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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媒体报道的所谓 “民工荒” 现象 , 分析农村存在的庞大剩余劳动力与城市特定民工短缺

的现实矛盾 , 探讨 “民工荒”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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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huge surplus labor forc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ality of specific labor shortage in the city , in the view of media report of so-called

“serious shortag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phenomenon.Then it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serious shortag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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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逐年递

增。据统计 , 2003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 9800万人 , 2004年外出务工农民保持平稳增长
[ 1]
。然而 ,

福建沿海各地的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却出现民工难招的所谓 “民工荒” 现象 , 劳动力市场出现 “有

人没工作 、有工没人做” 的尴尬局面。因此 , 透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短缺这一矛盾背

后的原因及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

一 、 局部地区特定人群和特定行业的民工短缺

毋庸置疑 , 目前就全国而言 , 劳动力市场仍然呈现供大于求。所以 , 在珠三角 、闽东南 、浙

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企业招工难的民工短缺 ,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 , 而是特定人

员和特定行业的民工短缺 。

1.特定人群短缺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 《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资料 , 严重短缺

的工人主要是 18 ～ 25岁的年轻女工 , 她们体力强 、 好管理 、能够长时间加班而且生活负担轻 ,

是发达地区电子 、服装 、 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最愿意吸收的劳动力 , 这类农民工一般占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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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量的 80%～ 90%。2004年广东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证实 , 在企业发出的用工需

求信息当中 , 有 78%的企业明确要求招收18 ～ 25岁的年轻女工
[ 2]
。

2.特定行业短缺 。根据对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 、 闽东南 、 浙东南等地区进行的重点调

查表明 , 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 “三来一补”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 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

制鞋 、玩具制造 、电子装配 、 服装加工 、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 , 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

企业缺工更为严重
[ 3]
。缺工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分布特点 , 这些行业一般是技术含量低 、 利润空

间小和劳动条件差的从事简单熟练工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

二 、 民工短缺的成因探析

民工短缺是特定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但是从本质上讲 , 民工短缺是广大农民改

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临时选择 , 是由原来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变为当前的从 “差” 的城市转移到相

对 “好” 的城市 、 “差” 的企业转移到相对 “好” 的企业 , 是农民无奈的又一次 “自救” 。

1.工资水平实质上 “不涨反降” 是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根本原因

中国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 , 农村更是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 , 导致劳动力价格长期持续走

低 , 突出表现在农民工工资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增加。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珠三角地区为例 , 在

快速经济增长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 民工的薪酬却一直徘徊不前 。据有关研究

表明 , 珠三角地区不少企业月工资在 10年前就已达到 600 ～ 1000 元 , 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 , 12

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 68元。即使工资如此低微 , 许多工厂还常常拖欠 , 通常的做法是 , 每月只发

生活费 , 年底只发年收入的一半 , 第二年不来就不发另一半 , 这无疑是对农民工工资的变相剥夺 。

农民进城务工是有目的 、 有准备的理性流动 , 决定他进城的最主要因素是打工的净收入 , 即

工资收入减去生活费用。而当前的现实是 , 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 物价和消费水平却不断

提高 , 尤其是 2003年以来 , 中国的物价呈现恢复性上涨 , CPI 由过去的负增长转为目前的 4%～

6%, 民工最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上涨得最为厉害 。物价的上涨无疑导致了民工生活费用的大幅上

升 , 所以 , 尽管名义工资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 , 但实际工资大大降低 , 农民工工资水平实质上是

“不涨反降” , 使他们很难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 , 打工红利逐年降低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

《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也证实了这一点 , 月平均工资在 700元 (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

遍招工较难 , 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相对较为容易 。由此可以看出 , 局部的 “民工荒” 并不能

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有了工作 , 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 , 使 “打工不挣钱” 以及其他一系列

诸如工作条件差 、工伤事故频繁 、 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 、 无形的心理成本等问题凸现出来 ,

逼迫农民工不得不流向相对有利的企业和地区。

2.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是民工短缺的直接原因

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短期内民工供应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 。2004年上半年 , 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 9.7%, 许多内地省份的增长也在两位数 , 广东 、浙江 、 江苏的GDP 的同比增长更

是达到 15%以上 。一方面 ,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

京 、天津 , 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 26个城市 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 , 2004年企业雇佣

的农民工人数比 2003年增加 13%
[ 4]
;另一方面 , 农村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增长却相对平缓 。据有

关调查数据显示 , 2004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 3.8%, 与往年相比增长平稳。

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长劲升而供应增长平稳 , 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了轻微变化。2004

年第二季度 , 全国113个城市中 , 求职者总数略大于职位数 , 分别为408万人和380万人 , 与上季度相

比 , 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长了19%和11.6%, 需求人数的增长幅度高于求职人数
[ 5]
。

3.企业用工需求不合理是民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许多企业强调招收 18 ～ 25岁青年女工 , 这不但限制了企业招工范围 , 而且是对人力资源的

·43·



掠夺性开发 , 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 “折旧率” , 许多工人很快遭遇淘汰 , 不能充当廉价流动

劳动力的后备军 。若适当调整招工的年龄和性别比例 , 劳动力供应数量将成倍增加 , 将年龄放宽

到18 ～ 40周岁 , 农民工数量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 3倍;将 1∶10或 1∶5的男女比例调整为 1∶1 ,

符合条件的民工供给数量会增加 5倍
[ 6]
。

4.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沟通的时间 、 空间障碍是民工短缺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够成熟和规范 , 用工需求信息传递滞后 , 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

到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 , 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 、 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 , 造成劳动力供求在时间上

不能紧密的对应 。同时 , 由于缺乏诚信以及收费标准不合理等原因 , 劳动力中介市场并不能有效

发挥用人单位和劳动力之间的纽带作用 , 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沟通存在空间障碍 。农村劳动力获取

用工信息更多的是依赖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 , 带有较强的地缘群体性 , 往往导致农民务工流向比

较集中。

三 、 民工短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警示

这次 “民工荒” 并不是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 “劳动力的

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 链条象征性的断裂
[ 7]
。但是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可以预见长期不

平衡的劳资关系有了变化的趋势 , 劳资互动中可能出现一些新机制 , 由此必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低工资 —高竞争力” 的模式维持了 20多年的时间 , 在这种模式下 , 任

何提高打工者工资 、 改善他们就业环境的呼吁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正因为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

发展战略 , 使一些地区的发展陷入一个低技术水平的陷阱 , 进行的是低工资 、 低教育 、低技术 、

低劳动生产率 、 高劳工淘汰率的恶性循环 , 直接影响我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 8]
。

当前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 , 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

对的 “强资弱劳” 格局 , 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 “强资弱劳” 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

能力 , 能够促使资方主动提高多年未涨的工薪待遇 , 劳方的恶劣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会出现有限

的改善机会 , 因此 ,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

2.企业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

长期以来 , 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雇佣廉

价劳动力 , 压低工资 、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 , 以获得订单 , 进行低附加值的

加工生产 , 赚取利润 , 这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的增长方式。然而 , 当前面临劳动力成本必然上

升的趋势 , 这将使一直以廉价人力成本作为竞争工具的低附加值产业逐渐丧失成本优势 , 沿海地

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 同时预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企业或提高技术含量以进

行产业升级 , 或实行产业梯度转移 。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个地域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调整 , 必须要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产业

结构持续高级化是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 在市场作为主导配置机制的条件下 , 保持一个地

区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 占据产业链的高地是必需的 , 只有不断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优化经济

结构 ,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
[ 9]
。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一定程度 , 中

小民营企业长期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大大弱化 , 以中低档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已

不能再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竞争优势。

实际上 , 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 , 往往会导致资本劣质化 , 而对劣质资本的过度依

赖 , 即简单靠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增长速度 , 虽然能支持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 , 但是缺乏长期发

展的后劲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同时 , 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 大量使用民工的设备简陋 、工艺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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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 , 往往劳动生产率低 、 能源和资源消耗大 、污染严重 , 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

要求 。因此 , 产业升级是提高这部分先发展起来地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对那些企业利润空间狭小 、无力提高工资 、 面临严重缺工以至于无法生产的企业 , 生存压力

大 , 只有向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 、 成本更为低廉的内陆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是只

有在产业内移带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 在经营化优势消失后才开始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空间 , 是

争取企业的最大利润 , 同时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出路
[ 10]

。内地相对于沿海地区 , 其劳动力

成本优势更为明显 , 所以 , 尽管沿海地区的成本在提高 , 但通过产业转移仍然能让一些企业长期

保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3.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需要转变

从发展模式来看 , 最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 提出协调 、 全面 、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 , 这是对我们传统发展模式的完善和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提倡经济增长优先 , 特

别是GDP优先 , 而且GDP计算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政府增加财富的数量 , 一些企业和地方政

府常常在发展经济中 , 只把农民工简单地当作工具使用 , 而不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

境 , 存在 “重企业发展 、 轻农民工权益保护” 的错误观念 , 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整个地方的形象 。

在市场主导作用下 , 人口迁移的流向分布反映出迁移人口总选择那些经济增长快 、 就业机会多 、

收入水平高 、充满发展活力的地区
[ 11]

。因此 , 一个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 必须实行以人为中

心的发展政策 , 把 “以人为本” 的发展观落实到具体政策实施中。其中转变观念是第一位的 , 要

牢固树立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正确观念 , 平等对待而不是歧视外地民工 , 提

升外来民工的地位 , 给打工者以市民待遇 , 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 帮助其迅速融入城市社会 ,

从而最终增强本地区的区域竞争力 。

从治理模式来看 , 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责范围 , 然而 , 由于中国的

劳资关系中 , 资方一直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的增长速度 , 常常屈服

于资本强权 , 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方面 , 常常工作乏力甚至存在维权职能部门严重缺位。“民工

荒” 实质上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打工环境已经到了底限 , 反映了民工对于当地企业劳动用工环境的

失望 , 更是表明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民工心目中公信度的下降。为此 , 地方政府必须反思进而

完善行政行为 , 监督企业依法办事 , 规范用工 , 切实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完善法律法

规 , 建立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机制 , 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其次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

建设 , 加大劳动监督力度 , 定期检查劳动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 对涉及工人的侵权行为即时监察即

时处理 , 使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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