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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教育壁垒 。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影响甚至决

定着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 、转移的区间等 ,劳动力有效转移对劳动力文

化知识和能力素质有较高要求 ,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乡镇企业 、第三产业以及劳务输出等活动

产生了高等教育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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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

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 ,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 ,也是农村现代化的

必然选择 。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 ,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 ,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 ,促进

了工业化的发展 ,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

从开放的 1978年到2000年 ,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 1.3亿人 ,但还有 1.5亿的剩余劳动力

需要转移
[ 1]
(第 6 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 ,占 63.91%,而 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

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 2](第143 页)。另外 ,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

1999年达 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 30%的标准 ,而高收入国家为 5%,中等收入国家为 32%[ 2](第

141 页)。所以 ,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转移 ,向乡镇企业转移 ,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 。大量农村劳动力

的有效转移 ,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

一 、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

量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

业部门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 ,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

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 ,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 、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

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 ,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 ,不仅取决于

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 ,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 ,即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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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存在失业 ,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 ,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

力 ,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 。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 ,尽管历史

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 ,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根据卡托纳的

经济心理学模型[ 3]
(第 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 ,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

力” ,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 ,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 ,如愿望 、态度 、预期等产生影

响 ,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 ,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

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 3](第 38 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 ,对环境的知觉

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 、物价情况 、收入情况 、个人的社会地位等 。这种知觉到的环境 ,而不是

客观环境 ,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 ,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

人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 ,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

标追求 、价值 、愿望 、预期 、认知方式 ,收集信息的能力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

会带来主观享受 ,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 ,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

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 ,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 。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 、准确度和

全面性 ,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

了个人对收入 、社会地位的预期 ,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 ,并有可能得到较

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 。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 ,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

受 ,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 ,而教育文化素

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

量 ,个人的文化 、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 、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 ,不

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 ,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 、能力等素质准备 ,而实行主观性

或强迫性转移 ,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

二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 。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

量趋于减少 ,如 1995年到 1999年 5年间 ,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 5.1%[ 4](第 21

页)。另外 ,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 ,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 18.8%,转向

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 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 14.9%[ 5](第 22 页)。可见 ,作为我

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 、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 。有抽样调查表明 , 1999 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二 、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6.4%,按可比口径比 1998年提高了 0.4个百分点 ,转移速

度有所上升 ,但 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 0.5%,增减相抵 ,

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 5.9%,比上年上升了仅 0.4个百分点[ 5](第 22 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 、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 ,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 年农村劳

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 79%,比上年上升 11个百分点 ,转向外省的占 20.9%,下降了 11个百分

点[ 5]
(第 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 、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 、工业 、建筑业和其它服

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 , 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 54.2%,转移到第三产

业的为 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 4.1%,转移到工业 、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 79.

4%[ 4](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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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 ,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并且转移的范围 、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 ,

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 ,还存在着教育壁垒 ,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 、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 ,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

和工作机会 ,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往往思维开阔 ,易于接受新事物 ,

具有更强的自信 ,更高的收入 、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 ,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 。根据

盖尔·约翰逊的研究 ,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 ,而农村人口素质的

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 ,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 ,并

减少城市管理成本[ 6]
(第 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易于实现转

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 ,在 1998 、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 ,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

地较为受重视 ,尽管转移的并不多 ,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 ,占

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 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 10.3人转移 ,初中文化程

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 8.4人转移 ,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 4.5人转移 ,文盲 、半文盲每

百位劳动力中有 1.3人转移 。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 1999年转移到工业 、建筑

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 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 。而教育文

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 ,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 ,越易掌握新的工种 、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使用效

果也越好 ,所以 ,教育文化素质 、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美国农

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 90年代至 20世纪20年代 ,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

差距 ,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 ,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 ,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

素之一 。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 ,文盲高达 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 17.16%,初中以

上文化水平的占 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 7](第 29 页)。究其原因 ,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

素质差 ,思想保守 ,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

创造的价值等 ,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 ,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 ,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 。教

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 ,职业稳定性越强 ,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 。教育文化水平越

高 ,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 ,长时间脱离农业 ,实现有效转移 。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 ,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

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 。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56元 ,大多

职工工资在 200—400元之间 ,而工资在 400元以上的有 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该企业中仅有的

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 360元以上 。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 ,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

转移 ,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 149元[ 8]
(第 3 页)。原因是 ,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

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达 0.73[ 9](第 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

力资本 ,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 ,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 、距离的重要因素 ,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

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 。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 11.5%,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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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的比重为 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 9.1%[ 5](第 22 页)。没有技术特长 ,没有高的素质 ,期望收入也

就较低 ,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 ,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 ,难

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 ,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 ,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 ,是被

迫的 ,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也不具备谋生能力 ,更没有知识的积累 ,他们进入城市后 ,难以找到合适

的职业 ,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 ,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 ,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 ,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 、生态环境恶化 、失业和贫困严重 、犯罪

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

培训 ,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

题
[ 10]

(第 233 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 ,将

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

四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 ,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 。日本 、韩国能

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 ,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 ,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

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 ,较为顺利地完成

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 1930年到 1974年间 ,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 3280万人 ,这是现代最

大的人口转移 ,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 ,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
①
。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

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 88.4%,

高中程度的为 9.6%,中专程度的为 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 0.4%[ 4](第 21页)。非农部门对劳

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 ,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

质和技术水平 ,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 、乡镇企业 、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 ,转移农村人口 ,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

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 ,存在着“教育壁垒” ,即农村劳动力

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 ,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 ,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 ,只能在脏 、苦 、累的体力

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

水平很难达到要求 ,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

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 0.4%,远低于全国平均 3.6%的比例 ,要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 ,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 ,包括高等教育。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 ,大约只有 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 ,其余 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

村工业 、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 ,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 ,也将有 50多万

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 ,

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 ,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 、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

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

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 ,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 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
[ 11]

(第 25 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 2.3%[ 12](第 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

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 ,则每年至少有 4.6万人 ,到 2010年至少要有 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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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 ,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 ,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

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 ,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 。我

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仅为 33%,而全世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 61%,发达国家平均为 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2950美

元)平均为 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4860美元)平均为 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1710美元)

平均为52%
[ 13]

(第 93 , 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

重为 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第三产业将吸纳 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 10年的时间实

现这一调整目标 ,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 ,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

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3.6%的比例 ,平均每年有 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

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 。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 ,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

力资源的 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 3%[ 4](第 23 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 2000

多万 ,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 ,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 。但

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 ,甚

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 ,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

求的劳务人员 ,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 。如果将我国劳务

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 8%,则会输出 100多万剩余劳动力 ,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

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

总之 ,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需要发展

教育事业 ,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

移 ,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 、职业改变 ,而

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 ,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

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 ,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

和职业素质的提高 ,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 ,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 ,促进城

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 ,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 ,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 ,

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 。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 ,是一种自由 、民主 、文明的文化

环境 。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 。“人气”足 , “市

气”才旺 ,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 ,提高人的总体素质 ,才会有“市气” ,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 ,重土 、

重城而不重市 ,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 ,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

教育 ,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 ,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

的农村劳动力 ,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 ,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 ,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

教育 ,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 ,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 ,有针对

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 ,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注　释:

①　美国社区学院由 1930 年的 436 所增加到 1974 年的 1203所 , 增加 767 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 M] .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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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n education barrier in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our country.Labor' 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quality affects even decides the difficulty of labor migration , the occupation and income of labors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scope.Preparations of labor' s cultural knowledge and faculty quality are demanded in the labor

migration ,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demand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labor' s migration to urban , township

enterprises ,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for labor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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