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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与实践：农村社区转型研究专题

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现象透视及其治理路径
———基于重庆村庄的实证调查

刘振霞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转移，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和

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农村劳动力外流使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不足状态，农村

呈现出劳动力总体剩余与结构性不足并立的情况。农村外流的劳动力既是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生

力量，也是农村建设需要的主体。部分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并呈日益扩大趋势，引起了诸多亟待解决

的新问题。因此，本文以重庆农村为个案分析的着力点，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现象，通过统计

与数据分析，剖析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特征、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路径探索。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社会问题；农业生产；城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人口的转移是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相连，是一个逐步推

进的过程，既需要理论的准备，也需要政策的引导。然而，伴随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移是一个自发的

过程，加上受城乡二元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的流动最终演化成只有劳动力的流动，人口转移

变成了有劳动能力人的劳动场所的转变。三十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促

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数据也显示，２００９ 年全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约为 １ 亿人，

较 ２００５ 年减少约 １５００ 万人。从年龄结构看，真正可供外出务工 ４０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不

到 ３５００ 万人，按照外流劳动力年均增长 ５８０ 万人的速度，不到七年便可转移完毕①。此外，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我国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

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 ３４５ 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

余的转变正在发生，局部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将经常出现。其成为一个全局性、普遍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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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正面临着两个“拐点”到来的境况。

在上述大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正在一些地区朝着劳动力过度外流转变，农村劳动力呈

现由局部性的供给不足演变为总体性不足，由当前的农村劳动力总体绝对剩余演变为相对剩余再到

相对不足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剩余是指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即使从农村总就

业者撤出该部分劳动力也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的现象。与之不同，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是指突破

了农村发展必需的劳动力的最小数值，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业生产总量

减少，农村发展活力降低的社会现象。农村劳动力由剩余到过度外流，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经过

剩余、均衡、过度三个阶段。目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具体是指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

绝对剩余的背景下，众多局部地区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局部劳动力供给不

足，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当地发展正常需要的状况。从数量上看，农村劳

动力少于正常需要的最低值；从质量上看，农村劳动力主要由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的老人、儿童、妇

女等成分构成，呈现弱质化的状态。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区别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前者外延小于后

者；同时，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也不同于农村劳动力适度外流，二者是处于不同阶段的外流形态，具

有不同的影响后果，适度外流的积极意义明显多于过度外流。当前劳动力过度外流现象是社会转型

的结果，是两个“拐点”出现的征兆，也是导致众多农村萧条破败的原因，而原本作为解决“三农”问题

的举措却在众多农村地区引发了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日益凸显的农业“劣质化”、

农村“空心化”和农民“丰裕型贫困化”等“新三农”问题。尽管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没有超

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界，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劳动力过剩问题，但部分农村已经出现了“结构型的非

剩余劳动力”流动现象。① 这些劳动力的过多流出伴生了农村人口结构不合理，从而进一步影响了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②。综述以往的研究发现多侧重于劳动力外流的积极效

应，而关注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研究甚少，目前此主题的研究还有较大空白。本文以重庆农村为

调查对象，对劳动力过度外流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问题的解决进行路径探索。

二、调查概况及分析

调研选取了人多地少的西南农村作为主要调查地点。选择此调研对象的原因是这一地区劳动

力充足，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弱，劳动力的外流比较普遍。本文所调查的三个村分别为池村、元河村、

天缘村，均位于重庆市万州区。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访问随机进行。发放问卷以户为单位，共

发放问卷 １０００ 份，收回问卷 ９６８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９４６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 ６％。调查显示，三个村

人口共计 ７２８３ 人，三个村村中现有 ４６３７ 人在外务工，约占总人数的 ６３． ７％，呈过度外流状态。其中

家里无外流人员的家庭有效问卷为 １１ 份，有外流人员的家庭有效问卷为 ９３５ 份，其中作答者为留守

人员的家庭问卷份数为 ８３５ 份，作答者为外流人员的家庭问卷份数为 １００ 份。

（一） 外流劳动力的特征

通过对外流劳动力样本分析发现，从性别上看，男性的比例在 ５４． ２％—６２． ６％之间；从年龄上

看，在 ２０ 岁—５０ 岁之间的劳动力在 ８４． ０％—８６． １％之间；从学历上看，初中及以上的学历最低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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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占到了 ６７％左右；从回家间隔时间上看，在半年及以上的户数三个村均超过 ８４％（详见表 １）。
表 １　 外流劳动力特征描述

性别

天池村 ４２２ ６０． ３
天缘村 男 ７２ ６２． ６
元河村 ６５ ５４． ２

年龄

天池村 ５８８ ８４． ０
天缘村 ２０ 岁—５０ 岁 ９９ ８６． １
元河村 １００ ８４． ０

学历

天池村 ５３０ ７５． ７
天缘村 初中及以上 ７７ ６７． ０
元河村 ９０ ７５． ６

回家间隔

时间

天池村 ６０６ ８６． ６
天缘村 半年及以上 ９８ ８５． ２
元河村 １０１ ８４． ９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样本统计整理。

调查表明，该地区的外流人员多为受

教育程度高的男性青壮劳动力。他们是农

村中的精英。男性青壮劳动力外出谋生，

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使留在村里的主

要人员是老人、小孩、妇女和出门难以维持

生计的人。这种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增加了

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劳动强度，使这些留在

农村的妇女、老人甚至孩子都参与到较重

的农业生产中。接受较好教育的劳动力的

离开，对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现代

农业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农业生产

的持续发展不容乐观。

（二） 劳动力过度外流的原因探讨

农村劳动力外流是由诸多因素的作用形成的，但各因素在农村范围内与劳动力过度外流的关联

性大小和影响程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影响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为了更好地

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根据文献和预调查，以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为因变量，以影响因

素为自变量，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的刺激作用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

假设二：为子女学习及自身工作的需要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

假设三：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

假设四：农村不适合生存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

假设五：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将每个假设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指标，以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量化

分析。其中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的刺激作用包含农村经济收入过少，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收入、

交通等都比农村好，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三个指标；为了子女学习及自身工作的需要包含为了子

女有更好的学习条件，自身工作需要两个指标；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包含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从事

农业被人看不起两个指标；农村不适合生存包含农村治安较差，农村环境恶劣，农村缺乏归宿感三个

指标；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包含户籍管理的放松一个指标。以上假设的目的试图通过调研分析不同

因素对劳动力外流过度化的影响程度。

根据假设，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为：

Ｙ ＝ Ａ ＋ ａ１ｘ１ ＋ ａ２ｘ２ ＋ ａ３ｘ３ ＋ ａ４ｘ４ ＋ ａ５ｘ５ ＋ ａ６ｘ６ ＋ ａ７ｘ７ ＋ ａ８ｘ８ ＋ ａ９ｘ９ ＋ ａ１０ｘ１０ ＋ ａ１１ｘ１１ ＋ ａ１２ｘ１２ ＋ Ｂ

方程中 ａ１，ａ２，…ａ１２ 为回归系数，Ａ为常数项，Ｂ为随机误差。ｘ１，ｘ２…ｘ１２ 为上文假设中的各个具体

指标。

通过 ＳＰＳＳ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了以下计算结果（见表 ２）。

结果显示，农村经济收入过少，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收入、交通都比本

村好，从事农业被人看不起，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户籍管理放松的显著性值均小于 ０． １，表明这六

个指标对调查的三个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影响显著。根据模型精简原则，重复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新

的精炼模型（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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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常量） － ０． ２９６ ０． １８３ － １． ６１８ ０． １０９
农村经济收入过少 ０． ３６５ ０． ０５１ ０． ３９５ ７． ２１１ ０． ０００
从事农业被人看不起 ０． １４７ ０． ０５２ ０． １３９ ２． ７９８ ０． ００６
户籍管理的放松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６ ２． ５４１ ０． ０１３
农村治安较差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９８２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０． １９８ ０． ０４６ ０． ２０３ ４． ３１９ ０． ０００
农村环境恶劣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１ ０． ７０９ ０． ４８０
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收入、交通等都比农村好 ０． １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５５ ３． ２５４ ０． ００２
为了子女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１１ － ０． ３３５ ０． ７３８
自身工作需要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９ － ０． ９９８ ０． ３２１
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０． １２０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７ ２． ７２５ ０． ００８
农村缺乏归宿感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４ ０． １４８ ０． ８８３
　 　 ａ．因变量：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表 ３　 线性回归分析精简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常量） － ０． ２９７ ０． １３０ － ２． ２９２ ０． ０２４
农村经济收入过少 ０． ３６１ ０． ０４９ ０． ３９１ ７． ４３９ ０． ０００
从事农业被人看不起 ０． １５２ ０． ０４９ ０． １４４ ３． ０８７ ０． ００３
户籍管理的放松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５ ０． １０９ ２． ７４６ ０． ００７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０． １９１ ０． ０４３ ０． １９５ ４． ４４７ ０． ０００
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收入、交通等都比农村好 ０． １６０ ０． ０４４ ０． １６３ ３． ６１９ ０． ０００
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３ ２． ７９８ ０． ００６
　 　 ａ．因变量：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通过表 ３，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农村经济收入过少，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与当地农村劳动力过

度外流的相关性最大，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收入、交通等都比该村好，从事农业被人看不起，城市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户籍管理的放松对其影响程度的强弱依次递减，由此验证了假设中一、三、五的

合理性，而另外两个假设未得到验证。

假设的验证与中国传统结合，更能分析如此巨大规模人员流动背后的推动力。传统的乡土社会

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

土地也很少变动”①。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社会正在朝现代社会转变，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数量

多、规模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度外流的现象，其根源与中国国情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１． 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的刺激作用。上文的假设检验验证了经济收入过少，城市的医疗、教育、

文化、收入、交通等都比农村好，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密切相关，其背后的

根源在于巨大的城乡差距。中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经济、文化等建设都相对落后。相

比之下，城市经济、交通、医疗、文化教育、收入等均优于农村。落后的农村已不能适应新一代农民的

生存和发展要求。巨大的城乡差距产生“推—拉”效应，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根据现实状况，在农

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合力作用下，用脚投票，谋求自身的发展，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对利益的追求

是形成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动力，利益既是流动的原因也是结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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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焱：《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析》，《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２． 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在自然经济下，以农为本，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数量小，流动程度低。计

划经济条件下，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对劳动力的长期禁锢，为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之

初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农业剩余，也为数亿农民从土地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实现外流

创造了物质基础。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根据市场价格来决定自身的流向。从经

济学的角度讲，生产要素向最大效益区位推移、集聚的客观趋势，使劳动力向着有最优效益的方向流

动。同时，市场经济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开放、包容的理念促使着人们追求自由，崇

尚财富。在社会转型时期，物质的作用被放大，新生代农民大部分瞧不起农业生产，不愿意学习农业

生产知识和技术，受劳动力流动价值期望值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影响，纷纷选择进城谋生。这种

没有限度和节制的流动造成外流过度的现象。这些与上文假设检验中从事农业被人看不起、追求更

好的生活条件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相关性大的结果相呼应。

３． 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作为理性政府，其制定和实施政策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底子

薄，人口多，曾经的平均发展难以带来新的活力与动力，采取策略性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有利于追求目

标的实现。允许一部分地区的发展而进行的政策支持，经济投入，带来的成长机会，使农村的劳动者

试图通过转移到城市而分享政策的成果。户籍管理的放松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因而其与农村劳动力

过度外流相关性大。在中国，政策的作用异常强大。不仅如此，政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也

有极大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促使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宏观政策影响下，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在非限制

的前提下不断突破剩余边界，局部地区的过度外流是必然的。户籍管理的放松是国家政策的结果，

因而其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相关性大。

４． 假设二、四，即为了子女学习及自我工作的需要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没有被充分证

明也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使得农村人口

的转移并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只是劳动力的转移，客观上只是因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而带来的人口的流动，而不是人口的全面转移。特别是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严格限制住了农村户

籍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区的教育机会。农村不适合生存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根源，没有被充分证

明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的适应性。

（三） 劳动力过度外流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过度外流对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农村人口结构构成、农业生产能力、农村

人员生活状况、农村功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采用效益性评估，以便更好地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析。效益性评估主要是指对劳动力外流后农村发展的程度及民众的主观态度进行比较性评价。

表 ４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个村的情况对比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粮食产量 １０２２３ 吨 ３７９８ 吨
牲畜及家禽 ４０１１７ 只 ２５８９１ 只
种田面积 ３３５２ 亩 １２７９ 亩
种地面积 ３３９７ 亩 １８７３ 亩
房屋数量 １５７９ 座 １５０３ 座
公路里程 ２５． ３ 公里 ２５． ８ 公里
人均收入 １４９７． ８ 元 ５３４５ 元

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方式，整理出

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个村的一些基本数据（见表

４）。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三个村的

粮食产量总共减少了 ６４２５ 吨，牲畜及家禽减少了

１４２２６ 只，种田面积减少了 ２０７３ 亩，种地面积减少了

１５２４ 亩，公路里程变化极小，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

值得注意的是，该收入未考虑到 １１ 年中的物价上涨

和通货膨胀因素。

效益性评估方面涉及的公众主观态度评价。在

调查问卷中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农产品

０２９



市场交易次数和交易量、推动土地流转、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减轻留守人员负担、增强生活

幸福感、推动教育的发展、推动医疗的改善、推动交通的改善、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文化的

发展”等问题来反映（见表 ５）。

表 ５　 劳动力过度外流的效益性评估

促进作用选择比例（％）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比较小 非常小 没有作用 不清楚

提高农业产量 ５． ２ ４． １ ６． ８ １０． １ ４０． ８ ３０． ３ ２． ７
增加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使用量 ４． ３ ５． ７ ２０． ９ ２６． ３ ３２． ２ ７． ６ ３． ０
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 １． １ ３． ９． ８． ０ ３． ４ １６． １ ７０． ３ １． １
提高农产品市场交易次数和交易量 ２． ７ ６． ６ １３． ８ １４． ３ ２４． ６ ３７． ０ １． ０
推动土地流转 ８． ４ ９． ７ ２２． ７ ２７． ２ ２８． １ ３． ２ ０． ７
增加家庭收入 ７３． １ １０． ３ ９． ６ １． ０ ３． １ １． ５ １． ４
提高生活水平 ５２． ３ ２５． ７ １２． ６ ４． ２ ２． ８ １． ３ １． １
减轻留守人员负担 ８． ４ ９． ３ ５． ７ １５． ２ ５４． ６ ５． ６ １． ２
增强生活幸福感 ５． ２ １０． ７ １５． ８ ２９． ４ ２９． ９ ７． ９ １． １
推动教育的发展 ４． ４ ９． ２ ９． ４ ２０． ５ ２６． ３ ２９． ３ ０． ９
推动医疗的改善 ４． ７ ８． ５ １２． ７ ２６． ８ ２３． ７ １９． ４ ４． ２
推动交通的改善 １． ８ ３． ７ １３． １ ２５． ３ ２８． ０ ２７． １ １． ０
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２． ９ ４． ４ １７． ９ ２３． ３ ３７． ０ １３． ９ ０． ６
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 １． ３ ３． ６ １２． ３ １８． ４ ３３． ６ ２７． ３ ３． ５
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１． ５ ４． ２ １０． １ ２５． ８ ３０． ０ ２４． １ ４． ３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样本统计整理。

我们将“作用非常大”和“作用比较大”定义为作用显著，将“作用比较小”“作用非常小”“没有作

用”和“不清楚”定义为作用不显著。根据表 ５ 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可得如下结论：

１． 劳动力过度外流导致农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劳动力过度外流在“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先进设

备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方面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在“提高农产品市场交易

次数和交易量”“推动土地流转”方面作用也不显著。这是因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农村

劳动力的外流，留守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由于留守人员体力、知识、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耕种土

地时，他们大多选择部分优等地，其余的弃耕。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而非市场交易。留守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能力也使他们没有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实施土地

流转的积极性也不高，市场化水平难以提高。Ｒｏｚｅｌｌｅ 等（１９９９）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

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且显著的。①

２． 劳动力过度外流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对农民的精神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

据显示，劳动力过度外流在“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有积极影响。但在“减轻留守人员负

担、增强生活幸福感”方面的作用是负向显著的。大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远比在家务农要

高，有利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留守群体问题，年轻人常年在外，非但老人和儿童得

不到有效照顾，反而加重了留守群体负担，村里 ６０ 岁以上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老人十分普遍。

距离阻碍了儿女向父母表达感激和关切，许多农村老年人虽然能得到所谓的“孝顺孩子”们的（经

济）供养，却依然非常感到孤独和不幸福②。长期的夫妻分离，幸福感很低，引起婚姻不和谐等潜在

的问题。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里、情感、安全问题更是直接触动人们心灵的痛点。

０３０

①

②

Ｓ． Ｒｏｓｅｌｌｅ，Ｊ． Ｅ． Ｔａｙｌｏｒ ＆ Ａ． Ｄｅ Ｂｒａｕ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８９，１９９９，ｐｐ． ２８７ ２９１．

Ｇ． Ｈｕｇ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 Ｊａｖａ，Ｙｏｇｙａｋａｒｔａ：Ｇａｄｊａｎ Ｍａ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３． 劳动力过度外流对农村社会事业起着负面作用。数据显示，劳动力过度外流在“推动教育的

发展、推动医疗的改善、推动交通的改善”方面没有促进作用。没有了青年人，村里也失去了发展社

会事业的动力。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该地由于并村，一些村子没有了小学，很多孩子上学要去其他

村。一些 ６—７ 岁的孩子，每天早上 ５ 点多钟起床，走 １ 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上学。距离学校太远的孩

子，只得留校住宿。村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主要靠赤脚医生就诊，村民得了小病就拖着，患

了大病，感到实在不行才到城里看病。到城里要经过 ３、４ 个小时的山路颠簸，很多患急性病的老人

往往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逝世。而老人过世了，办理丧事的人手竟然都难找齐。

４． 劳动力过度外流引起农村功能的弱化。数据显示，劳动力过度外流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面没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大量农村劳动力

外流，特别是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精英流失”①。农村失去

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主力军，伴随“空心化”的加剧，农村陷入凋敝的境况。

综上，劳动力过度外流并没有产生理论上预想的减轻农村负担，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正效益，而

是带来了诸多新问题。

三、治理路径探索

一般而言，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产生影响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本文

更关注这种过度转移带来的挑战与问题，即怎样在中国城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制定的有关政

策能够适宜并有规律地推进这一转变过程，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产生的社会问题具有严峻性：一方面，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迅速流失；另一

方面，大量人员流入城市，造成城市的聚集扩张。当前中国城市吸纳能力有限，难以快速消化数量庞

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增加了城市治理

的成本。再者，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将会降低，新兴产业的比重将会增

加。近年来关于人力资本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大量研究都证明了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上

与城市工人相比存在的明显差距②，表明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还很难适应城市产业发展的新要

求。这将会导致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供应错位，出现农村、城市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供应均不足的后

果。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引发的问题得不到解

决，不仅会影响到农业现代化，也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产生极大冲击。

对此，应双管齐下，全面协调，既要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与之伴生的新的农村

问题。针对当前突出问题，一方面，继续积累农村内生因素，保持农村发展活力与质量；另一方面，增

强外生力量，在动态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一） 积累内生变量

１． 积累农村内力，促进农村内生式发展。当前，农村应适时调整政策，转变过去一味依靠劳动力

转移带动发展的旧模式，积累农村发展的内生因素，树立依靠内力作用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

更加注重农村内力的培育和挖掘，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村现代化程度，构建农副产品面向市

０３１

①

②

曹利平：《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和效应探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
第 ３ 期。

刘爱玉：《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场的平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迁移，逐步转变发展方式。

２． 调整结构，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孕育了调

整农村结构的契机。政府应适时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建构和整合农村资源，调整农村结构，科学布

局，促进农村资源由分散走向集聚，实现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移民、裁村、并村，建设重点村，

进行区域发展规划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结构的调整，淘汰那些不宜作为农村的地区，发展适合成为

农村的地区。结合现代工业、科技与管理对农村的支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多元产业协调发

展，构建出一个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基地，实现农村整体发展质的飞跃。或许目前中国尚不具备进行

大规模农村资源优化重组的诸多条件，因此，农村结构的调整要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可以先行试点，待到时机成熟，再逐步推广。

３． 挖掘地方资源，利用地方特色发展农村。不同地域的农村具有不同的特点，各自的自然资源、

文化习俗、历史传统等都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如在山地可以利

用地形实行分阶梯发展举措，在平原可以强化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在实

行农业集约化、商品化经营的同时，制定经济政策，发展二三产业。积极招商引资，发展特色产业、服

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如开发避暑山庄、农家乐、生态旅游景区、生态农庄等。同时还要加强基层

民主建设，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建构农村的社会资本，克服村民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 增强外生变量

１． 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有助于促投资、扩内需、调结构，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道路。《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

指出：“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 ４０ 万亿投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 ３ 倍，

是中国消费的主体。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５２． ６％，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达 ３５％左

右。未来 ２０ 年内将有 ３ 亿人由农村迁居城镇，在人口“红利”递减的背景下，城镇化不仅能促进农村

劳动力的就近转移，解决劳动力过度外流引起的农村衰败等问题，还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红

利”。因此，农村的发展要利用好城镇化这一外部因素。统筹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建设，配套解

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粮食安全、农民利益保护、新贫困群体等问题。发

挥大、中、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分流效应、集聚效应、中转效应和扩散效应，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布

局与配置。

２． 发挥政策正面效力，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１）打造并留住一批高素质的农村建设队伍。

通过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系统提升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发挥好政策的导向作用，鼓励劳动力返乡创

业，建构农村建设人才市场。发展新兴产业，拓宽青年在农村的就业机会和渠道。（２）加大农业资金

投入和财政补贴。规范土地流转，促进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３）

增加农村建设的财政支出和公共物品供给，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大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关怀力度。

（三） 动态进程中采取具体策略

１． 在动态中区别对待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农村劳动力外流是一个过程，一个地方的劳动力不

是无限的，随着外流时间的推移，一般经过剩余、均衡、不足等阶段。要把握农村劳动力外流所处的

不同阶段，采取对应措施。同一农村，应针对其劳动力外流所处的阶段采取对应的纵向措施。不同

地区的农村，应分清问题的类别，统筹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劳动力过度外流两类问题，实现横向

的同步治理。一方面，对那些劳动力剩余的农村要继续促进劳动力有序转移，注意解决转移过程中

出现的农民“上楼致贫”等新问题，并抓住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发展。另一方面，对那些劳

动力过度外流的农村要采取多元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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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过程中实现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有机结合。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看作一个过程，当前农村

劳动力总体剩余与相对不足并存，既要继续深挖农村“人口红利”的潜力，也要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

国家的长远发展相结合，在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中，实现城乡一体的协调发

展，充分依靠城市拉力和农村内力的合力来促进农村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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