 ,使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上升 ,发达地区的经济

要素就会向落后地区扩散 ,从而缩小不平衡的发展

状况。以迈达尔等为代表的“梯度推移理论”也认

为 ,不同区域之间由于发展的条件不同 ,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着产业梯度与经济梯度 ,处于高梯度的产业

会自发的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从而带动低梯度地区

的发展。西部地区应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引进适用产

业 ,重点引进“联系效应”大的产业 ,避免产业的重复

建设以减少“冲击效应”,提高地区的就业水平

31214 　努力发展第三产业 ,增加就业岗位

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了

60 % ,第三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就业的主要行

业。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秀美 ,少数民族比较多 ,可以

利用这一优势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旅游产业

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自

身的资源优势 ,面向国内外市场 ,开发旅游产品 ,把

旅游业做强做大 ,引导农民充分就业。

313 　推进城镇化进程 ,以企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

城镇化发展过程是非农产业聚集带动非农人口

聚集从而推动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和规模扩张 ,使城

镇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的过程。一般遵循“工业发展 - 人口聚集 - 产业聚

集 - 人口聚集 - 城镇发展”的规律。西部城市化水

平低 ,现有城市不可能容纳如此大量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 ,依靠小城镇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吸纳 ,是最

有效的、最便捷的途径。小城镇是连接城市和农村

的纽带和桥梁 ,有地缘亲近感和相对融洽的人际关

系 ,进入比较方便 ,而且转移的成本比较低 ,所以 ,应

当把小城镇作为西部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聚集基

地来发展。目前西部的小城镇和东部相比 ,大多存

在着规模小、布点散、基础设施简陋、镇区企业落后 ,

缺乏工业支撑 ,市场竞争能力差、可持续发展受限等

缺点。城镇化真正的动力来源是能够吸纳农村人口

就业的产业 ,确切的说是其载体 —中小企业 (乡镇企

业) ,尤其是工业企业。所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就是

如何培育非农产业并进而推动其不断壮大和在地域

上聚集 ,我们要鼓励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向县城或

农村小城镇聚集 ,形成企业集群 ,扩大就业容量 ,从

而不断提高非农产业人口比重 ,壮大城市规模 ,最终

提高本地的城镇化水平。

4 　实现西部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保
障措施

　　为了实现西部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除了改

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外 ,政府作用的发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因

素。

411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要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 ,继续推行西部

大开发发展战略 ,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为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地外部环境。

412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带头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

育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培养懂科学 ,有

知识 ,有技能的劳动大军和带头人 ,适应市场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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