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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爱民：农业健康发展需要劳动 力的合 理转移 ( 2 0 0 5 - 1 1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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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目标，即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然而，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一定素质的建设主

力军，目前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探讨如何留住必要的青壮年劳动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河南周口市国土局今年6月
一项调查发现，目前该市“空心村”面积达32万亩，相当于十个乡镇的耕地面积（“空心村”是指农民在市区买房或在村镇周围建新房，使原
有农房被闲置废弃形成的外实内空的村庄），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
此，全方位考察劳动力转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努力消除其负面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大体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留
在农村的从业人员出现了以老人、儿童、妇女为主的人口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

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科技推广。其次，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后，会降低其占用的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我国人均耕地仅1.5亩，不到
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对农业资源利用率要求较高。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种田质量下降，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虽
然这一现象随着农村税费减免得以明显缓解，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仍然偏低。再次，大量劳动力外出以后，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灾、
植树造林、修建校舍、修筑公路等公用事业很难完成，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直接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最后，农村劳动力的
持续转移，在农村经济没有显著发展和农民收入没有明显提高的状态下，对其他在业农民务农信心会产生不利影响，对农村下一代安心从
事农业劳动具有潜在危害。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不应以牺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要保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求我们对上述劳动力转移当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努力消除负面影响，使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安心务农，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强化服务意识，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促进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转移。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
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简单化、片面化，农民外出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对此应加强宏观引导，促
使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除引导外出打工等外部转移外，还要注意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对农产品

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既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又能使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
健康持续发展。  

  二、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一产”方面的培训。素质较高劳动力的不足是农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前应从实现社会经济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在对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中，不仅进行二、三产业方面的就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

务，更要加强“种养”等“一产”方面先进技术的培训，为农业发展服务；今后相当数量的农民仍要靠种养业增加收入，加强种养业技术的培
训对他们更现实、更实用。培训要注意有效性，让农民真正看到培训带来的收益。同时制定更加倾斜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战略，保障农业
发展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三、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稳定农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有关数据表明，最近三年，家庭经济条件下的
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农业的稳定增长，就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投资农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提高农业从业的吸引力，留住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东

部地区“民工荒”的出现也表明，只要农业比较效益提升，高素质劳动力能在农村找到致富途径，农民务农积极性就会提高，农村就会留住
人才。  
  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规范农村城镇化进程，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城市就业压力较大，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就地吸收农
村劳动力无疑是一个较佳的选择。小城镇具有接受城市辐射、增强农村聚集、承载农村工业和市场化的功能，它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
程，带动了周围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小城镇的建设需要有较高的规划能力，我国很多地区在建设新城镇、新农村的过程中，投资效益

低下，土地浪费严重。例如，2004年全国村庄人均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相当于我国人均耕地的1/4。因此，提高规划能力、规范农村城镇
化进程对缓解土地资源紧缺的困境，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加快土地流转体系建设。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出于缺少未来生活的保障和对流动过程中不可
预见性风险的考虑，外出的农民既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又不愿或不能耕种土地。这直接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土地流转的实质是
土地使用的效益问题，在这方面，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要分离。要坚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农民可以以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形式入
股，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既增加收入，又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和使用，从而有利于农业发展。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必

然趋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对此应加强引导，以保证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和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才会有坚实的农村基础。（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 访客   - -  招聘信息  - -  投稿热线  - -  意见反馈  - -   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联系电话：85195663

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络室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