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年，四川有$#%"万农民外出打工，挣

回近&%&亿元，超过全省当年##’(#亿元的地方财政

收入；全省农民当年人均劳务收入增加’)元，达到

’*%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数的)"+左右。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

致富问题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农村劳动力普遍文

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低，已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瓶颈”，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

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

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

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就业压力大。以自

贡市为例，据统计，!"""年末，自贡市乡镇农业人口

!&#($#万人，乡镇从业人员数$#,(%)万人，自贡实有

耕地$#(*’万公顷，按每个劳力种植"(!’公顷计算，仅

需劳动力)#(%$万人；从事养殖业和其它农业按"(!’
公顷计算，仅需劳动力)#(%$万人；从事养殖业和其

他农业的专职人员不足$"万人，可见仅自贡乡镇富

余劳动力就高达!&万人。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外出务工的农民文化

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在农业户口的劳动力

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大部分农民工没

有就业所需的一技之长，大多只能靠体力从事脏、

累、苦的简单劳动，收入水平低下。在西部地区，外

出就业的农民平均&’-%+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平均

年收入仅&"$&元。

#、对农民工的培训与就业需求脱节。大多数农

民外出就业前基本上没有参加专业性的技能培训。

&、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低。目前农村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初级的，几乎处于无

序状态，政府部门缺乏对农村劳动力总需求、总供给

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此

外，劳动力流动的服务体系及中介组织建设也严重

滞后，因缺乏信息、或信息不准确导致农村劳动力盲

目流动，使大批劳动力蒙受损失，很多农民工的正当

权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保护的问题时有发生，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诸多问题中，文化和

技术素质的低下，是目前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限制了农民的就业空间，使其

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产业，这给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难。

一是农业内部扩大就业的空间日益缩小，二是乡镇

企业发展受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

三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受容量减少，四是城市对

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解决以上诸多矛盾，

其根本途径就是增加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人力

资本存量，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人力资本的增加是指通过投资使人的素质得到

提高，通过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使人的智能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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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改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对个人还

是国家，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都是巨大的。对个

人而言，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

水平，掌握更多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知识，在生

产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被别人取代的可能性就越

小，对国家来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有：

!、 增加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农业劳动

力的文化素质，促进就业和社会进步。目前，农业劳

动力偏低的文化素质，既不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

也无法满足非农产业的要求。当前大多数企业对民

工的素质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很多行业都实行准入

制度、持证上岗，靠出卖体力所得收入越来越少了。

因此，国家和政府只有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

度，实实在在地普及义务教育，使更多的农村青年

能够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为培养未来的新一代农

民奠定智力基础，才能有力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

程和城镇化建设。

"、增加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农业劳动

者的技术素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科技进步

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农民素质低，

导致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反应迟

钝，接纳、消化、吸收能力弱，再加上观念陈旧，怕担

风险，造成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和技术设备很

难推广应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教育和职

业技术培训，增加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提

高科技素质，才能产生出更多的农业科学技术人

才，产生出更多高素质的熟练的劳动者，更多的创

新，从而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扩大农业劳动者的

就业空间，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顺畅转移。"$世纪#$
年代，日本、韩国在向非农业化的转换过程中，开始

人口密度比我国大，他们仅用!$左右时间就顺利完

成了人口产业结构顺畅转换和充分就业，根本原因

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

人口平均文化技术素质，为就业人口向高技术产业

转移创造了条件。我们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

就业，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展教育，建立一套合理的

终身教育体制，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使之

适应高级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方法措

施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是提高

其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是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就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世界银行曾得出以下

结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就

会增加()。教育投资需要国家、个人、社会多方面多

元化投资办学，培育一种促进社会和个人进行教育

投资的机制。

!、国家和政府必须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加大

对教育投资的力度。首要的是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

的力度，使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程

度。其次，在人力资本形成问题上，个人、企业和政府

一般都有其特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根据市场经济

的内在要求，在对教育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原则上

讲，应首先充分发挥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

积极性。但是，由于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具有天然的

“自发性”特征，容易受到干扰和影响，可能出现供给

结构不合理、供给不足或短缺，从而影响国家人力资

本的合理组合；教育投入不足会直接影响农村教育

事业的发展，使办学条件恶化、师资水平下降、失学

现象严重。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扭转，使教育事业的发

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

动的最后调节者，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必要

的补充，或通过制定政策对个人投资加以引导，以弥

补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及缺陷，保证

经济均衡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要。

"、 改革教育体制，在积极发展公办教育的同

时，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办学。一是强化基

础教育，保证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一级高校的

招生规模。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要拓宽投资渠

道，让社会投资办学，鼓励外资办学以提高未来劳动

力的受教育程度；二是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调整办学

方向。要加大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力度，扩大办学规模

和层次，强化其劳动技能培训，要办好面向农业劳动

者的培训和成人教育，要鼓励资本进入农村人力资

本的开发，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者为提高自身

素质积极进行投资。在市场经济大前提下，根据劳动

者的文化水平、生产技术等拉开收入差距，使人们自

动不断追加提高自身素质的教育投资。

*、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采取多

种有效措施，改善用人环境，我们最终要建立起人力

资本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市场调节机制、合理的人力

资本市场价格实现机制、通畅的人力资本流动渠道，

促进人力资本效能充分发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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