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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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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农业人口份额下降 ,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 ,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

过程 ,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过程 ,也是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分化的社会经

济过程。 本文结合湖北的实际 ,探讨了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格局、区域分布特征与行业结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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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是关系到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增收、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

重大问题。 湖北是农业大省 ,也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较突出的省份之一。据调查测算 ,

目前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 700万人 ,到 2010年预计将达到 800万人。 如此庞大的农村富

余劳动力如何转移与就业 ,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湖北农村劳动力状况的

调查研究 ,探讨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格局和主要特征。

　　一、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

业生产中分离出来 ,向非农产业转移 ,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不仅速度明显加快 ,而且转移由自发、盲目状态向有序流动发展 ,形成了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

新格局 ,给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据统计 , 1978～ 2001年湖北农

村劳动力转移的总规模约 550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 概括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

移的基本特征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过程看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渐进而又长期的过程 ,转移呈现明显的阶段

性。 改革开放以来 ,湖北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始终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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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78～ 1982)为转移萌芽和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 ,国

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连续丰收 ,使农村劳动

力在强大的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双重作用下 ,开始由单一的种植业生产向农业内部的林牧副

渔各业扩展。在条件较好的地区 ,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开始

显现出向农外转移的端倪。

第二阶段 ( 1983～ 1987)为转移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以“离土

不离乡”的方式就地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据统计 ,这期间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356. 45万

人 ,年均转移规模超过 70万人 ,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黄金时期”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

重也从 1982年的 8%上升到 1987年的 20. 2%。

第三阶段 ( 1988～ 1991)为转移停滞阶段。这一阶段受大环境影响和自身条件的约束 ,乡镇

企业的发展受到较大冲击 ,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湖北劳动力转移亦

明显放慢了速度并出现了转移回流现象。 资料显示 , 1991年湖北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人数

比 1987年减少了 20. 64万人。

第四阶段 ( 1992～ 1996)为转移速度明显加快 ,转移规模不断扩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国民经济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湖北迎来了新一轮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的高潮 ,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全方位向外转移 ,转移规模逐年扩大 , 5年间 ,共转移农

村富余劳动力 173. 85万人 ,年均转移 35万人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上升至 27. 7% 。

第五阶段 ( 1997年以后 )为转移稳定增长阶段。20世纪 90年代末 ,由于部分工业和农产品

相对过剩 ,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城市下岗职工增多 ,城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产生了

一定排斥效应 ,加之乡镇企业压缩和调整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等原因 ,导致农村

富余劳动力的省内转移速度缓慢 ,但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外出打工极为活跃 ,从而保持了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增长。 资料显示 , 1997～ 1999年期间 ,湖北共转移农村劳动力 105. 11万

人 ,其中农民跨省转移 95. 16万人 ,占同期转移总人数的 90. 53%。

从上述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变化可以看出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明显 ,与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2.从管理看 ,农村富余劳动转移长期疏于管理 ,转移呈现明显的自发性。长期以来 ,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呈现的是多头管理、分散负责的局面。 由于政府重视不够 ,导致农村富余

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 ,政府尚未建立专门机构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有

效的管理、引导和服务 ,农民的流动、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表现出较强的自发性 ,或盲目流入大中

城市闯世界 ,或经亲友同乡介绍进城务工经商 ,或合伙组成建筑队伍 ,或筹资兴办企业等 ,以致

自发性转移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据统计 ,在 200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队伍中 ,

经过当地政府进行有组织转移的仅占 14. 5%。这种情况 ,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工作的不到位 ,导

致农村劳动力的盲目转移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性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3.从劳动力构成看 ,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差异对转移的实现有明显影响。总体而言 ,女性劳

动力进城机会较男性劳动力多 ,但转移仍以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

在文化、体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他们思维活跃、接受能力较强 ,富于开拓精神 ,转移更积极、更

彻底。从湖北已转移的劳动力年龄分组看 , 18～ 40岁的青壮年的比重高达 78. 62% ;从湖北已

转移劳动力的性别构成看 ,女性由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家庭分工等原因 ,其转移实现程度

明显低于男性。据统计 ,在湖北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 ,女性只占 39. 13% ,比男性低 21.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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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大中城市劳务市场上 ,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强劲 ,就业机会相对较多 ,转移的潜力

较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 ,女性打工者到外地就业机会明显多于本地。目前湖北到

乡外打工的男女之比为 10∶ 7,而在本乡从事非农产业的男性、女性劳动力之比仅为 10∶ 4。其

二 ,男性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仍快于女性劳动力。 2002年到外地打工的男性劳动力比上年增加

了 12. 55% ,而女性劳动力只增加了 5. 41% ,但在本地企业就业的女性劳动力人数与上年持

平 ,而男性劳动力却下降了 15. 3% 。其三 ,在 2001年湖北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 ,男性劳动

力占比仍在 60%以上。上述分析表明 ,湖北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就业潜力较大。

4.从劳动力素质看 ,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与转移的实现程度呈明显正相关。 近几年 ,在湖北

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 ,初中占比最高 ,在 60%以上 ;其次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占比

在 18%左右 ;小学文化的占比在 15%左右 ,文盲、半文盲占比不到 2% ,且有进一步缩小的趋

势 (见表 1)。 究其原因 ,主要是:一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对文化、技能的要求不断提

高 ,文盲、半文盲型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外面很难生存 ,即使是待遇很低的工作也不易找到 ;二

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占比较高 ,主要是年龄偏大的壮年 ,他们也主要在工业、建筑业等行业

从事体力劳动 ,从长期看 ,这部分人的占比将会下降 ;三是由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年轻

一代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 ,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这批初中毕业生富于理想和开拓精神 ,纷纷到

非农部门寻找就业机会 ,尤其是去外省打工 ,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加之年轻 ,接

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较强 ,相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构成了转移大军的主力。
　表 1 1998～ 2000年湖北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表 (单位: % )

年　份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中　　专 大专以上

1998 2. 19 14. 48 67. 49 12. 16 3. 28 0. 41

1999 0. 54 15. 19 67. 88 11. 56 4. 57 0. 27

2000 0. 53 18. 34 65. 75 9. 48 5. 06 0. 84

5.从方式看 ,转移的兼业性特点突出 ,呈现明显的“两栖”性。兼业型转移是湖北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的又一个基本特点。这些转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仍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 , 每年

除在外务工外 , 农忙季节还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 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型劳动力在外工

作时间的长短 , 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和务工收入的高低而不同。一般来说 , 家庭劳动力较多 ,

从事务工收入较高的转移人员 , 在外工作时间较长 , 反之则较短。同时 ,兼业性也反映了农村

劳动力转移具有季节性和间隔性。 兼业性转移特征的形成主要是由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且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有效流转所致。据湖北省农业普查资料显示 ,在主要从事非农生产的

农村劳动力中 ,兼营农业生产的占 41. 41% ,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 ,兼营非农产业

的占 11. 36% 。

　　二、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分布特征

从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分布看 ,已逐步形成了本地乡镇企业、乡外县内非农产

业、省内大中城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人少但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等全方位、多层次、多

渠道转移的格局 (见表 2)。其一 ,改革开放以来 ,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第二、三产业一直是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主要场所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全国年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1 000多万人。但是近年由于市场竞争加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布局过于分散形不成集聚效

应等原因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湖北看 ,近几年湖北乡镇企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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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出现了负增长 ,目前约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 11. 2% 。其二 ,乡外县内非农产业

曾经是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较多的流向之一 ,但是近年来由于县域企业规模小 ,发展后劲

不足 ,经营管理不善 ,效益差等原因 ,乡外县内非农企业的就业人数开始减少 ,目前占湖北转移

总量的近 10% 。其三 ,省内大中城市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潜力较大的区域。湖北的大中城市

主要有武汉、襄樊、宜昌、荆州、黄石、孝感、黄冈等 ,它们的城市规模和容量较大 ,基础设施良

好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 ,虽然城市中也有大量待岗职工 ,但是由于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 ,在

城市里还存在着较多市民不愿干的脏、累、收入相对较低的岗位 ,同时城市里也存在着十分丰

富的服务业空间等待填充。调查显示 ,随着湖北大中城市经济景气的回升 , 2002年湖北农村富

余劳动力流向武汉等大中城市的人数比上年增长了 13% ,转移增速超过跨省流动。目前 ,此渠

道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占全省转移总量的近 20% ,且这种方式很可能是未来湖北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其四 ,跨省流动人数目前仍是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渠道

(约占 60% ) ,并且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主要流向是东部

地区。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预期收入较高 ,工作相对好找 ,是农民外出打工的首选地区 (见表

3)。主要的流入地区有广东省 ( 63. 62% )、浙江省 ( 6. 78% )、福建省 ( 4. 25% )、河南省 ( 3. 34% )、

河北省 ( 3. 04% )、北京市 ( 2. 94% )、云南省 ( 2. 23% )、上海市 ( 2. 13% )、黑龙江省 ( 1. 92% )、山

东省 ( 1. 62% )、天津市 ( 1. 21% )、江苏省 ( 1. 21% )。进入这 12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全省省外

就业农民工总数的 94. 29% 。其五 ,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人数虽然目前不多 ,但这条转移渠道应

该是湖北劳动力转移潜力较大的渠道。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国家加大了西部地区投

资 ,同时 ,“东企西移”、“外资西进” ,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劳务需求逐步增大。湖北作

为承东启西的中部省份 ,有着向西部地区输出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独特条件 ,西部地区亦

将成为“鄂军”寻求就业机会的“热土”。
　表 2 1998～ 2001年湖北省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地域分布表 (单位: % )

年　份

地　域
乡　　内 县内乡外 省内县外 省　　外

1998 12. 16 20. 22 23. 50 44. 12

1999 17. 61 9. 68 20. 03 52. 68

2000 14. 54 6. 32 14. 55 64. 59

2001 11. 20 9. 80 19. 40 59. 60

　表 3 2000年湖北省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地域分布表 (单位: % )

地域 粤 浙 闽 豫 冀 京 云 沪 黑 鲁 津 苏

占比 63. 62 6. 78 4. 25 3. 34 3. 04 2. 94 2. 23 2. 13 1. 92 1. 62 1. 21 1. 21

　　三、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行业结构特征

有关资料显示 ,湖北转移出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有:工业、建筑业、商业

与饮食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农业及其它行业。据湖北省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 ,

1998～ 2000年 ,湖北转移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基本稳定 ,变化不大 (见表 4)。

湖北已转移的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的占比很小 ,稳定在 2% ;从事工业的占比最大 ,增长较快 ,

目前超过了 40% ;从事建筑业的占比较大 ,但近年开始下降 ;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在 3%左右 ;从

事商业、饮食业的占比不小 ,但呈逐渐下降趋势 ;从事服务业的占比较大 ,增长较快 ,目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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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左右 ;从事文教卫生的占比很小 ,稳定在 2% ;从事邮电通讯业的占比最小 ,目前约占 0.

2% ;从事其它行业的占比大幅下降。可见 ,湖北已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呈现的是

多元化格局 ,且逐步趋向合理 ,但仍显不足。 不足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发展滞后。 湖北应加快发

展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优化劳动力转移的行业结构。
　表 4 1998～ 2000年湖北省已转移农村劳动力行业分布表 (单位: % )

年份

行业 当年转移量在农村

总劳力中的占比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交　通

运输业

邮　电

通　讯
商　饮 服务业

文　教

卫　生
其　它

1998 8. 74 1. 64 33. 88 20. 77 3. 55 0. 27 9. 29 14. 62 2. 32 13. 66

1999 8. 84 3. 49 38. 31 21. 37 2. 82 0. 13 8. 33 16. 81 2. 15 6. 59

2000 10. 48 2. 11 43. 94 13. 91 4. 21 0. 21 7. 80 19. 70 2. 32 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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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圈“大圈”的建设 ,为在更大的空间推进区域经济的联合和协作奠定了基础 ,也为中国经济增

长“第四极”提供了成长契机。在武汉城市经济圈“大圈”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增长极 ,将不仅是湘

鄂赣三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而且将成为整个中部地区前进的火车头 ,并可望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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