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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了可喜成绩, 这为增加农民

收入, 加快农村经济及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目前我国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有下降的趋势。本文以江苏为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影响因素并得出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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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wen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pleasing accomplishment has been achieved on

the transfer of the surplus rural work force from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which contributes

much to increase peasants� incom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al undertakings,

promoting the increas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 speed of this kind of transfer now tends to

slow down.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uses econometrics approaches to search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transfer of the surplus rural work force. Then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followed.

Keywords: surplus work force; transfer; experimental analysis

� �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

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是一条已被历

史证明了的社会经济规律。改革开放 20 多年

来, 由于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从限制

到允许甚至鼓励的不断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了可喜成绩, 这为增加农

民收入, 加快农村经济及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

是, 现在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并且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论是就地转移,

还是跨区域转移的速度都有下降的趋势
[ 1]
。本

文以江苏为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探索农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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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因素; 定量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因素; 并得出结论和建议。

一、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定性

分析

现阶段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

纳起来主要有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农民自身

因素、城镇 �拉力� 等。

(一) 制度因素

目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制

度因素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户籍制度。改革以前, 农民不准务工

经商, 那时农民是清一色的纯务农劳动者。少

数 �合法� 进入非农部门的农民, 也必须先

�农转非�, 即转农民身份为城市居民身份方可

招工至城镇国营或集体非农产业。那时城乡之

间是隔离封闭系统, 农民以交 �公粮� 的形式

向国家按统购价交售粮食, 然后国家以较低价

格向城市市民定量供应口粮。农民即使能到城

里谋到一份工作, 也因无法解决吃饭问题而被

迫放弃或不能久留
[ 2]
。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力

转移的户籍障碍有所减弱, 但剩余劳动力转移

仍然因为户籍制度制约, 面临高昂的社会附加

成本而不能顺利进行。

2�土地产权制度。在已完成的土地第二
轮承包中, 确定了承包经营权 30年不变, 这

对稳定和发展农业有重要作用。但现实中耕地

流转制度不完善, 缺乏对转让地权进行合理经

济补偿的成熟规定。因此, 被转移出来的劳动

力, 就可能蒙受一种转让地权而造成额外经济

损失, 进而阻碍农民彻底离开土地, 而选择

�兼业� 经营方式[ 3]
。从现实来看, 完全放弃

土地而转移出去的农民, 即使在东部发达地

区, 所占比重也较小。这样, � 兼业� 问题与

农业小规模经营势必将长期存在, 成为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障碍。

(二) 经济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离开土地务工经

商, 受到与其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因素制约。

第一, 转移成本高昂。对于农民而言, 在

转移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以及为寻找工作而付出

的费用数额相对较大, 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大

负担。现阶段转移成本主要包括:

1�迁移成本。包括劳动力迁移费用和劳
动力培训及劳动力再配置费用。由于农民外出

务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 因此必须承受交

通费用这一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 为了参与竞

争而投入的教育费用以及找工作的各种再配置

费用, 如中介支出等。这些费用对于转移出来

的农民而言均是较高的成本。

2�社会附加成本。 � 住房附加成本。农
民通常在农村有自己的房屋, 进城后必须从市

场购买或租赁房子。购买房子或租房子的实际

支出成本和放弃原有住房的机会成本, 导致农

民多选择 �离土不离乡� 的转移方式[ 4]
。 �工

作附加成本。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难度远大于

城镇居民, 所从事工种多为劳动强度较大、工

资待遇较低的工作。另外, 我国劳动合同、保

险制度不健全和一些私营企业的风险道德问

题, 导致工资兑现、因工致伤的医疗及保障方

面存在较大风险, 使劳动力转移的风险成本增

加。� 情感方面的附加成本。远离故乡和亲人

到他乡工作, 需要克服孤独、低落等方面的心

理障碍; 在离别亲人的情感方面所失去的用金

钱是无法衡量的。

第二, 劳动报酬不能反映劳动力价值。从

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取得平等的市场主

体地位, 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 在生活

等方面受到歧视; 并且他们大多从事劳动强度

较大的工作, 如清洁工、建筑工等, 这些工作

大多属于 �脏、重、差� 的简单劳动, 处于分

配的较低层次。这种在经济上、人格上的不平

等, 极大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

(三) 农民整体素质

农民自身素质直接影响着其在市场经济中

的竞争力, 它一般包含三方面内容; 智力素

质、非智力素质和身体素质。

1�智力素质。主要包括文化素质、科技
素质和经营管理素质。 �文化素质。尽管经过

50年的努力, 江苏文盲率已下降到7�88%。但
目前其整体文化素质仍普通较低。 � 科技素
质。农民科技素质主要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

技知识的数量、质量及运用于生产实践的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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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受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的影响, 加上农

业职业教育乏力, 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科

技的接受能力不强。 � 经营管理素质。现阶

段, 我国农民经营管理素质较低, 市场意识淡

薄, 信息接收与反馈能力差, 协调能力不强,

这都不利于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2�非智力心理素质。所谓 � 非智力心理
素质�, 是指人们内部心理与外部行为的和谐、
协调并适应社会准则和职业要求的程度, 亦即

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我国农民非智力心理素

质弱点主要表现为: 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的小

农意识; 重农轻商, 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 生

死由命, 富贵在天的迷信思想; 迷恋平均, 对

社会转型的失衡
[ 5]
。

3�身体素质。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
上, 身体仍是农民生存的最重要要素, 有没有

健康的体魄, 往往成为招工的条件之一。

(四) 城镇 �拉力�

改革开放以来, 城镇作为剩余劳动力的主

要流入地, 对劳动力转移起了较大的拉动作

用。从 1980年到 2002年, 江苏创办了 87�55
万多家乡镇企业, 转入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

动力由 388�62 万人增加到 972万人, 农村非

农就业比重由 20%上升到 56�86%。但从总体
上来说, 城镇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拉力� 正

在减弱。这是因为: �城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
主要目的地, 其接纳效力呈边际递减趋势。一

方面, 城镇的吸纳能力趋于饱和。江苏城镇失

业率 1980 年为 3�1%, 至 1984 年下降至

0�9% , 从 1985年开始, 在城镇劳动力人口增

加的同时, 城镇失业率略有回升, 至 1997 年

已上升为 4�2%; 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对城

镇的预期逐步提高, 简单的工作岗位与低廉的

劳动报酬已不能满足其需要。 �城镇的改革正

在深入, 由此产生的改革 �余震� 抵消了对外

来劳动力的需求。企业的下岗分流, 机关的精

兵简政, 都导致大量的城镇富余人员需要消

化, 这使得城镇目前尚无法大量容纳来自农村

的剩余劳动力。 �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不顺畅。如曾经 �三分天下有其一� 的乡镇企

业, 由于体制、管理、经济形势的原因以及自

身的局限性, 目前大多处于低潮, 这对于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影响相当大。�改革开放后, 江

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合理流动, 但是这

种向城市流动速度在上世纪 90年代却逐渐趋

缓。近年来, 我国城市在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

和国民经济创造就业能力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就业难题, 城市失业率上升。

另外, 尽管现阶段有大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创造了一定就业机会, 但是外资企业都是资本

密集型的, 而民营企业的规模不大, 吸纳劳动

力较少。

二、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定量

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般要受到以下几个

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制度因素 � ; 二是经济

因素; 三是资源因素; 四是农民自身素质; 五

是农村发展状况; 六是城市状况。为了准确反

映各种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这

里以江苏历年的农村统计数据为基础, 进行相

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一) 模型形式和数据来源

可以用以下经济模型衡量影响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各因素:

Y = �0 + � �iX i + �

� � 其中, Y: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 数据来

源主要根据江苏 1991~ 2003 年 �江苏统计年

鉴� 和 1986~ 1990 年 �江苏经济年鉴� 整理

而得。

(二) 变量择取

1�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 Y。

2�解释变量。
( 1) 经济因素。我们用农民人均纯收入、

第一产业的 GDP 占总 GDP 比重、农村工业化

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本四个指标来衡

量, 分别用 X1、X2、X3、X4表示。其中农村

工业化率可用农村非农就业人数除以农村社会

总劳动力表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本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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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量/总人口来表示。

( 2) 资源因素。我们用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X5来表示。

( 3) 农民自身素质。这里用农村初中文化

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 X6表示。

( 4) 农村发展状况。我们用农村现代化水

平来反映。用机械总动力 X7表示。

( 5) 城市状况。用城市化率、城市失业率

X8、X9表示。其中城市化率可用城市人口与

城镇人口之和除以总人口。

(三) 相关分析

表 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 R)

指标

经济因素

农民人均纯收入
第一产业的 GDP

占总GDP比重
农村工业化率 劳动力转移成本

人均经营

耕地面积

农村劳动力
转移数量

0�8477 - 0�7413 0�9255 - 0�7588 - 0�8736

指标
农村初中文化以

上从业人员比重
农村机械总动力

城市状况

城市化率 城市失业率

农村劳动力

转移数量
0�7913 0�9497 0�8544 - 0�2527

� �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表明随着收入水

平的提高,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下降, 转

移的数量提高; 第一产业 GDP 占总 GDP比重、

劳动力转移成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负相

关, 表明随着第一产业 GDP 占总 GDP 比重的

下降, 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增加, 而转

移成本越大, 劳动力转移数量在下降; 农村工

业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高度正相关,

说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能够吸纳大量农业剩

余劳动力;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

移数量呈负相关, 表明随着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的减少,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上升; 初中文

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劳

动力转移数量呈正相关, 表明劳动力素质提高

和城镇容量变大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机

械总动力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高度相

关, 说明现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影响较大; 城市失业率与农村劳动力

转移数量呈弱负相关, 说明城市就业状况对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不大。

(四)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影响程度, 我们对上述 9个因素进行了

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工业化水平、转移成本、农村初中文化以

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 5个解释变量通

过 t检验, 而其他 4 个解释变量不能通过 t检

验, 故舍去; 整个模型通过 F检验, 说明回归

效果显著;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9549, 表明上
述 5 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解释程度达到

95�49%。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
移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各变量解释程度, 对模

型进行逐步回归。第一步回归结果表明, 农民

人均纯收入这一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解释程度达

到 72�23%。第二步回归结果表明, 农民人均

纯收入和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这 2个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解释程度达到 87�3%。第三步回归结
果表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率3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解释程度达到

93�12%。这可以说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

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首位原因。

农民纯收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首位

原因可以通过以下简单模型来说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受城市就

业机会和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施加限制等两大

因素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

业机会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直接经济

建设, 如工业、建筑业; 另一类是为城市居民

生活服务的行业, 如各类生活品的零售、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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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当其他因素一定时, 城市生产部门能够

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其经济规模所决定。

城市经济规模可用城市新增固定资产总额表

示。所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新

增固定资产越多, 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

市就业就越多。城市生活服务部门为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则由城市人口规模所决

定,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人口越

多, 则需要服务的人员越多, 吸纳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越多。

另一方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对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一直存在着种种限制, 尽

管其限制强度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减轻。在城市

经济和人口规模一定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数量取决于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强度,

限制越厉害,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数

量就越少; 相反, 限制越松, 转移到城市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对于城市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限制可以用城市失业率表示。因为城市

失业率越高, 城市政府部门感到压力就越大,

为了城市的稳定, 政府就会限制农民进城就

业。所以, 在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规模一定的

情况下, 城市失业率越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的就越少。相反, 城市失业率越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越多。

根据以上的分析, 可以建立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到城市就业的数量模型如下:

Z = �0 + �1 Z1 + �2 Z2 + �3 Z3 + �

� � 其中 �0 是常数项, �1、�2、�3 是待估参

数, �是误差项, Z 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到城市的人数, Z1 表示城市新增固定资产,

Z2 表示城市人口规模, Z3 表示城市失业率。

假定服从 N ( 0, �
2
) 正态分布。模型采用的

数据, 主要来自各期江苏统计年鉴, 其中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数据用农村到外地就

业的人数代替。主要考虑到江苏农村外出就业

人员绝大多数是到城市就业。

通过计量软件 Eviews计算得到的结果为:

Z = - 26�052 + 2�1775 Z1 + 0�0599 Z2

(- 2�0495) � ( 2�5216) � ( 8�2565)
Adjusted R�squared = 0�874050 � F�statistic =

56�517 � DW= 0�960621
由于在模型中 Z 3 不显著, 所以剔除了

Z3 , 说明目前城市失业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影响不大。从方程变量的显著性看, 城

市人口规模的显著性大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显著

性, 所以,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

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规模, 其次是城市新增固

定资产。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

的岗位更多是在为城市居民服务的行业。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面分析可知, 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主要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

转移成本、农民的文化素质。所以要想消除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应着重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第一, 采取积极城市化发展战略

首先, 城市化促进工业化, 从而扩大对劳

动力的需求; 其次, 人口集中使得基础设施的

使用效率提高, 并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城

市建筑业的发展, 将直接促进就业机会的增

加; 最后, 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服务业发展。

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仅

仅体现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更主要

体现着服务业崛起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第二, 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 大力发展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工业经

济。乡村的乡镇企业是否能够创造这么多的新

的工作职位已经令人怀疑。一个替代性的发展

战略是鼓励在小城市和城镇里发展工业企业,

以便使得多数农村人仍可继续生活在乡村但每

天却能够乘车往返于家庭与上班单位之间。这

与通过把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来转移农业

劳动力相比, 会大大减少吸纳这些转出劳动力

所需的投资量。在小城市和城镇主要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 推进工业经济上规模、上档次、

规模化、集团化。

其次, 加速小城镇建设。主要拓展原有城

镇; 以现有乡镇企业连片开发、工贸小区建

设、市场带动、沿路开发、村级发展等方法催

生新城镇; 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城镇建设; 鼓励

农民进城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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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 以加工企业或

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 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

科技服务为手段,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联结为一

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

工贸一体化经营, 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

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农业系统内与系统外市

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 是市场农业自

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基本经营方

式; 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

济共同体。在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 农业再

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已不再孤立, 成为紧密相

联的产业链条的不可分割的一环。

第四, 加大对农民的培训, 着力提高农民

的素质

当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

型、技能型转变,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 择

业空间和范围越大, 收入也越高, 就业越稳

定。为此, 要继续抓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

作, 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政策,

支持农村的职业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和岗位定

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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