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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向分析 

□田富强  [西安外事学院  西安  710077] 
 

[摘  要]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地域分布特征明显。农村劳动力流动地域广阔，西部地区和省

会及地级城市较集中，地域分布由省内为主转向以跨省流动为主，跨省劳务输出规模优势明显。不

同地区就业收入差距较大以致务工地域比较集中。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产业分布以二、三产业居多，

劳务品牌优势突出，不同产业收入差距较大，行业分布地域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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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域分布 

（一）劳动力流动的地域广阔 

跨地区流动半径长，跨越了大半个中国[1]。劳

动力流动就业地域由过去单一流向广东逐步向更多

的沿海地区和内地转变。2004年全省流动就业338

万人，输往境外2000余人。输往省外人员分布在北

京、上海、广东、广西、天津、山东、山西、浙江、

江苏、新疆等地，遍布全国各地[2]。2004年陕西农

村劳动力到外省务工的219万人中，主要流动到长三

角、珠三角、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等省市。省

内流动的119万名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动到西安和各

地市、县、乡[3]。 

（二）劳动力的流动在西部地区和省会及地级

城市较集中 

2003年，陕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人数有

23.6%的人选择了省会城市，22.1%的人选择了地级

城市，18.6%的人选择了县级城市；有25.1%的外出

劳动力就业地点在东部地区，5.6%在中部，69.3%

在西部。2004年，陕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人数

有21.0%的人选择了省会城市，29.6%的人选择了地

级城市，18.4%的人选择了县级城市；有28.7%的外

出劳动力就业地点在东部地区，6.1%在中部，65.2%

在西部[4]。2003年西安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主要

集中在省会城市（57.66%），就业地域以西部地区为

主（90.06%），其次是东部地区（9.09%），中部地区

只占极少数（0.85%）[5]。 

（三）劳动力流动以省内流动为主转向以跨省

流动为主 

农村劳动力流动分维持生计型和劳动致富型。

维持生计型基本在本地附近流动，占总人数的一小

部分。他们进城务工挣钱，农忙则返乡耕作，季节

性较强，务工周期短，工作不固定，收入仅能维持

生活；劳动致富型占总人数的大部分，其以尽快致

富为目标，进城务工争取较高收入，或在邻县、本

市务工，或出省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

或就近开办个体企业[6]。 

1．县内就业比例较高 

县内乡外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是：大多数劳动力

兼营农业，农忙时便于回家收割种地。陕西劳动力

流动在初期虽然也有跨地区流动，但以就近流动为

主[1]。1999年西安市离土不离乡、县内乡外就业的

比重较高，流动到县内乡外的劳动力占50.9%，省内

县外的占34.8%，省外的占14.3%[7]。2001年，宝鸡

市农村劳动力在本乡内就业的比例虽然高达

86.17%，与2000年相比还是下降了1.58个百分点。

选择县外省内就业的比例为3.98%，比2000年下降了

0.29个百分点。2001年省外就业的占2.70%，而2000

年只有2.14%。2001年县内乡外就业的占7.15%，而

2000年只有5.84%[8]。 

2．省内流动成为主渠道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初期靠血缘、地缘、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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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自发外出，2003年陕西农村劳动力依靠社会关

系、血缘联系、亲朋介绍转移的人数占34%；自发

外出、结伴同行的为61%[9]。因此，在特定阶段省内

流动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渠道。截止2001年，

陕西农村流动劳动力为423.12万人，占全部农村劳

动力的23.4%。在423.12万流动的劳动力中，省内流

动占绝大部分，为344.49万人，比例为81.4%。跨省

流动呈上升趋势，但速度缓慢，流动比重偏低，仅

占18.6%[10]。2003年，陕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省

内就业的人数占外出总人数的比重虽比2000年下降

了8.2个百分点，但仍高达65.4%。这一方面说明省

内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高；另一方面

也说明部分农村劳动力为了兼顾家里其他生产而选

择就近流动，以使来去方便，既不影响外出打工也

不影响家庭正常的农业生产，反映出兼业性和不彻

底性。2003年，在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中，兼

营农业的占30%，比2001年增加了19个百分点；在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中，兼营非农生产的占

17%，比200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4]。 

3．跨省劳务输出规模优势明显 

随着管理劳动力流动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形

成了省、市、县、乡四位一体、城乡结合，省内外

互联的劳务输出网络体系[11]，而使得跨省劳务输出

规模优势明显。2002年输往省外的比输往省内的多

76.5万人，多出67.6%；2003年输往省外的比输往省

内的多27.2万人，多出27.0%[2]。省外劳动力以到东

部地区为主。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劳动力需

求缺口较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纳能

力，所以到沿海地区去打工依然是农村劳动力出省

务工的首选。2003年到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占省外务

工人数的72.5%，比2000年增加了15.2个百分点，东

部地区务工人数增长了95.6%。在中部地区打工的人

数较少，其中近一半的农村流动劳动力主要集中在

大、中城市[4]。2004年输往省外的比输往省内的多

63.1万人，多出45.8%[2]。近年跨省流动逐渐占据优

势。2006年全省农村劳动力流向省外的达307.2万

人，占到58.9%；在省内流动的为214.5万人，占到

41.1%；向省外流动比在省内流动多出92.7万人，比

后者多出43%[3]。 

4．不同地区就业收入的差距较大 

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缺口较大，经济发展

水平高，工资高，生活成本也高。收入减去成本后，

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劳动力收入最高，西部地区最低。

中部地区就业的劳动力收入高于东部及西部地区。

2003年到中部地区打工人均年收入5424元，居收入

之首；东部次之，收入4814元；收入最低的属西部

地区，为3713元，其收入比中部人均少1711元，比

东部低1101元，年收入差距均在千元之上。按农村

外出人员所就业的城市类型看，外出就业于省会城

市的劳动力收入最高。到省会城市打工年收入为

4753元；其次是地级城市，年收入4328元；再次是

县级市，为4233元；在建制镇务工收入为3580元，

居收入之末[9]。 

二、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产业分布 

（一）流向以二、三产业居多 

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服务行业的主力军。无论

是星级宾馆、超级市场，还是街头小餐馆、饭摊、

夜市、排档，多数从业者是农村劳动力；街道社区

送煤、送奶、送报、保安，也大多是农村流动劳动

力在从业。在西安市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中，农村劳

动力占70%左右[4]。在产业流向上，80%以上进入非

农产业。2002年外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

全部外出人数的46.9%，比2000年增长76%；从事第

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35.4%，比2000年增长16.4%；

外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仅占17.7%，比2000

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人数减少9%。从总的流向

看，由过去集中在建筑行业，逐步向加工制造业、

建筑业、商贸流通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

多业并举转变。2003年陕西农村流动劳动力在第二

产业就业的比重为四成左右，比例逐年提高；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接近五成[9]。2006年，陕西农村流动

劳动力的521.7万人，均从事于采矿、建筑、机械制

造、电子装配、冶金、商贸流通、纺织、服装制鞋、

玩具、塑料加工、餐饮、保安、家政、足疗、茶艺、

药材、批发零售、保洁、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

讯、园林、木板加工、种养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

产供应、轮胎火补等30多个行业的60个工种。 

（二）行业分布的地域化明显 

一个地区往往以特定行业为主，兼及其他，行

业分布的地域特色明显。蓝田县餐饮业务工人员比

重较多，以“蓝田厨师”为品牌的饮食业已经形成

规模，在西安乃至北京、上海具有知名度。2004年

全县共有7万人外出打工，从事烹饪业的就有2万余

人，实现年劳务收入3.2亿元[12]。 

（三）劳务品牌优势明显 

陕西针对不同行业的优势和特点精心培育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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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劳务品牌。关中突出技工优势，形成了“蓝田厨

师”、“宝鸡技工”、“杨凌农科”、“咸阳足疗”、“礼

泉保安”、“岐山轮胎火补”等品牌；陕北培育了“米

脂家政”、“圣地保安”；陕南打造了“秦巴茶艺”、

“药材技工”等劳务品牌[3]。品牌效应使劳动力技

能得到充分施展，收入急剧增加。陕西富平县美原

镇因为“美原烧饼”、“美原石子馍”地方特色明显，

外出人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市，餐饮业因此也以人

均年收入1.33万元高居行业之首，其高出轻工业

2406元；高出建筑业4658元 [13]。 

三、对陕西经济、就业及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一）对陕西经济的影响 

有利于陕西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集聚，有利

于陕西城乡的平衡发展，推动了陕西各项改革的深

入进行，为输入地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陕西农村

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率，推动了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劳动

者素质的提高和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

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需求，有利于农村生育观念的

转换，实现社会良性运行；有利于使资本、技术等

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领域，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打破

小生产格局，提高农产品商品率；有利于缩小收入

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和城乡

矛盾，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有利于加快实现农

村小康社会，实施农业规模经营[14]。其制约效应是：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产

生影响。 

（二）对陕西就业的影响 

1．有利于就业向二、三产业转移 

陕西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于第二产业收入最

高，第三产业居次，第一产业最低。2003年，就业

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年平均收入为1500元左右，第

二产业为8000元左右，第三产业为2800元左右，第

二产业平均收入是第一产业的5倍多，第三产业是第

一产业的近2倍[9]，其收入差异有利于扩大二、三产

业的就业。 

2．有利于延长就业时间 

外出时间影响劳务收入。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农

村劳动力，多从事具有较高要求的行业或产业，收

入远高于阶段性、季节性流动的劳动力[12]。富平县

美原镇外出7年以上者年均收入最高达到1.74万元，

是3-7年者的1.3倍，是外出3年以下者的2.1倍[13]， 

其收入差异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延长务工就业 

时间。 

（三）对陕西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陕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域广阔，有利于加大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

劳动力素质，有助于其开阔眼界、增强生存发展的

能力；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更新消费观念，向家

乡传递致富经验和提供经济技术信息，为本地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使城市现代价值观念在农村得到扩

散；有助于促进农村生产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

境不断改善，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

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设备的引入而使农业规

模经营得以实现；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农村市场对工业产品的吸纳

能力；有利于农村小城镇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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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obvious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in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Shaanxi. The range of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wide, especially center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entral 
cities. The distribution trend transfers from intra-province flow to cross-provice flow,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later are obvious.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Shaanxi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minent brand services, greater income disparit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significantl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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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刘文良著《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凸显“中国特色” 

生态批评是一个新生事物。一些人认为，“生态批评”纯粹就是一个舶来品。也许，就“生态批评”这

个概念来说，确实是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学界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就一定只能

是“鹦鹉学舌”，中国学界完全可以建构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

批评论》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话语资源，这是全球性的生态批评要想获得长足发展绝对

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中国古代儒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思想，道家“道法自然”

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理论、“万物齐一”的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关系理论、“不形相禅始卒若环”的“天倪”

论生物环链思想等都是“中国特色”的古典生态智慧。本书还专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

生态内蕴进行了发掘，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和谐”思想的现代生态价值进行了考量，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生

态伦理进行对比研究之后，指出源远流长的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都

是“不谋而合”的。同时，本书倡导并着力于从中国本土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吸取生态智慧，不仅大大

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内涵，还有效地拓展了生态批评的批评空间。 

对生态批评理论立足点等一些重要命题的探讨也体现了作者不同于西方激进批评观的“中国特色”。现

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在探讨生态批评时，很多热衷于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其理论立足点。然而，“生

态中心主义”这一命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且不说在现实语境中，它的可操作性很

让人产生怀疑，即使是在理论层面，它也面临着不小的困境。而本书作者并不简单地认同西方生态批评所

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这一激进的理论主张，而是认为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利

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立足点，应该被确立为生态批评

的理论立足点。另外，在生态环保要“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的问题上，本书同样体现出中国学

者“务实”的作风。 

·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