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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西部在区域环境、城乡差异、宗教文化、制度背景方面具有特殊性，其劳动力 

转移受到 “劳动力转移悖论”、“城乡就业怪圈”、“异地转移难题”等难题的困扰。发展旅 

游经济，让西部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就近就地向旅游业转移，可以缓和以上难题。本文就旅游 

经济创新路径的作用及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障碍展开分析，并对旅游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依 

托的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方面提 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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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S very special in environment，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religion，culture and system 

background in Western regions．Labor transfer in Western regions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abor 

transfer paradox， the urban—rural employment strange circle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ferring to 

difference area．Developing tourism economy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without 

migration could mitigate the above difficult problems to a certain extent．W e analyzed the rol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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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mode of tourism economic and the obstacles of labor transfer in Western areas，and gave 

some operational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Western areas；labor transfer；transfer paths；tourism economy 

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区域环境、城乡差异、宗教文化和制度背景四个方 

面。西部地区资源的空间分布过广，又远离主要客源市场，交通区位存在一定限制。西部与内地的空 

间距离又制约了劳动力异地转移，而资源开发的进入壁垒制约了劳动力就地转移。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的缺陷导致劳动力转移结构失衡，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进程制约了劳动力转移进程，就业结构的 

不合理也影响了劳动力转移。产业歧视、就业歧视、城市化水平低等城乡差异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网 

络低度化阻碍了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区域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民族宗教文化差异 

都影响着向城市的异地转移，也影响劳动力在当地旅游经济中的就地转移⋯。此外，户籍制度的身 

份约束、土地制度的功能约束、金融制度的资金约束，也造成西部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不高 J。 

一

、 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的意义 

西部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三大问题的困扰：一是 “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 

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 

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 “城乡就业怪圈”，即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 

业率就越高。三是 “异地转移难题”，即西部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 

要途径这一模式，所带来的 “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 

提高的问题。因此，未来西部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创新和选择，必须考虑以下难点与挑战如何应对。 

二、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的难点与挑战 

1．如何解决当前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多重不平衡问题 

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典型不平衡性：第一，结构特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性别、 

年龄、文化素质、技能结构等特征上的不均衡。第二，部门转移就业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城镇正 

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不均衡状态。第三，行业转移就业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现代餐饮、旅 

游等新兴行业和传统工业、建筑等行业就业的不均衡状态。第四，地区转移就业的不平衡性。主要表 

现为东部转移就业与西部转移就业的地域非均衡状态。如何通过转移路径的设计与选择，通过政策引 

导，逐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劳动力转移中的不平衡问题，是西部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的挑战。 

2．如何解决西部劳动力转移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出的悖论 

作为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一定 

程度上反而可能恶化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状态。一方面，农村中含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 

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导致广大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和工农业间平均利润率的巨大差异，大量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在汇回农村后 

又通过金融体系回流到城镇，无法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最终，就可能形成农村劳动力过 

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未来 

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的重要课题。 

3．如何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失业的两难问题 

历史、政治的因素和产品价格差异等决定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城乡收人差距的不断拉大又驱使大批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人城镇。在城镇，工资粘性的作 

用使降低工资、扩大就业的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劳动力市场上的 “供给缺口”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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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作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无限供给”而难以弥合。这就形成一个怪圈：城镇现代部门扩张 

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也是未来西部劳动力转移路 

径创新的方向。 

4．如何引导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异地转移为主转向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各大中城市流动这一模式已经暴露出诸多不利 

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即 “离业不离家”，则可以促进人口和产业的 

合理布局，引导资源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村流动，避免各种资源过度地集中于少数地区和大城市， 

从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如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旅游 

服务等第三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是未来西部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的重要趋势。 

5．如何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寻求该地区最佳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西部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 

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和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和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西部地区的资源禀 

赋、文化特征和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色模式，将是未来西部劳动力转移领域的重要任务。 

三、发展旅游经济对促进西部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 

西部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让农 

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 “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 

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上述特殊性和三大难题所带来的困境。 

首先，从转移地域看，旅游经济发展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 “异地转移”向 “就地转移”转 

变，减少城乡社会矛盾和城镇就业压力。旅 游经济发展使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为劳动力 

“就地转移”开辟了有效途径，这种 “离业不离乡”，甚至是 “离业不离家”的劳动力转移，不仅能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还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对西部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 

均衡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从转移产业看，将引导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充分发挥旅游业吸 

纳就业的潜力 ，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行业，由于旅游产 

品和旅游服务对人力资本的特殊需求，加之旅游乘数效应的作用，其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极强。 

再次，从转移模式看，能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其自 

身 “造血机能”培育和 “后发优势”建立。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还可以实现产业结构 

优化，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四，从转移主体看，可吸纳西部地区不同性别、年龄和层次的社区居民参与，避免西部地区农 

村人力资本流出和 “农村空洞化”等社会矛盾。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的劳动力传统转移模式会导致人 

力资本流失和 “农村空洞化”等现象，而旅游经济开发对劳动力吸纳具有较为平衡的 “普适性”，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劳动力，都能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旅游服务中，老有所养，幼有 

所依，从而真正实现旅游富民与社区和谐发展。 

最后，从转移效果看，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和新农村 

建设，保证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中，由于城乡和工农业间平 

均利润率的巨大差异，大量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在汇回农村后又通过金融体系回流到城镇。而旅游业的 

“就地转移”使劳动力务工收入以及旅游企业投资利润，大多数都能够在当地进入再生产、再循环的 

过程，从而有助于西部地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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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带动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1．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五、旅游经济带动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障碍 

1．旅游开发浅层性明显，劳动力有效吸纳不足 

西部旅游产品的相似性和低层次竞争严重。生态旅游产品以浅层次观光为主，文化旅游产品停留 

在歌舞表演和民俗文化低层次展示，乡村旅游产品大多还局限于 “农家乐”、“牧家乐”，旅游六大要 

素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这导致西部旅游经济难以实现大规模发展，所带动的就业往往局限在少数 

相似的岗位，旅游就业收入增幅有限，还容易导致社区居民对有限就业岗位的抢夺和恶性竞争。 

2．旅游产业关联度较低，旅游就业乘数比较小 

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和就业拉动不足。除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旅游发展较快省区 

外，青海、新疆、西藏、宁夏、甘肃等省区的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均在 10％左右，远低 

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25％以上)，影响产业发展和就业转移。从产业关联度的角度看，目前西部地 

区旅游产业链不完整，食、住、行、游、娱、购要素发展不平衡，刚性需求特征明显的餐饮、住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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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大，消费弹性大的娱乐和购物相对较弱；同时行业供给失调，宾馆业发展最快但受季节性影响明 

显，旅行社规模小，竞争力和招徕性不强，难以有效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对就业的有效拉动。 

3．旅游经济总体规模小，劳动力吸纳总量不大 

由于旅游投资力度小，旅游资源开发难度大，在西部地区各省份中，除四Jil、云南和广西旅游经 

济规模相对较大 (2008年旅游收入迈上 500亿元大关)外，其他各地旅游经济总体规模均小。如拥 

有大量优质旅游资源、地域辽阔的西藏和青海，其 2008年旅游总收入均不到50亿元 ，在全国旅游经 

济中份额仅为0．13％和0．53％。据青海省旅游局 2008年公布的数据，全省旅游业只拥有直接从业人 

员3万多人，问接从业人员 14万人；2008年全省 “农 (牧)家乐”900多家，仅占全省藏区牧业总 

户数①的5．88‰，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 

入，但从全省层面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尚待提高。 

4．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就业分布及结构不均 

由于资源禀赋、开发条件、市场区位和政策支持等不同，西部不同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明显 

的非均衡现象，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分布与结构也很不均衡，农户参与旅游就业机会不均等。如 2008 

年四川省接待游客 17525．9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091．52亿元。而青海省接待游客90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47．5亿元人民币。四川省的旅游收入、游客人数分别为青海省的22．96倍和 19．36 

倍。2008年青海省全省的旅游从业人员 (直接、间接)仅为 l7万多人，与四川乐山市旅游从业人员 

(17万人)的水平相当。四川省阿坝州以九寨沟为核心产品，2007年旅游总收入74．37亿元，旅游业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5万余人，有力地拉动了劳动力转移。 

六、发展旅游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1．推进旅游产业深度开发，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 

全面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优化旅游就业结构，扩大旅游就业规模，延伸旅游产业链，发挥旅游 

乘数效应，一要丰富旅游产品体系。针对不同细分市场，设计、开发和销售具备比较优势、自身特色 

鲜明的旅游产品，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西部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旅游产业结构的升 

级。二要重视参与型旅游产品开发，延长旅游者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提高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 

参与旅游就业的深度和广度。三要设计、生产、包装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挖掘、保护和 

传承民间手工技艺，充分拓展西部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有效渠道和空间。此外，应重视西部地区中小型 

旅游企业的就业拉动作用，优化旅游产业环境，挖掘旅游就业潜力。优化旅游投融资环境和市场环 

境，加强旅游市场质量规范与管理，充分挖掘旅游市场的就业潜力。 

2．重视旅游城镇建设，打造劳动力转移平台 

西部地区旅游城镇是旅游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地，必须从旅游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投融体 

制、空间布局、政策支持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 j。一要依托周边旅游景区，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形 

成以景区为依托，以旅游城镇为支撑，游在景区，吃、住、行、购、娱在旅游城镇的良性发展格局。 

二要打破城乡分割，健全政策制度保障体系。在政策制度方面还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消除 

制约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农民进城落户、经商、务工等的有关政策壁垒和制度障碍，建立健全农民进 

城保障制度，完善对 “被城镇化”农民的优惠政策。三要依托城镇发展特色经营，充分吸纳就业转 

移。政府要创造良好的政策、交通、环境等条件，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鼓励村民以 

出租房屋、合作经营等方式参与特色产品经营，从小城镇发展中获得就业机会并直接受益。不仅由餐 

① 2007年，青海省藏区总人口为 175．3万人，总户数为 485525户。其中：农牧业人口 128万人、户数 278786户。在农牧业人 口 
。  

中，有牧业人口71．61万人、牧户152859户，分别占农牧业人!Sl、农牧业户数的55．95％和54．83％。而已实现定居和旱纳入市 关
定居规划的牧业户有18．73万人、40667户，分别占农牧业人口、农牧业户数的26．2％和26．6％； 窘 定，居的游牧民有 

52．87万人、112192户，分别占农牧业人12I、农牧业户数的73．8％和73．4％ (资料来源：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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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住宿、娱乐、交通等直接就业岗位吸纳就业，也通过教育、金融、医疗、商业等间接岗位吸纳就 

业；使旅游城镇不仅成为当地及周边地区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中心，也吸引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流人。 

3．实施旅游扶贫联合化，优化劳动力转移分布及结构 

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 

明显的优势。首先，西部各地区应合理定位，找准最佳旅游开发类型。应根据不同的旅游资源、区位 

条件、社会经济背景，本着以最小投入追求经济最大化的产业投资原则，采取 “亦农亦旅”、“整体 

租赁”、“景区帮扶”、“城企相助”、“异地安置”、“先富助贫”等切合自身条件的不同旅游扶贫开发 

模式。其次，应适度引资，最大化就地转移的拉动效应。发展旅游的初期有必要适度地引入外来投 

资，借此培育当地旅游发展的 “增长极”，但在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注意对本地旅游投资和 

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扶持和培育，以防止外部投资和外部劳动力 “迁入型转移”对西部地区旅游投资 

和就地转移的 “挤出效应”̈6 J。在充分培训的基础上，尽量使用本地劳动力和本地旅游物资供给，减 

少本地区旅游收入的漏损，鼓励当地居民通过入股或就业的形式参与到外来企业中。 

4．加强人力培训及政策支持，提升劳动力转移续动力 
一 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提升人口整体素质。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对 

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新成长劳动力、农民工、妇 

女、贫困地区劳动者和失业人员旅游就业培训力度。二要促进就业转移与信息分享。要重新审视和评 

价自身旅游资源，通过教育改变宿命论思想，增强商品市场意识。做好就业宣传和职业知识普及，让 

当地劳动力就地接受相关信息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为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三要加强旅游就业引 

导，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和部门分割，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 

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实施就业行动计划，开展旅游就业试点。重点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妇 

女、少数民族就业。鼓励各地探索各类旅游就业试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支持以创业带动 

就业 。 

5．重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保证劳动力转移可持续发展 

首先，必须以社区居民为本，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居民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规划与决 

策过程，引导和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分 

配机制，保证对社区的就业拉动。培育西部地区旅游社区自己的旅游企业或旅游经营实体，通过从事 

合法的旅游业经营活动获取收入，如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消费品及原材料；从事个体经营，如开 

办家庭旅馆、餐馆；从事旅游服务或管理工作；制作或销售旅游工艺品等。最后，在旅游开发过程 

中，要注意通过法律等正式的手段保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如景点或项目开发期间，将用工机会留 

给本地农民，在经营过程中，尽可能地使用本地农民工；制定优惠措施或创造条件鼓励农民参与旅游 

经营；通过被征用土地获得股份，分享旅游开发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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