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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我国农村劳动力到底 还剩余 多少 ( 2 0 0 8 - 0 1 -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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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判断上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影响十分显著，文中给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估算方法，并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构成。 

 
  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存，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劳动力从
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核心内容。只有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非农产业，才能迅速发展现代部门，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也只有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出，才有利于
农业向大生产发展和集约化经营。 
   
  正是因为农村有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才可以在略高于农业部门工资、且维持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
力，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以后，工业部门再使用更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加快了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在

经济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毕竟不像刘易斯所假设的那样是“无限”的。经过20多年的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准确地认识经济现实是制定正确的未来发展战略的前提。但是，对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目前还没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学术界和决策部门曾经普遍认为农村约有1.5亿人的剩余劳动力，但这是从总量角度考虑的，没有从结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这个数

据的时效性有所欠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章铮副教授在计算民工供给量时曾估算出2003 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3506 万人。目前最

新的、并且被广为引用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判断。田成平曾指出，农村有劳动力4.97 亿，除去已经

转移就业的2 亿多人以及从事农业需要的1.8 亿人，尚有1 亿左右富余劳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农村

剩余劳动力数量和结构时指出，目前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其中有50%在40岁以上。蔡昉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判断源自章
铮上述文章中的数据，从而也是建立在田成平判断的基础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韩俊等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构成进行了估计。他们认为，现有生产水平下农业约需

要1.5 亿～1.8 亿人的常年劳动，农村约有1 亿～1.2 亿富余劳动力，主要是中年以上的劳动力，并且多以农业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农业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即对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过低，而不是这部分劳动力根本没有机会工作。
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在劳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任务会在各个劳动力之间分摊。劳动力较少的时候，比如有人外出打工，单
位劳动力的劳动负担便重一些；劳动力较多的时候，每个劳动力的劳动负担便轻一些，但不会让某个人无事可做。农业剩余劳动时间也分
摊在所有劳动力上，人们无法指出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剩余劳动力。 
   
  可将农民的农业剩余劳动时间折算成剩余劳动力来进行估算。首先，计算出在当前的生产条件下达到现在的农业产出水平所需要的劳
动工日。然后，给农业劳动力确定一个合理的工作负荷，即合理的年均工作日数，用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工日除以劳动力的合理工作负
荷，就可以得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最后，用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去农业部门劳动力需求数量，就可以得到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
数量。 

 
   在农业劳动力合理工作负荷的确定方面，参考工业部门年标准工作日数251 天，理论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农民的合理工作负荷确定

在年平均270个工作日比较为合适。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5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为29975.5 万人。 
   
  当前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而言，年龄是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标志。同样数量的农业劳动者，如果年龄结构不同，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
同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布在所有农业从业人员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构成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构成是相同的。由于统计数
据的缺乏，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农业劳动者的年龄构成，只能间接地进行推算。 
   

  蔡昉在《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一文中分析了2004 年乡村从业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构成，并在进一步推算的基础上绘制

了2004年转移和未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图。这里的未转移农村劳动力可以视为农业从业人员。本文将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
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构成。 
   

  如蔡昉所强调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40 岁以上的占49.8%，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在非农业从业人员中仅占15.5%，暗示着该年龄段

的人是不容易向非农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16 岁到30岁之间的仅占19.5%。这与我们对农村的直观感受、调查经验和学术界的观点

是一致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 年对全国17 个省2749 个行政村进行的调查表明，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

都已经出去了，大部分的村庄对自己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只有1/4 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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