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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特工业纯为剩余劳动力向嚣农产妲转移做盛了巨太贡献，钽近年来这秘贡献每

在下降，尚此同时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倾向加强。劳动力转移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劳动力的进一

步转移举烧仅靠城事纯，农村王攮化途强应该继续受翻关注。文章分析了农村工藏纯遗程中劳动

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

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

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最层提出了发挥潜力的若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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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典的刘易斯(w。A．k蕊s)“二元结构”理论刻

溺了在城乡二元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一般模型，即由于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

异，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

工业部门，壹至剩余劳动力被瑗l弋工照邦门完全吸

收。之后拉尼斯(G．Ranis)和费景翰(J．Fei)在对此模

鳖进行修正穰扩震的基础主形成了著名懿裁一控一

费理论，尽管仍有一些缺陷，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

路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律，郄城市工监纯与农娩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的同步推进，只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才

有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的扩散¨j。

我国由予特殊的体制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

融进城市工业化的进程，而是走上了一条与城市工业

并行发展熬农挂工韭讫遂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应通过农村工业化道路还是城市化道路一宜以来也

是瑾论界争论的焦点。圭张城市纯道路的入除了认

为城市化道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强调城

市躬规模效益，批评农村工韭化及小城镇在占用土

地、设施落后、经营粗放、污染严重等方露的弊端；主

张农村工监纯瓣人认为城市在短期巍无法容纳始此

庞大的劳动力，城市的过分扩张也会引起“城市病”，

丽农村王韭纯加夺城镇静转移方式熊降羝势费力转

移的成本，且有利于较快地实现城乡一体化。近年来

以乡镇企韭为主体的农村工监化在发展速度和吸纳

劳动力方面的能力下降，与此同时每年有l亿左右的

农民工涌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如2003年达9900

万，2004年近l。2亿【21)，这又强化了人们对劳动力转

移的城市化倾向。

燕暴城市的扩张麓癣决农树剩余劳婆力转移的

问题，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转移模式，不仅能发挥城

市酶规模效益，使更多的入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忝且

也有利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但现实的情况是，单靠

城市化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2004年我国农

树劳动力人数4。87亿，除去农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

1．96亿(2000年农业部课题组遥用劳动力合理负担

耕缝法测算)秘乡镇企业就业的l。38亿，以及外出务

工人员1．2亿(有一半左右进入乡镇企业)仍有1亿

左右缝予稳性失监状态【2】。忝转移妥城市的那部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农民工很少能够

成为真正的市民，不稳定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难以解

决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生计问题，还匿临着住房、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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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重困境。这种转移的结果

是大部分的劳动力仍会回流，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

决定了不能靠单一的途径来解决，农村工业化途径必

须予以关注。本文的目的在于深人剖析农村工业化

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

究农村工业化在进一步吸纳劳动力方面的潜力和实

现途径。

农村工业化的实质是农村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

向非农产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载体主要是

包括集体、私营和个体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成份在内

的乡镇企业，以下的分析将以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

纳情况来表述农村工业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评价

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趋势、原因及

(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变化趋势

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在吸纳劳动

力转移的速度方面经历了一个先增长后降低的过程。

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年均就业的增长速度

为13．7％，到90年代前半期，年均就业增长率降为

5．6％，90年代后半期劳动力的就业人数一度出现绝

对的下降，尤其是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从业人

员出现了3％～4％的负增长率，2000年以后，劳动就

业的增长率稍有回升，仅保持在1．5％左右(图l描

绘了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年增长率的变化

趋势)。
一o··督动力年■长奉—_．卜一三年尊曲平均值

图1 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年增长率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计算

(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的原因

1．外部原因

(1)经济体制的变革。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和90年代前半期农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与计划经济体

制造成的消费品市场短缺，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

僵化有关。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凭借较低的

技术水平、粗放的经营方式和相对较为灵活的经营机

制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逐步深化和市场供给的增加，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我国基本结束了短缺经济

时代。体制给乡镇企业带来的特殊历史机遇不复存

在，乡镇企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

(2)经营环境的变化。步人20世纪90年代后半

期，农村工业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是乡

镇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活

力逐步增强，私有企业解除墨体制的羁绊，外资经济

和各类混合所有制企业按照串'等竞争的原则进入了

市场，乡镇企业原有的制度优势消失殆尽。其次，由

于乡镇企业的出口产值在总的出口额中占很大的份

额，所以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很多出

口导向的乡镇企业就此退出市场。再次，20世纪90

年代后期，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国务院

出台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关闭“五小”及“十五小”

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而这一政策的执行对象大多是

小规模的乡镇企业∞-。

2．内部原因

(1)乡镇企业自身的缺陷日益显现。经过多年的

发展，不乏一些乡镇企业已经成为规范的大公司，但

我们必须从整体上看待乡镇企业，由于成长的特殊背

景，乡镇企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低技术水平，粗

放经营的路子，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没有掌握高技

能的工人，且产业层次低、规模偏小、产权模糊、布局

分散，生产要素组合多局限于传统的社区之中，无法

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乡镇企业的这些先

天不足在新的经营环境下显得更为突出。

(2)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面临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乡镇企业的经营方式开始由粗放走向集

约，乡镇企业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和资本的投入，具体

表现为乡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

大大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乡镇企业的全

员劳动生产率为1744元，2002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30475元，是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17倍H3。乡镇企业

劳动生产效率的成倍提高，导致乡镇企业生产相同的

产出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

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乡镇企业在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这

两种基本要素时，其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增加单位

投资配套的劳动力越来越少。1978年我国乡镇企业

人均拥有固定资产812元，到2002年人均拥有的固

定资产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为7742元，是1978

年的9．5倍，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6865元，是1978年

的33倍HJ，可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很快。在部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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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投资增长两劳动就建下降，盘蠛了资本对劳动静绝

对排斥。

(三)评价

乡镇企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超常规发展使乡镇

企业快速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

件下，任何部f1都难以获褥这样的机会，所以也不能

企望乡镇企业能以以前那样的速度来吸纳劳动力，但

懿裳的高速发嶷逮为乡镇企业黪资本积累奠定了物

质基础，使乡镇企业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乡镇企业在对环境静爨适应中出褒了资本程技

术对劳动的替代，导致了乡镇企业在要素投入时对劳

动的挤磁效应，但应该正确地看符这个闻题，一方面，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深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

律，这也是对前期粗放经营时大量吸纳的劳动力的一

种消化和吸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

提高是乡镇企业增强竞争熊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所在。

所以凭借原始的资本积累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

高，导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就业麓力下降懿因素将不

会长期发挥作用。

三、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就业的潜力分析

虽然失去了发展的有利历史时机，耀对予其它企

业来讲，多镇企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

力，这使褥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懿蓠景依然广阕。

(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充满活力

上个整纪90年代孛后攒以来，乡镇金监增长速

度的下降只是相对于其历史水平而言的，与整个国民

经济裙沈，萁增长速发_并不低，翔1997年以来，乡镇

企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lO％左衣，同期

GDP的增长速度在8％左右。截至2005年，全国乡镇

企妲实现增加值466∞亿元，蠢国瞧生产总值的

31．3％，实现工业增加值332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

加值的毒3。6％；完成出墨交货值198∞亿元，占全豳

出口交货值的比例超过30％，乡镇企业_已经是国民

经济懿重要组成部分，孛嚣工韭经济的半壁汪出，滋

口创汇的重要力量”o。就乡镇企业具有的庞大经济

规模和经济总量并保持快予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衙

言，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活力的。

通过进一步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乡镇企业

在失去有利的发展环境下仍然保持着榴对较高的经

济效益(见表1)。乡镇企业的效益指标不仅远远高

予国有穰三资王监(与乡镇王业有部分交叉)，藕且每

增加单位产值嚣要更少酶资本投入和穗对较多静劳

动力。在劳动力吸纳指标上，三资工业企业在这一时

期要优予乡镇企业，这是因为三资企韭更多地利用了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总体而言，乡镇企业作

为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的优势依然没有改变，对乡镇

企业的投资相对{纛i富具有节约资本和增加就业的双

重效果。

表l 1998。2筠2年琴爨类型金监

相荧指标(年平均数)的对比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营业收入 增加万元产 增加万元产

企败类型 刹润率 剩濑率 刹滤率 瞧所需阖定照所嚣劳动

(％) (％) (％) 资产(元) 力(入)

鬓有工
3 4．18 5．48 17312．5 一O．镐

业企业

三资工
7．44 4．82 8．58 4911．5 O．0375

业企业

乡镇企
23．54 8．36 26．2 3109．5 O．015

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计算

(二)乡镇企曼具备妻身酶竞争饶势

由于与农村和农民的天然联系，乡镇企业在获得

福对低成本的劳动力方面和发震与农监裙关联的产

业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事实上乡镇企业与其

它企业褶比，劳动密集的特征比较显著，如2003年在

建筑、食熬、纺织、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

工业部门从业的乡镇企业职工占全部从业人最的比

重达50％以上№】。所以乡镇金韭的发展也会穗应带

来较大的就业效应。

另外，发震与农监楣关联的产监鸯接近源料产

地，降低成本等优势。拿农产品加工业来讲，就地加

工节省了农产黼的运输和储藏费用，且深加工的农产

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产业前景较好。目前我

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很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深度

在90％以上，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劳动力是从事农

业生产的5倍彩。而中国农产品加工深度只有20％

．30锈，从事农产晶深加工的劳动力还不弱从事农监

生产的l／5【7】，这说明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巨大发展潜

力和劳动力容纳空闷。到2∞3年，全圜规模以上从

事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935．1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165．2万人，实现增加值3828．6亿元，

增长34％，农产盛加正业已经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发

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三)中西部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戆空溺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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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考虑到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东中西部乡镇

企业在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变化趋势上也存在差异(见

表2)，吸纳劳动力能力递减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普遍

规律，但这一过程东部要先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乡

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在递减后趋于稳定，而中西部

地区的减弱趋势较为明显，即便如此，从绝对量上看

中西部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要强于东部。这

是因为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趋于稳定和成

熟，而中西部还处在扩张的阶段，增加单位投入产出

能产生较大的就业效应。此外，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本的投入是这些

生产要素结合的必要前提，对能吸纳新的劳动力和利

用当地资源的乡镇企业进行投资无疑具有较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表2 东中西部乡镇企业万元投入产出

吸纳劳动力人数对比(单位：人)

东 中 西
时期

万元产值 万元资产 万元产值 万元资产 万元产值 万元资产

1987一

O．047 0．169 0．225 O．960 0．322 1．205

199l

1992_
O．034 O．169 0．069 O．40l O．046 0．19l

1996

1997～
0．047 0．205 0．086 0．397 O．102 O．433

20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计算

(四)乡镇企业的集聚能放大就业效应

以人口集聚为特征的小城镇发展能大大促进电

力、通讯、建筑、水利、餐饮、零售、文教娱乐等一系列

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而小城镇的发展不是一个人为的人口集

中的结果，必须以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乡镇企业

的发展和在小城镇的集聚是小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乡

镇企业的连片发展。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集聚程度

仍然较低，有超过70％的乡镇企业仍然分布于自然

村，所以新办乡镇企业在工业园区和中心城镇的集聚

和原有乡镇企业在适宜条件下的迁移不仅能促进乡

镇企业自身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通过小城镇的发展

扩大其就业效应。

(五)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

国家，都是依靠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美国和德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80％的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

创造的；日本70年代第二、三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中93％属于小企业；韩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就业人数

占65％【9J。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国家的大公司近

年来纷纷裁员与转移生产线，但失业率并没有上升。

中小企业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是因

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小企业单位就

业投资较低，在我国，大中企业单位就业投资平均在

10万元以上，而乡镇企业为5万元左右∽1；第二，中

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较低；第三，中小

企业就业制度灵活；第四，中小企业分布广，使得就业

人口的城、镇、乡分布合理，就业的成本相对较低。

乡镇企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群体，经过近

几年来的产权制度改革，目前已有95％以上的集体

企业转向混合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些产权明晰、经营

灵活的中小企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

(六)乡镇企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内需的启动和外向型经济的推进，

乡镇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同时西

部大开发战略和小城镇战略的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推进等，都给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了契机。国有和大

中型企业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乡镇企

业借此机会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与城市工业展开

分工与协作。这些机遇为乡镇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

力就业提供了空间。

四、政策建议

(一)营造乡镇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乡镇企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但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吸纳劳动力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政

府的扶持。乡镇企业自身由于规模较小、实力有限、

经营不稳定等因素可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融资

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应制定有利于乡镇企业

发展的金融、财政、税收、进出口贸易、土地利用等政

策，营造乡镇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促进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中西部地区虽然有较高的劳动力吸纳弹性，但内

源性融资的能力不足，所以应借助西部大开发和中部

崛起的战略契机，通过资金支持、项目带动等方式加

大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继续推动乡

镇企业的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

发展。

(三)引导乡镇企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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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应切实办好乡镇企业工业园区，一方面发展的战略要求。

要提高园区和中心城镇吸引力，降低企业集聚的成

本；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企业参与园区或城镇建设的有

效机制，以推动中心城镇的发展。同时应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将长期在县城和小城镇就业和居住的

外来人口及乡镇企业职工等登记为城镇户口，消除人

口集中的障碍。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农村人力资本相对匮乏，乡镇企业职工受教育程

度和技能水平较低，很难满足乡镇企业在发展新兴产

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

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阻碍了就业增加。因

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源的智力投资，通过提高受教

育年限、农民的职业培训等途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

质，增加其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能力。

(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硬约

束，这对经营方式相对粗放、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乡镇

企业提出了挑战。政府应当引导乡镇企业走节能和

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才是乡镇企业成长和

发展的长远之计。同时倡导科技含量的提高，经济效

益的改善，和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顺应新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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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们ct Ruml industrialization contributed to山e transfer 0f ruml redundant labor force largely，but it’s capabili—

ty of absorbing labor for；ce had been descending in recent ye躺．At the same time，the trend tllat mm：Ilabor foree nood

cities was stepped—up．But cities can’t absorb mral redundaIlt labor force completely，m瑙l industrialization咖st b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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