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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徐成波
,

(西昌学院 经济管理系

韩琼慧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当前形势下
, “
三农

”

问题 已成为我国政府全部工作的重 中之重
,

而
“
三农

”

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

题
。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
,

如何转移农村中过剩的劳动力
,

已成为解决
“
三农

”

问题 的重点
。

对此
,

本文从农业产

业化这一层面
,

并结合凉山州的农村现状
,

对农业产业化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理论上作一 浅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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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

三农
”

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

展的一大难题
,

它涉及国内市场的拓展
、

社会稳定
、

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实现等诸多问题
,

因此
,

“

三农
”

问题历来受到党中央
、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

这

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
“

三农
”

问题的七个
“

一号文件
”

中体现出来
,

如 2 0 05 年 1月 30 日
,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
,

即第七个
“

一号文

件
” 。 “

三农
”

问题中的核心部分要属农民问题
,

毕

竟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

只有解决了农

村中的农民问题
,

尤其是剩余劳动力
,

那么其余两者

(农业
、

农村问题 )便迎刃而解
。

到 2 0 04 年
,

中国农村

中的剩余劳动力多达 1
.

78 亿人
,

占到全部农村总人

口数的 19
.

78 %
,

要彻底解决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将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还需要较长时间
,

需要中国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那么如何转移这 1
.

78 亿的剩余

劳动力
,

就变得直接具体而具有现实意义了
。

本文

将试图从农业产业化的影 响这一角度来作一探讨
,

以期作为解决我国
“

三农
”

问题的一个层面
。

1 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的

美国
,

很快传到西欧和 日本
,

如今已成为全球化潮

流
,

它对促进一 国农业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
。

尽管如此
,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也只有十

余年的发展时间
,

而且存在着诸多问题
,

比如
:
规模

化程度不够
, “

龙头
”

企业不能与农户融洽地结合在

一起
,

交易成本较高
,

农产品没有较强的竞争力等

等
。

因此
,

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化就应该是
:
变

弱小而分散的农户为大规模的农业组织
,

降低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
,

提升农业生产者的市场地位 (即农

业产业的横向一体化 ) ;改变农民单纯从事原料性生

产的角色
,

以动植物为中心
,

向相关产业延伸
,

提高

其收益水平 (即农业产业的纵向一体化 ) ; 以合理的

中介组织 (如农业协会 )为桥梁
,

把农民与企业有机

地连结起来
,

消除政府从中协调的弊端
,

实现农业生

产的企业化管理
。

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产业

方向发展
,

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型和节约型经营方

向发展
,

这恰好符合 2 0 05 年 3 月 12 日中央人 口资

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
“

建设节约型社会
”

的指导精

神
。

按照三次产业的划分
,

农业首先被确定为一种初

级产业
,

它是一种以传统的
、

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产

条件相结合的产业
,

而这种划分把农业局限在十分

狭小的范围之内
,

即农业仅仅是种植和养殖
,

把农业

产前和产后加工的环节界定为工业部门
,

把农产品

流通界定为商业部门
,

政府对其进行分段管理
。

这种

现象事实上把农业再生产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地

割断
,

造成了农工商三部门不平等贸易的出现
,

从而

导致农业产业内部的不协调
,

产业规模得不到扩大
,

农业市场风险加大
,

并且比较利益低下
。

农业产业化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把农业再生产各环节内部化
,

实

现产供销一体化
,

拉长了农业产业链
,

拓宽了农业就

收稿日期
: 2 0 0 6 一 ()4 一 14

作者简介
:
徐成波 ( 198 1 一 )

,

男
,

西 昌学院经济管理 系教师
。



第 2期 徐成波
,

韩琼慧
: 浅析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业空间
,

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

2 农业产业化如何就地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制度是

一次伟大的历史创新
,

它调动了个体农户的生产积

极性
,

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

但是
,

正如任何制度的诞生和发展都具有时代

性一样
,

中国广大农民在解决温饱之后
,

他们便要

求拥有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
,

因此
,

以农户为主体

的分散生产形式就表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

事实一

再表明
,

在降低农业机械化成本和科学耕作成本方

面
,

以及降低农产品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方

面
,

分散的农户经济很难做到这一点
,

它没有也不

可能获得规模效益 ; 特别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分

散的农户不可能有精力做出精细的分工与协作
,

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农业

生产规模是农业资源数量组合的现实形态
,

它表现

为土地
、

资金
、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资源在一定数

量上的集中和配比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农业资源

的各要素在数量上相互结合应具有科学性
。

而且
,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

这

种结合也日益严格和复杂
。

因此
,

只有按农业资源

数量组织规律来结合
,

即按农业规模经济的内在要

求来组织生产
,

才能获得更好的农业生产经济效

益
。

凉山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
,

其自身具有独特的

有利条件
:
安宁河

、

工仔海湖水资源丰富
,

日照充足

等
。

那么如何将凉山州的土地
、

资金
、

生产工具和劳

动力等资源配合起来
,

需要科学地安排
。

鉴于此
,

凉

山州可根据市场需求
,

种植大棚特色作物 (如洋芋
、

荞麦
、

洋葱等 )
。

为此
,

西昌学院农学方面的专家教

授可对当地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

从而达到高校科研

人员将科研与实践相结合
,

并检验其科研的实际价

值
,

最终推广其科研成果的 目的
。

据调查
,

凉山州冕

宁县某些农户已开始了大棚蔬菜的种植
,

但还未形

成规模生产
。

中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差

别较大
,

因此
,

农业生产的合理规模也没有统一 的

标准
。

相比较而言
,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
、

土地生产率

和资金生产率达到最大
,

即投人最小产出最大时
,

此时的农业生产规模较为合理
。

这样的农业生产规

模将把劳动力与土地 、 生产工具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把从前那种粗放式生产的多余劳动力解放出

来 ;但是农业经营规模的科学化
,

又必将要求农业生

产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
,

这就要求农业经营

过程中需要企业式的管理
。

为此
,

凉山州政府应加

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

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
,

将公司办

到农村来
,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

当然
,

商家在落户凉山州之前
,

首先必然要进行市场调研
,

调查市场对哪些农产品的需求较大
,

凉山州是否适

合种植该种商品的原料
。

在这一点上
,

凉山州的特

产之一菌类 (如鸡极
、

牛杆菌等 )就做得比较好
,

不仅

拥有来源不断的原材料
,

而且销售也比较旺
。

同样
,

在此过程中也可以聘请西昌学院经济管理类的专家

教授当顾问出谋划策
,

这也为高校教学与生产实践

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

当按照这种原

则进行生产的农业达到一定规模后
,

农业生产将进

一步扩大规模
,

这必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

这个紧

密相联的过程能使农业生产的广度进一步拓展和农

业生产的深度进一步开掘
,

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就地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
。

我 国加入 W T O 后
,

农业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

战
,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农业
,

转移农村中过剩的

劳动力
,

提高农民收人
,

改善农民生活
,

这将关系到

我国社会的稳定
。

鉴于此
,

我们应从上文分析中的

优化农业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上来就地转移更多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
。

3 农业产业化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现实意义

据有关资料显示
,

目前我国有 40 % 以上的农村

劳动力处于 闲置状态
,

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

在城乡间实行
“

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的政策所造成

的
。

而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构成了两类机会成

本
:
从供给的角度讲

,

是产出的机会成本
,

这是指剩

余劳动力对农业产出没有贡献 ; 另一种从需求的角

度讲
,

是消费的机会成本
,

如果这部分农民增收后
,

他们将对全国需求的增长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

据

计算
,

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的产出机会成本相当于

我国 G D P 的 2 0 % 一 3 0 % ;造成的消费机会成本相当

于 G D P 的 2 % 一 10 %
。

因此
,

从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

动力
,

拉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一角度来讲
,

实现

农业产为业化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3
.

1农业产业化将有力缓解
“
民工潮

”

对城镇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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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论述到
,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可通过

城镇化发展
,

以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

这就

形成了通常意义上众所周知的
“

民工潮
” 。

这固然不

失为一个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办法
,

但本文认为
,

“

农民工
”

(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量涌

人城市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

首先是
“

农民工
”

的

基本生存问题— 住房
。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 口与城

市中有限的土地
,

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扩展更多的

空间向
“

农民工
”

提供住房
,

从而导致城镇房价有上

升的趋势
。

同样
,

由于众多
“

农民工
”

的涌人
,

使本来

拥挤的交通变得更加拥堵
。

所以
,

这在一定程度上

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挑战
。

其次
, “

农民

工
”

子女教育受到各方关注
。

一方面
,

那些子女未随

父母进人城市的家庭
,

其子女的家庭教育将被淡化
,

这极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另一方面
,

即便那些子女随

父母进入城市的家庭
,

但其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城市

居 民子女人学的同等待遇
,

而因高昂的费用辍学
,

这

在沿海一些发达的城市表现较为突出
。

另外
,

春节

期间的
“

民工潮
”

对交通运输业的冲击
、

大城市边缘

人 口的高犯罪率以及耕地抛荒等现象也不容忽视
。

而农业产业化以其独特的优势以土地为中心
,

将农业的产供销有机结合起来
,

拉长了农业产业链
,

拓宽了农业就业空间
,

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

地转移
,

同样能达到
“

农民工
”

外出打工的功效
,

但却

避免了
“

民工潮
”

对城镇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

而

且
,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人数有愈演愈

烈之势
。

据文献资料显示
,

2 0 04 年我国
“

农民工
”

数

量已达 9 0 0 0 万
,

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莫荣在 2 0 05 年 5 月 30 日
“

促进就业论坛
”

中指出
,

在 2 00 1年至 20 or 年的 10 年中
,

中国农村

人 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继续扩大
,

估计可能达

到 1
.

6 亿
一 1

.

8亿
。

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
,

不能

不令人担忧
。

即便如此
,

但笔者并不反对农村剩余

劳动力外出务工
,

只是期待从农业产业化中来缓解
“

民工潮
”

对当前城镇化发展所产生的暂时无法解决

的负面影响
。

3
.

2 农业产业化将使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
“

龙头
”

产业为核心
,

培植主导产业
、

建设产业

基地
,

依靠科技进步与健康的运行机制
,

多渠道开拓

市场
、

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

这正是农业产业化

的特点
,

它能有效地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挖掘出

来
,

以达到有效利用劳动力的目的
。

以西昌市西乡乡

三柏村为例
,

根据调查研究
,

该村一个农民一年花在

一亩地上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 30 个整工作日
,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的地都用来种植粮食
,

那么

他一年有 11 个月的时间 (当然不是连续的 ) 是处于

农闲
。

农业产业化正是基于当前形势而产生
,

如果将

一个农民 n 个月的农闲时间和其他剩余劳动力充

分利用起来
,

这将极大地提高农村中的生产力
。

现目

前
,

凉山州的农村劳动力总人数为 2 31 万 ;其中剩余

劳动力近 7 0 万
,

占农村劳动力人数的 30
.

3 %
,

因

此
,

转移这近 7 0 万的剩余劳动力
,

对于凉山州农村

经济的发展来讲
,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

同时
,

农业产业化就地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

力
,

将有助于减少
“

农民工
”

与城市居民之间沟通的

障碍 (语言障碍等 )
。

如凉山州
,

作为彝族聚居的地

方
,

由于受到历史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

再加之

中国共产党
“

允许各民族保留各自文字
”

的政策
,

这

就导致了彝族人民与外族人在语言和风俗等方面的

交流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
。

因此
,

不难想象当

初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

而农业

产业化能有效地避免这一现象
,

但同样能增加农民

的收人
。

所以
,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

农业产业化都能将

闲置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

提高了农村中的生产

效率
,

将使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从而有利于

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

参考文献
:

「11 陈如龙等
.

农业经济理论
,

财经大辞典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9 90 年
.

【2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发展论坛
,

20 04 年
.

{ 3】国家统计局人口 与就业司编
,

中国人口 统计年鉴 ( 20 05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A n a l y s e S im P ly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I n d u s t ir a l P r o d u e t i o n t o S h i ft

C o u n t ry
s id e S u 犷P l u s L a b o r F o r c e L o c a l l y

(下转 3 8 页 )



对于完全非弹性碰撞
, e = 0

,

则 由 ( 3 7 )式和

( 38 )式看出完全非弹性碰撞时间就是 ( 35 )式给出的

完全弹性碰撞第一阶段的时间
。

表明完全非弹性碰

撞只有第一阶段而无第二阶段
。

由以上讨论看出
,

非

球形物体的碰撞时间不唯一
,

随碰撞部位的不同而

不同
。

但对于同一对碰撞物体而言
,

只要它们是用相

同的速度以相同的方式碰撞
,

则碰撞物体动量和动

能的改变是相同的
。

即动量定理和动能定量是唯一

的
,

与碰撞部位无关
。

只是当位移和碰撞时间短时碰

撞力大
,

反之
,

当位移和碰撞时间长时碰撞力小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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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中的经典力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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