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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农劳动供给在 家庭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 文利 用 四 川 和安徽 年 乡的农户调 查数据
,

采用

两 阶段模型
,

对影响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 因素做 实证分析
。

研 究结果表明
,

年铃轻
、

家度平均受教 育租

度 高
、

家庭初始 经济能力有利 于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决策和非农劳动 时间 的幼加 家度 中男女 劳动 力的比例 对非农劳

动供给时间具有不 同的影响
,

土 地 资源 脸乏是 家建从事非农 劳动供给 的重要原 因 丈章认为
,

政府应 当在教 育培

训
、

信货 支持
、

通讯设施建设方 面 加 以 完善
, 以 增加农户家庭的 非农劳动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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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
,

千方百计地提高农

民收人
,

一直是中国政府 旨在扩大内需而采取的一

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
,

然而在现

有的农业生产格局下
,

通过农业生产增加农 民收人

的空间极其有限
,

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已成为农 民

家庭收人增加的主要源泉
。

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 》的资料显示
,

占就业劳动力 的农业劳动力

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有
。

自 年以来

的农村改革
,

中国农村居 民人均生产纯收人 中
,

来 自

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

针对这种发展趋

势
,

已有学者指出
,

没有非农收人的大幅度增 长
,

农

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居民收人所起的作用将非常

有限
。

未来 中国农村居 民的富裕不能 主要依靠农

业
,

而应该为农 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工作
。

因此深

人研究影响农民进行非农业 活动的各种 因素
,

不仅

具有理论价值
,

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

大部分关于非农活动的研

究是基于个人层面
,

讨论影响家庭 中个人非农劳动

供给的因素
,

如 〔, 〕研究 了孟加

拉国农村妇女时间配置
,

建立 了关于妇女家庭生产

和市场劳动的影响因素模型
。

庞丽华等阁测算了中

国农村 岁以上人 口 的劳动参与率并分析 了影响

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
。

赵耀辉 ’利用 四

川省农户调查资料考察了影响家庭劳动力转移的主

要 因素等等
。

但也有一些研究讨论了影响家庭劳动

时间分配的因素
,

如 发现教育水平对农业

和非农业就业有正向影响
,

尤其是非农就业 家庭的

规模越大越能减少农业就业 离城镇的距离越远
,

非

农就业就越少
。

家庭结构对农民的劳动时间有所影

响
,

还有农 田和资本规模并不影响农户的时间分配
。

制度因素
、

文化背景或劳动力 的差异都会影响劳动

时间分配
。

朱农 〔‘〕用 模型分析了影 响家庭

非农决策的因素
,

发现家庭中劳动力数量
、

家庭平均

受教育程度
、

住房价值
、

岁及 岁以上不在业人

口数对家庭非农劳动决策有正影响
,

家庭耕地面积
、

到火车站的距离对家庭非农劳动决策有负影响
。

可

以说
,

基于家庭层面的非农劳动供给研究还 比较少
,

而且也没有涉及非农劳动供给时间
,

本文试图在这

方面有所尝试
。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农村家庭参与非农活动的形式和范围主要取决

于两个因素 —动机和能力
。

前者如相对收益率
,

农业经营的风险等 后者如文化程度
、

家庭经济条件

等
。

如同乡一城迁移
,

农村家庭对非农活动的参与

也受拉力和推力的作用
。

拉力主要表现为非农业经

营较高的收益率
,

推力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农

业由于受到一些暂时性 问题 如水灾
、

旱灾 和一些

永久性问题 如土地匿乏的限制
,

产出率相对较低
,

而且不稳定
。

②农业经营的风险使得农村家庭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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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收人和消费的不稳定性
,

从而从事一些与农业

相关性较低或可相互替代的生产活动
。

③农业生产

资料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不完备迫使农村家庭寻求其

他资金来源以支付农业投人
。

对不 同的家庭来说
,

参与非农活动的动机和能

力可能是不相同的
,

一般而言
,

动机和能力有以下因

素决定

教育
。

文化程度能显著影响非农业活动的参

与以及收人水平和生产率
。

许多研究证明了人力资

本扩张对非农业参与有很强 的作用
,

文化程度高的

家庭对农村非农活动的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家庭
。

家庭初始资产
。

家庭初始的经济能力是农村

家庭非农活动参与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

贫困家庭

承受和应付外来对收人的能力 比较弱
,

对风险的厌

恶程度 比较高
,

他们更愿意将经营风险分散到风险

较低的活动中
。

此外
,

从事非农活动需要一定的启

动资金 如 自主经营 和交易成本
,

在农村地 区信贷

和保险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
,

家庭的初始资本积 累

显得尤为重要
。

一般而言
,

贫困家庭集中于收益较

低但容易进人的劳动力市场
,

即从事劳动密集型
、

工

资性的农村非农职业 如劳务活动 相反
,

比较富裕

的家庭更倾向于从事独立的非农业经营
。

在一些农

村地区
,

缺乏 劳动密集型
、 “ 门槛

”较低的非农业 活

动
,

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力市场很不发达
,

两者都以

传统生产技术为主导
,

主要依赖家庭的投人
。

农业经营环境
。

在 自然条件较差 的地 区
,

农

业经营风险很高
,

这些地 区 的家庭更愿意从事非农

产业发展
。

然而
,

农业经营环境较好的地 区也 同样

受到非农产业吸引
,

他们的 目标是更高的收人和摆

脱资金及贷款约束的限制 一 〕。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
,

土

地是最重要 的生产资料
,

土地 的厦乏是农户从事非

农业活动的重要原因
。

根据一些研究阁
,

家庭 土地

面积与非农业参与概率呈倒 形 的 曲线关 系
。

①

土地资源匡乏的家庭
,

由于劳动力有剩余
,

从而具有

较强的非农活动参与动机 ②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

一般经济实力较雄厚
,

从而具有较强 的参与能力
。

这两类家庭参与非农活动 的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

土地资源缺乏的家庭主要是追求较高的收人或为剩

余劳动寻找出路 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则可能出于

使家庭经营多样化以规避农业经营风险的考虑
。

根

据朱农等研究
,

家庭土地面积与非农业参与概率呈

倒 形的曲线关系
,

但 由于该 曲线在 土地 面积为

公顷 合 亩 时才达到极小值
,

而实际上农村

家庭土地规模平均 亩图
,

所 以土地 面积与非

农劳动供给实际上呈负相关关系
。

基础设施
。

基础设施的质量及范围是影响家

庭非农就业的重要外部决定因素
。

一般而言
,

基础

设施越发达
,

非农业的交易成本和投人越低
,

从而有

利于家庭非农活动的参与
。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
,

基础设施的改善能
“

缩短
”

城乡之间的距离
,

形成 乡

村到城市的
“

迁移链
” ,

从而有可能导致农业劳动力

的医乏和退化
,

阻碍农业的发展 〔’ 。

实证分析

数据来派及样本描述

衰 样本农户荟本情况描述

农农户分类类 非农户户 兼业 户户 纯农户户

户户主年铃 岁

家家度平均受教育程度 〔年
。

卜卜一年的 家庭人均‘ 收入‘元 ’’

男男劳动力比例

居居劳动 力 比例 ‘写 ’’

匡匡均经济林‘亩 ’’

卜卜均其他林地 面 积‘亩 ’’

卜卜均农地 面积‘亩 ’’

到到县城的距 离 公里

注 家庭人均纯收入 以 年的 不 史价计 算

本文使用 的数据是 四 川沐川 县
、

安徽 金 寨县

。一 年 年 乡的农户跟踪调 查数据
。

农户的劳动时间分为 四部分 林业
、

种植业
、

畜牧业

和非农业
。

为了说明样本农户的非农业劳动供给特

征
,

我们将只从事林业
、

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农户定义

为纯农户 即从事林业
、

种植业
、

畜牧业又从事非农

业 的农户定义为兼业户 只从事非农业的农户定义

为非农户
。

表 按照以上划分标准对样本农户的特

征进行描述
。

从年龄看
,

非农户
、

兼业户
、

纯农 户户主平均年

龄分别为 岁
、

岁和 岁
,

既 非农 户

户主的年龄远小于后两者 从家庭受教育程度看
,

三

类农户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为 年
、

年

和 年
,

即非农户家庭 的受教育程度 兼业户

纯农户
。

所以
,

非农劳动供给的家庭具有年龄轻
、

受

教育程度高的特点
。

从上一年的家庭人均纯收人来看
,

三类农户也

存在较大差异
,

其中非农户为 元
,

兼业 户

为 元
,

纯农户 只有 元
,

非农 户 比兼

业户高 元
,

比纯农户高 元
,

说明从

事非农劳动供给的家庭经济实力更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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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户的人均经济林面积和其他林地面积大于 的〔” 〕。

对两种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后
,

发现

非农户和纯农户
,

而纯农户的农地面积大于非农户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 模型第二阶段的

和兼业户
,

说明林地 面积和农地 面积可能减少家庭 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

因此选用 两阶段模型

非农劳动供给 进行分析
。

到县城的距离用来代表交通的便利程度和非农 变且设 及预计效应

劳动的交易成本 在三类农户中
,

非农户到县城的 根据前面对非农劳动供给决定因素的分析
,

可

距离小于兼业户和纯农户
。

以得出非农劳动供给最终取决于家庭的内在弃斌和

模型选择 外部环境
。

因此
,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方程引人 以下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决策分为两步 ①是否参与这 解释变量 见表
。

种活动
,

主要考虑这种活动的保留收益 ②劳动供给 ”户主年龄
。

户主年龄一方面可以反映家庭结

时间的长短
,

这与家庭劳动力数量
、

年龄
、

教育
、

土地 构
,

另一方面作为家庭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

包括农

资源情况
、

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
、

当地 自然条件等有 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
,

可能影

关
。

这说明家庭劳动供给时间是一个有偏选择过 响家庭劳动力在非农活动中的分配
。

使用虚拟变

程
。

目前对于样本有偏选择 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 将户主年龄划分为四个层次 岁以下
、

岁
、

法
,

一种是 模型
,

一种是 两阶段模 岁
、

岁
。

随着户 主年龄增大
,

从事非

型
,

两种方法的主要 区别在于 模型假定同一 农业活动的机会将减少
,

预计户主年龄对非农劳动

变量即家庭是否参与活动
,

又影响家庭参与活动时 时间有负影响
。

间的长短
,

而 两 阶段模型认为家庭是否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

用家庭中 岁以上

参与和 参与活 动时 间 的 长短 影 响 因素是 不 一 样 人 口 教育程 度 的平均数表示
。

文化程 度是 家庭人

衰 变 设 及预计效应

变变 性质质 定义义 预计效应应

家家度非农业 劳动 时间间 被解释 变童童 天天天

户户主年铃铃 解释 变贵贵 年龄应拟 变黄 岁以
、

岁
、

岁
、

岁为
,

其余余余

为为为为

家家度平均受教育程度度 解释变贵贵 教育应变贵 一 年
、

年
、

年
、

年以 上上

家家庭 中男劳动 力比例例 解释 变贵贵 男劳动力 家庭人 口口 十十

家家庭 中女 劳动 力比例例 解释 变黄黄 女劳动 力 家庭人 口口

匡匡一年人均 , 收入入 解释变贵贵 元元 十十

卜卜均经济林面 积积 解释 史贵贵 亩亩亩

阵阵均其他林地 面 积积 解释 变贵贵 亩亩

阵阵均农地面积积 解释史贵贵 亩亩亩

陋陋县城的“ 离离 解释 变贵贵 公里里里

庭人力资本的反映
,

使用虚拟变盘将受教育程度划

分为四个层次 年
、

一 年
、

年和 年 以

上
,

预计教育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有正影响
。

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资源
,

用来反映不

同性别劳动力对家庭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
。

由于受

家庭内分工的影响
, “

男主外
、

女主内
”

依然是当今农

户家庭较普遍的性别分工模式
,

男性劳动力和女性

劳动力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

家庭中人均经济林面积和其他林地面积
。

所

调查的样本地 区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

林地 主要分

为用柴林
、

经济林
、

防护林和竹林
。

这几类林地对林

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

其中经济林具有周

期短
、

收益大的特点
,

所需 的劳动时间也较多 而用

柴林
、

防护林和竹林周期长
、

见效慢
,

尤其是防护林

基本上不产生什么收益
,

所需劳动时间也少
。

因此
,

预计人均经济林面积对非农劳动供给有负影响
,

其

他林地面积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
。

家庭中人均农地面积
。

根据一些研究
,

家庭

土地面积与非农业参与概率呈倒 形 的曲线关系
,

该曲线在土地面积为 公顷 合 亩 时才达到

极小值
。

而 样本农户 的土 地 规模不 大
,

户均 只有

亩
,

基本上人均农地面积对非农劳动供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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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影响 但另一方面
,

我国农村有按人 口分配土地 时间都有显著正影响
,

相对于 岁的户 主
,

的习惯
,

土地面积多的家庭劳动力也可能多
,

所以人 一 岁以下 的户主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在 的水平

均农地面积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确定
。

上显著增加
,

说明年龄对家庭非农劳动时间有负影

上一年的家庭人均纯收人
。

作为家庭初始资 响
,

意味着非农劳动供给时 间受年龄 的影 响较大
。

产的代理变
,

预期家庭人均纯收人高的家庭
,

有较 年龄小的户主比年龄大的户主从事非农劳动的可能

强的动机和能力从事回报率较高的非农业
。

性大
,

时间也长

到县城的距离用来反映家庭所处的外部环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非农业劳动供

境
。

离县城远的家庭
,

县城经济对其的辐射能力弱
,

给决策和时间的增加
。

这是因为非农业对教育的回

获取信息也不方便
,

从事非农劳动供给的交易成本 报率一般高于传统农业对教育的回报率 教育能显

高
,

因此会减少非农劳动供给
。

著提高家庭从事非农业经营的能力
,

尤其是对于那

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些需要一定生产和管理技能的活动更是如此 文化

从表 两 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
,

程度高的家庭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常常具有一定的

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
,

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

逆米 优势
,

从而有望获得较高的收人
。

因此
,

教育能增强

尔比率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

说明选择 农村家庭参与非农活动的动机和能力
。

回归结果也

模型是适合的
。

表明
,

教育程度为 一 年
、

年
、

年以上的家庭

户主年龄对家庭非农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
,

即 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在逐步增加
。

户主年龄为 岁 以下对非农劳动供给决策和

裹 家魔非农劳动供给的 两阶段徽型

变变黄黄 第一一阶段段 第二二阶段段

年年铃应变黄 一 岁为对双 组 系数数 名名 系毅毅

岁以 下下 书 铃 并并

二二
岁岁

升 一 签签 公 公 苦苦

岁岁 朴 铃 铃铃 铃 , 赞赞

教教育应史贵 年为对服组

年年 赞 赞 并并 。 赞 资 铃铃

年年 石 份 补 赞赞
,

铃 公

年以 上上 爷 补 。 补 爷

男男劳动 力 比例例
。 。 怜 一 赞赞

女女劳动 力比例例 一
。

一

人人均经济林 面积积 一 朴 资资 一 一 份 一

人人均其他林地面 积积 赞 赞 件件

人人均农地面 积积 一 共 朴 补补 一 一 谷 谷 份份 一

上上一年家度人均纯收入入 谷 书 赞赞 一 谷

到到县城的距 离离 一 一 爷 签 带带

常常数项项 一 井 份份 一 一 资 赞 釜釜 一

逆逆来 尔比率率 签 份份

现现察位位
。

全全

注 , , 、 , , 分别代表 和 的显著水平

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资源对参与决策和劳

动时间的影响不 同
。

在是否参与非农决策方面
,

男

女劳动力资源都有正影响
,

但不显著
,

在劳动时间方

面
,

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增加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

有正影响
,

而女性劳动力的增加对非农劳动供给时

间有负影响
。

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非农劳动供给时

间有巨大差异 夏 国美〔‘ 〕从功 能 主义 的视角进行

分析
,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
,

两性虽具有相 同的生

产力
,

但男性获得的收人高于女性
,

这是需求方面的

歧视 二是从供给角度看
,

由于女性在教育上受歧视

和家庭因素抑制 了他们的发展
,

导致 了雇佣方 面对

他们的歧视
。

笔者认为
,

女性劳动力 由于将更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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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用于家务劳动
,

并且由于家务劳动的限制
,

他们

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主要 以农业为主
。

在非农就业

方面
,

女性劳动力的参与机会较少
,

一方面与家庭 内

部的分工有关
,

另一方面也与家庭 以外 的社会因素

有关
。

妇女 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都是影响妇女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重要决定因

素
,

而且就业于非农领域的妇女劳动力的平均收人

要明显低于男劳动力
。

据了解农村非农就业主要为

做小买卖
、

跑运输
、

水泥 瓦石工
,

往往男性 比女性更

能胜任
。

人均经济林面积和人均农地面积对非农劳动供

给有负影响
,

其他林地面积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的

影响不显著
。

说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活动在家庭劳

动供给中具有相互替代性
,

增加农业劳动供给就要

减少非农业劳动供给
,

反之亦然
,

家庭究竟选择哪种

活动取决于家庭对两者收益风险的权衡 林业 中的

用材林
、

防护林等对非农劳动供给决策有正影响
,

对

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

主要是由于这部分林

地资源生产周期长
,

风险大
,

需要与第二
、

第三产业

相结合
,

因而增加了对非农劳动供给的需求
。

上一年的家庭人均纯收人对非农劳动供给决策

和时间都有正向影 响
,

说明收人高的家庭从事非农

劳动的动机和能力也强
,

尤其是那些需要某些启动

资金的家庭经营活动中处 于有利地位
,

雄厚 的家庭

实力有利于克服非农经营活动的预算约束
,

即进人

的
“

门槛
” 。

到县城的距离反映了从事非农活动的成本和获

得信息的便利程度
。

离县城越远
,

作出非农决策的

概率越小
,

但非农决策作出后
,

距县城距离越远
,

非

农劳动时间越长
,

可能的解释是离县城远 的非农就

业者多是长期工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得 出户主年龄
、

家庭平均受教育

水平
、

家庭 中男女劳动力资源
、

土地面积
、

家庭贫富

程度和社区特征对家庭非农劳动供给决策和时间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
。

户 主年龄越小
,

从事非农劳动供

给的可能性和时间都在增加
,

这说明非农业是户主

年轻家庭的首选
,

随着户主年龄增大
,

虽然可能也有

从事非农业的动机
,

但缺乏非农劳动能力 我们的结

果说明了教育对家庭非农劳动参与具有非常重要 的

作用
。

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对外经营能力
,

使他

们从 自给 自足的农业走 向市场
,

自觉在市场上 寻找

机会
,

得到 自己想要 的回报率 男性和女性对非农业

劳动供给时间具有巨大差异
,

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

增加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有正影响
,

而女性劳动力

的增加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有负影响
。

这说明了家

庭中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倾向
,

当然这是由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

例如传统的性别分工
、

女性接受

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少于男性等等 家庭经济实力雄

厚的家庭也有利于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 另外
,

土地

资源匿乏也是家庭从事非农劳动供给的重要原因
。

总之
,

年龄轻
、

受教育程度高
、

富裕的家庭有利

于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增加
。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

革始于农业
,

然而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中国农业

的发展势头却开始放缓
,

人均粮食产 也 徘徊在

千克左右 ‘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

现行的生产方式落后
。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

大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但生

产方式却停留在传统的农业阶段
,

这带来了两个后

果 ①由于
“

剪刀差 ”的作用
,

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
,

从而导致 了农业 比较效益低下
,

农民对采用 昂贵的

现代化农业技术和投人 的兴趣不大
,

除非得到政府

的补贴
。

②分田到户使土地零散分割
,

导致了家庭

积累能力较弱
,

农业生产及其支持系统所孺的投资

非常缺乏
,

而且这个矛盾无法在农业内部得到解决
。

此外
,

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国家财政能力有限
,

外

部对农业的支持也非常有 限
。

面对这种 困境
,

农 民

只能求助于农村非农产业
。

农村非农业活动可以从

多种渠道影响农业生产和农 民家庭的收人
。

①来 自

于非农业的收人显著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
,

并增强

其投资能力
,

从而使农 民有可能采用先进的生产技

术
,

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投人 如化肥
,

以资本代替劳

动力
,

加速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
‘ 〕。

②农村非

农产业能影响农业 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
,

从而

影响农业的收益构成
。

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供给能逐步与农业投人 的需求相适应
,

以低于外

部市场的价格满足农民的需求
。

此外
,

食品加工业

和农产品供销体系的发展也能影响农业产出的价格

水平及稳定性
。

③对非农活动的参与能整体降低农

村家庭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

增强农民采用那些 即能

提高收益率但又有一定 风险的农业 生产技术的动

机
,

非农业收人提高了农 民实行多种经营的可能性
,

使其转 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
,

并实现一些具有长

期行为的投资
。

④在土地资源贫痔的地 区
,

农村非

农就业能缓解人 口 对土地 的压力
,

有利于贫困地 区

的经济走出
“

贫困 —对资源 的过度开发 —环境

退化 —贫困
”

的恶性循环
。

非农业 收人能降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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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家庭收人的波动
,

扮演一个
“

保险
”的角色

。

⑤非

农业活动能够提高农村家庭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

非农业收人常常被视为一种主要 的储蓄来源
。

因

此
,

非农业活动对农村家庭很有吸引力
。

另外
,

林业

生产周期长
、

风险高的特点
,

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与

第二
、

第三产业相结合
,

也导致了家庭对非农劳动供

给的需求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

议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受到家庭因素和外界环境

的共同影响
,

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

应综合考虑各

地的经济条件和具体情况
,

决不能
“

铁板一块 ” 。

当地政府通过对贫困农户 的教育培训
、

提供

小额信贷等
,

增加他们参与非农就业的机会和能力
,

避免陷人贫困 —缺乏非农就业机会 —贫困的恶

性循环
。

相对于富裕家庭 而言
,

贫困家庭可能有较

强的非农参与动机
,

但能力却不足
,

主要是他们文化

程度低
、

缺乏必要的非农技能及非农就业所需的初

始资金
。

如果政府能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非农技能

培训
,

并帮助他们克服资金的
“

瓶颈 ”约束
,

可能会对

贫困农户的非农就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

重视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
。

长期 以来
,

受

传统观念和家庭性别分工 的影 响
,

妇女基本上从事

的都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和收益较低的农业劳动
,

对非农劳动供给参与较少
,

这不利于农村女性 的长

期发展
,

应逐步提高女性在非农就业中的参与能力
。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尤其是农村通讯设

施建设
,

改善农村家庭非农业劳动供给环境
。

农村

家庭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很重要原 因是信息不畅
,

搜寻非农工作的成本高
。

建议当地政府通过改善通

讯设施及时将非农就业信息传递给农户
,

为家庭非

农就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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