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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研究

杨丽莎
(西南农业大学 重庆北暗 4 00 7 1) 6

摘 要
: 当前

,

困扰西部地 区农村经济从 而 困扰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

本

文在时西部地区农村剩余 劳动 力的特点和制 约 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

提出思路与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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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

各地区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

就业结构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相对东部而

言
,

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

效率低

下
,

非农产业不发达
,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大
。

这一方面制约了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

另

一方面也影响了农 民增收
,

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经

济的持续
、

快速和健康发展
。

一
、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特点
(一 )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保障
。

长久以

来形成的城乡分离二元体制和严格 的户籍管理制

度
,

使转移进城的农民无法取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

待遇
。

因此
,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
,

虽

然已经以非农产业为主
,

但其仍然保留着对土地的

承包权
。

每年除在外务工经商外
,

农忙季节都回家从

事农业生产
。

据相关资料表明
,

西部地区已转人非农

产业的农民
,

有 90 % 以上没有退出承包地
。

《二 )转移具有盲 目性

目前
,

西部地区农 民外出就业主要是 以传统的

血缘
、

地缘和熟人介绍为主
。

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 自

发方式转移的高达 6&00 以上
,

而通过有关部门有组

织地进行转移的不到 25 %
。

可见
,

转移具有较大的盲

目性
。

(三 )转移层次低

表 1 西部地区 19 9 9年部分行业农村
、

城镇从业人员年末数 单位
:
万人

行行 业业 农
、

林
、

牧
、、

制造业业 建筑业业 交通运输输 批发零零 其 他他

渔渔渔 业业业业 仓储及邮邮 售贸易易易

电电电电电电通信业业 餐饮业业业

人人人 农村从业人数数 11 2 95
.

666 53 444 5 7 3
.

999 23 6乡乡 3 3 9
.

888 1 55 5
.

888

数数数 城镇从业人数数 1%
.

111 8 oooo 2 2 7 666 2 1 5
.

555 68 6
.

111 3 4
.

888

其 中
: “

其他
”

是指除表1列出的部分行业及采掘 业 ; 电力
、

煤 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地质勘 查业 ; 水利管理 业 ;金触保险业 ;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
教育

、

文化 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 业

; 国家机关政党

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外的其他行业
。

资料来源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旧0

西部地区教育文化发展滞后
,

劳动力素质
、

技 转移的难度
,

同时也降低了转移的稳定性
。

能普遍偏低
,

致使转移只能在低层次上进行
。

如表 1 (四 )转移到东部地区的比重较高

示
,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一般体力劳动
,

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

东部较西部

或是城镇居 民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脏
、

苦
、

累的低 发展快
,

就业机会相对较多
。

因此
,

大部分农村剩余

层次工种
。

这样无疑缩小了可转移的空间
,

加大 了 劳动力缺乏向东部以外其他地 区转移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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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人东部沿海地区
,

增加了东部的就业压力
,

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二
、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制约因素
(一 )农业发展落后

1
、

人 才缺乏

在农民增收难及务农与务工经商存在较大收

人差异的情况下
,

西部地 区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上

升
。

在许多地方
,

在家务农的已不再是青壮年劳动

力
,

而是老
、

弱
、

妇
、

幼
,

即所谓的
“ 9 9 6 13 8’’ 部队

。

农业

人才的严重流失
,

致使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
。

2
、

土地利用不 当

由于农村家庭劳动力不足
,

使相当一部分土地

荒废
,

或者由劳动力流出户私下转包
。

造成土地 的

重用轻养
,

短期化
、

掠夺式经营现象严重
,

不利于农

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可持续农业的实现
。

3
、

农民负担重

目前
,

农民增收缓慢
,

负担过重
,

进一步挫伤了

其生产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对于实现农业

生产的集约
、

规模经营带来严重 困难
。

(二 )体制障碍

1
、

户籍制度障碍

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无论进城定居多久
,

都

很难改变其身份
,

更无法取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发

展机会和社会待遇
。

比如
,

在劳动用工和报酬制度

方面农民工往往从事脏
、

苦
、

累和具有一定危险性

的工作
,

而其报酬却远远低于从事同种工作的城镇

居 民
。

最终导致相当部分的农民虽然已从事非农产

业
,

却无法割断同土地的
“

脐带
”

关系
。

目前
,

虽然国

家已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

但

农 民要想完全脱离土地进城的门槛仍然很高
。

2
、

土地制度障碍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
,

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是30

年
,

而且还可 以继承
。

这对稳定发展农业产生 了重

要作用
。

但现实中耕地流转制度不完善
,

缺乏对转

让地权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的明确规定
,

使农 民转

移进城后
,

为了使其长久的生活有保障
,

仍然不 愿

放弃土地
。

这势必造成农地产权不清
,

再加上流转

机制的不完善和中介组织发育的滞后
,

从而限制了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土地的高效利用
。

.

(三 )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

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普遍处于发育阶段
,

市场

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

其信息化程度低
、

功能单一
、

服务范围狭窄
,

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较

大的 自发性和盲 目性
。

同时
,

也使一些非法的中介组

织有机可乘
,

私招乱雇
,

重复收费
,

坑害农民
。

《四 )乡镇企业吸纳能力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
,

乡镇企业迅猛发展
,

给农村经济

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
。

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

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
,

乡镇企业

逐步暴露出生产经营成本增加
、

布局分散
、

规模小
、

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
,

导致其外延特性减

弱
,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减弱
。

(五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西部地 区基本上包括了中国不发达的地区
,

教

育事业落后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较低的根本

原因
。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资料显

示
,

在 19 99 年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
,

小

学 以 下 文化程 度 的 占 当年 转 移 总量 的 比重 为

5.6 3 6%
,

而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 .3 24 %
。

具体如

表 2示
。

可见
,

这样低素质的人员要想进人较高层次

的行业是很困难的
,

他们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劳动

和工作
。

表 2

文化程度

西部地区 19 9 9年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初 中 高中 大专以上

比重 (% ) 5 6
.

3 6 3 0
.

10
,

3 3
.

24

资料来源
: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 00

三
、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途径

(一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

业

在农产品市场进人卖方市场的新形势下
,

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
,

提高农产品品质成为农业发展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
。

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充分

利用退耕还林
、

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大好机遇
,

在

保证粮食稳产的前提下
,

调整种植结构
,

提高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经济作物种植比重
,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
,

增强农业内部消化的功能
。

同时
,

充分发挥

区域 比较优势
,

利用西部独特的旅游资源
、

民族文

化
,

发展以观光
、

休闲
、

度假为内容的观光农业
,

促进

城郊餐饮
、

住宿
、

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

增加就业容量
,

加快转移的步伐
。

(二 )消除制度障碍

1
、

改革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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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户籍制度是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天然屏

障
。

它在很大程度上 阻碍 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

移
。

为此
,

应把户籍制度改革从点到面逐步推开
,

实

行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
,

按职业确定身份 的户籍

登记制度
。

允许农 民自主进城定居
,

赋予进城农民

在就业
、

子女人学
、

参军
、

社会福利等方面与原城市

居民同等的待遇
,

取消一系列进城落户的不合理收

费项 目
,

扩展就业 门路
,

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
。

2
、

完善土地制度

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

使得在相 当长

的时期内
,

大多数农 民还是只能以土地作为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
。

因此
,

在没有别的手段来代替土地作

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
,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
,

使农 民形成在城乡之 间
“

双 向流 动
”

的就业机

制
,

是保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条件
。

同时
,

政

府应采取灵活的土地政策
,

吸引乡镇企业和外来投

资
,

以增加就业机会
。

(三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目前
,

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不高
,

许多方面都不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

因

此
,

国家应抓紧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

积极

为农民提供就业服务
,

并制定政策
,

积极引导
,

提高

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和组织化程度
。

1
、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 中介组织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 明
,

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素质

要求的提高
,

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其转移速度和层次

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
。

因此
,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

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作用是必须的
。

应逐步形成

包括就业信息
、

咨询
、

职业介绍
、

培训等在内的社会

化就业服务体系
,

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
、

收益
、

风

险等做出正确的判断
,

以减少因盲 目流动而造成的

损失
,

提高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

同时
,

应完善和规范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 的组织体系及调控和保 障就业

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

加大户籍制度改革
,

逐

步取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
。

这样
,

不仅可

以及时获得市场需求 主体— 各部 门或企业的需

求信息
,

而且可随时收集市场供给主体— 劳动者

的资料
,

以实现
“

企业 自主用人
,

劳动者 自主择业
” 。

2
、

扩大劳务输出

西部地 区人 口 密度高
,

经济不发达
,

但却具有

劳动力资源成本较低的优势
。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不仅要着力于国内市场
,

而且还应着眼于国际市

场
。

根据对 国际劳务市场总体情况 的分析可 以看

出
,

国际市场依然有条件吸纳新的劳动力
,

无论老龄

化趋势的增强还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

都为我国扩

大劳动力输出提供了大好机遇
。

今后
,

应该放开劳务

输出的经营权
,

积极向世界各层次劳动力市场进军
,

针对各国的不同需求
,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必要培

训和教育
,

多方式
,

多渠道地开展对外劳务输出
。

(四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

1
、

继 续发挥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

有色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 民的一项伟大创举
,

是逐步

实现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的基石
,

也是发展农村经

济
,

实现小康目标的必由之路
。

改革开放 以来
,

乡镇

企业 已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重要渠道之一
。

虽然近年来其发展速度减慢
,

但仍然是我国经济格

局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

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

要渠道
。

尤其是西部地区
,

乡镇企业起步晚
,

档次低
,

发展潜力大
,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也很大
。

因

此
,

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这些企业调整内部结构
,

淘

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

加大科技投人
,

提高

产品的科技含量
,

使其总体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

在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同时
,

东
、

西部的乡镇企业应加强合作
,

以利于缩小区域差异
,

控制无序流动的民工潮
。

2
、

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

吸引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 小城镇聚集

实践表明
,

发展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有效途径
。

但发展小城镇不能盲目进行
, “

遍地开

花
” ,

而应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镇重点发展
,

以

提高人力
、

资源和资金的集 聚能力
,

完善配套设施
,

使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方式
。

(五 )加大教育投入
.

提高劳动者素质
“

百年大计
,

教育为本
” 。

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低

是制约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
。

西部地区应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
,

加大教育投人
,

狠

抓基础教育的同时
,

大力推行农民职业教育
、

公共就

业服务和培训等课程
。

这不仅有益于农民素质的提

高
,

而且还能推迟新增适龄人 口进人劳动力待业队

伍的速度
,

从而减少就业压力和增强劳务输出的竞

争力
,

最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参考文献
:

〔均李娟
.

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

有效促进农 民增收叮〕
.

农

村经济
,

2 0 0 3
.

1
.

〔2 〕叶明非
,

方建明
.

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 转移的基本对策日〕
.

农业经济
,

2 002 反



5 8西 昌 农 业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 报 0 204年

(3〕丁 洪
.

中国农村刹余劳动力转移和城 市化叮〕
.

农业经济学
,

么1〕1
.

1

〔4 ) 国研 网
.

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 移的 四 个原 则 〔D B / O L 〕
,

200 .0 09
.

0 .4

(5 〕卢铁城
,

张忠元
.

中国西部特 色经济 ( Z 〕
.

四 川辞 书出版社
,

2 0( X)
.

.5

(6 〕叶兴庆
.

促进农业利余劳动力转移 ( N 〕
.

中国经济时报
,
19望卜

08 一 04
.

A S加d y o f ht e T r a n s fe r C h a n n e l o f R u r a l

S u r P l u s L a b o r i n W
e s et r n

eR g i o n s

Y a n g L i一 s ha

s o u ht
wes

r A gh
e ul ut 司 U in v e sr i yt

,

B ieb ie
,

C h o n gq in g 400 7 1 6 )

A b s t r a d : rP e se n
听

,

ht e i ss u e o f ur alr
s u
pr l u s lab o r 15 an im P o 川泊n t 丘e t o r ht at P e印 le x ur alr

e c o n o m y

w e s t e m er ig
o ns an d ht u s P e创

e x ht e

c抽. c et isr ict s
of ur alr

s J印 lu s

助 or an d

arP id e e o n o

而
e d e v e l o P n l e n t o f C h in a

.

T ih s PaP e r Por b e s in t o

1 ll

ht e

esr itr c
mt g 盆ot sr in 一emt 吻 on

s , 山e n su 留 e s st

~
co un t e n n

aes ~
.

K盯 W o r ds : W
e s et m R

e
ig

o n s : C o u n it y s ld e : Su rP lu s Lab o r
’

: T
anr sfe

r : C h
ann

e l

(责任编样
:
蔡光泽 )

(上接 44 页 )

G e n e t iC

R s d i s it o n

V a r i a t i o n Sut d y o f L a s e r 一n u c l e a r

, 5 i n n u e n c e o n W h e a t S at l k T r a i t s

Li C h e n g z u o l

(1
·

) 3 Cha 铭 C o ll e参
,

iX
e h a n g

,

is c
hu an

T a n g S h u m in g Z Y a n g X u e m e il

6 1 50 13 ; 2
.

L ia n g S h胡 A幼
e d tU 间 S c b o o l

,

Xi
c ha 飞

,

阮 C h
uan

,

6 15以力)

bA 由
a c t : I n het

e
冲

e

~
n t

,

ht
e au ht 二

u s e d N Z 玩
e r an d H e 一N e

玩
e r t o r a d i a t e fo u r y

葫
e it e s o f 御

w h e a r se e ds s u c h as “

陇赶W却9 2 1 ” , e t e
.

A r an d o m P lo intt
g
aws

u s e d iw ht htr
e e d u P il e a it o n s

.

A m e ht o d

of b i o l o ig
e al s铂 it s it e s

an d qu an it yt i hn
e irt w as u s e d t o s ut 即 ht e g e n e it c

~
a it o n o f 11 s at lk 丽

st o f Pha
t

h ie gh t an d l e n g t h of s血kI of L ,

an d LZ ge n e ar it o n s
.

T h e r e s ul st in id c a t e ht a t di玉
r e n t ar id a it o n

arn et ir al h as

由价
r e n t i叨

u e n e e o n ht
e n

ext ge n e ar it o n : d l玉er n t ik n d s o f l as e r h as il td e i fln
u e n c e o n ht e n e x r

ge n e ar it o n : ih hg
e r P lan

tS an d lo n ge r s t吐ks h va e a s tr o l l g e r h e ir at g e , e

ialr
e r ge n e ar t i o n

isn gl
e Paln

t h as a

b e t t e r e
ffe

e r

K ey W o r ds :

切
e r :
叱

。 一 y扩w h e a r: S talk T r a i st ; G e n e it e V iar
a it o n

(责任编样
:
蔡光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