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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教育扶贫，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等字眼多次出现在国家战略计划中，

但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着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结构性失衡等现象，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农

民长期的低收入。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增加基本收入而选择了迁往城市，即便

如此，农村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就是对这部分农

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效合理的转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所以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就是要进行人

力资源开发。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并且每年都在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才能够使农

村剩余劳动力不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具有时代气息的高素质农民来促进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最后从实际出发，针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望能为更好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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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always at-
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Accelerating trans-
forming rural population into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winning the tough battle against po-
verty,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creasing dropout rates of rural students, have ap-
pear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many times, but there are long-standing phenomena such as 
the low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farmer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China’s rural areas, 
which have led to the slowly developing rur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low income of farmers.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ers have chosen to move to 
cit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basic income, and in spite of this,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urplus of 
laborers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develop ru-
ral economy is to transfer this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effectively and reasonably. Man is the 
most active element in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 the key to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is to develop 
human resources.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is huge and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It is only through 
adequate development of rural human resources that the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will not be-
come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
opment, we can cultivate high-quality farmers with contemporary atmospher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tudy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transfer; finally,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rural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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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住在农村，中国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

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不

仅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稳定与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一方面有利于加快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使国家的投入得到

有效的产出，打造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在经济发展上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差距。因此东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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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三个地区的农村发展情况也截然不同。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经济依靠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

有利的地理位置比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的状况与中西部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由此便出现

了农村劳动力在剩余情况上的不同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与开发方式的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怎

样才能得到有效并合理的转移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目前人力资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

企业管理，怎样才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对于拥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农村该如何去发掘人力资源

的潜能？使其得到更合理和有效的开发？这一重大问题是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 

2. 文献回顾 

2.1.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开发 

对于人力资源，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但要想更接近于它的本质，那从能力的角度出发来理

解人力资源的含义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因此，所谓人力资源，就是指人所具有的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

并且能够被组织所利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1]。这个解释包括以下几个要点：① 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所

具有的脑力和体力的综合，可以统称为劳动能力。② 这一能力要能对财富的创造起贡献作用，成为财富

形成的来源。③ 这一能力还要能够被组织所利用，这里的“组织”可以大到一个国家、地区，也可以小

到一个企业或作坊。彼得·德鲁克在 1954 年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首先提出的。其中，协作力，整合

力、判断力与想象力是他认为人作为一种资源所独特拥有的[2]。人力资源是最丰富的资源。潘金云(2007)
认为，仅从教育和技能两个方面来对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行衡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包含身体健康状况

以及进行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方面来进行全方位的衡量[3]。 
人力资源开发的概念由美国学者 Nadler 提出，是指一个企业或组织团体在组织团体现有的人力资源

基础上，依据企业战略目标、组织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源进行调查、分析、规划、调整、提高组织或团

体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使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更好，为团体(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4]。在 Jerry W. 
Gilley (1989)看来，组织为了使战略目标能够的到更好更快地实现，就需要组织一次系统的内部学习，目

的是使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在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各自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以及工作态度都能得到很

大的改进与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被称之为人力资源开发[5]。Mclagan (1989)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不仅

仅是组织一种内部学习，它还包含了：第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关的培训来促成他们的发展；第二，针

对每个组织成员的特点来进行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使他们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是能够获得不同的体验以

及得到成长；第三，人的发展最终是要推动整个组织往前发展的[6]。这三个方面才构成了人力资源开发。

萧鸣政(2004)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是指对群体或个体品德、知识、技能、智力、体力与性向的利用、塑造

与发展的过程[7]。 

2.2. 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人口在劳动力年龄以内，具有劳动力能力并能经常参加社会劳动的人数。包括乡

村企业的劳动力，集体统一经营的劳动力，联户企业的劳动力和农民家庭经营的劳动力。按农村经济部

门分为：农业(农、林、牧、副、渔业)劳动力，工业劳动力、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劳动力、商业饮食业劳

动力、服务业劳动力、科教文卫及福利事业劳动力等[8]。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和由国家支付工

资的职工，不统计为乡村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广义上是指，在农村除去农业开发以后，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狭义上看，农村剩余

劳动力是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本地区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部分，

最终农产品将不会改变[9] [10]。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①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

比重大，增长快。② 人均耕地逐年减少，农业生产资料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渐减少。③ 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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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程度提高。④ 长期以来，农业产业结构单一[11]。张培刚教授(2007)认
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农村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辜胜祖教授(1992)认为，要将城

镇化与农村的非农化相结合，并且农村非农产业中具有较高层次的非农产业应该竭尽全力向城镇中那些

具有发展优势的区位靠拢[12] [13]。这些都是在他对农村进行了大量的有关调查后得出的结论。陈吉元教

授(1994)认为，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想要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就必须要将滞留在农村的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进行合理的转移。 
配第(1672)的“拉力论”。配第认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之所以会向工业和商业两个领域流动，最直

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利益。农民为了生活，会选择收入工作。农业与工业和商业相比，其收入就非常的低

[14] [15]。相比之下，他们就会倾向于转移到工业和商业领域。李斯特(1841)的“推力论”。他认为在农

业时期，农业耕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农村新生儿的出生率就会很高，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不

断增长，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增加了，但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均的占有量就会越来越少[16]。人

均耕地减少后就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变会被

吸引到工业中去。所以就推动了农业时期向工业时期的转变[17]。 
“推—拉”理论。该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雷文斯坦(1885)等人提出，该理论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向城

镇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拉力”，即城镇的经济发展形势呈上升趋势，有许多有利于发展的经济优

势和就业机会[18]。但转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种“推力”，及农村的经济发展落后，农民的收入普遍都很

低，生活的压力迫使着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向城镇转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19]。 

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内容 

本文从总量分析、素质分析以及结构分析三个视角来整体地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紧接着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低下、缺乏全面的培训、城乡发展不均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组织

和管理落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所遇到的问难。然后从人力资

源开发成本和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两个方面来说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源开

发存在问题的成因。最后针对以上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 

3.2. 研究方法 

本文在采用了文献分析法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对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研究的现

状有了深入的了解。定性分析法在分析某一事物时，着重从所研究事物质的方面入手，定量分析法顾名

思义就是以数据作为基础，引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论据。 
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首先是从属性开始的，事物之间质的区别是它们根本的差异所在。所以

在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中，对它进行质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更好地认识这个事物的重要方式。

但是，每个人的价值观是存在着差异的，这很容易对事物进行质的分析时造成主观上的影响，从而导致

分析结果的偏差。因此我在使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辅以定量分析，即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分析的基

础上运用相关的数据加以说明，以得出更准确、更客观、更科学的结论。 

4.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分析 

4.1. 总量分析 

1)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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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有 6.19 亿农村劳动力，2015 年有 6.03 亿，到

2018 年中国农村人口约有 6 亿，占我国总人数的 41%。另外根据专家的科学预算，到 2018 年为止我

国农村约有 1.9 亿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也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这仅仅

是一些静态的数据，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则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将以 600
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此外，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力和机械化水平会不断地提高，需要

的农业劳动力就会随着不断地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必然会越积越多，形势越来越严峻，就业

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形成了一股拉力，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往城

市迁移，以寻求更好的谋生机会来增加基本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

还算比较高，见表 1。 
 
Table 1. Total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rural employed population in China, 2015~2019 
表 1. 2015~2019 年我国就业人口与农村就业人口总数 

年份 全国就业总人口(万人) 农村就业总人口(万人) 比重(%) 

2015 80,091 37,041 46.25 

2016 80,694 36,175 44.83 

2017 80,686 35,178 45.31 

2018 80,525 34,167 43.60 

2019 81,104 33,224 40.9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差距大 
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国客观上存在着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个有差别

的经济地带。我国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发展得特别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此该类产业对劳动力

的数量要求高，但素质方面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东部地区农村的劳动力就会往加工制造以及轻工业方

面的共工厂集聚，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数量占农村总劳动力数量的比重就比较小。如图 1 可以看出三个地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to total rural population in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图 1.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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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比重的差异。相比之下，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

区来说较落后，我国这些年年一直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目前经济形势相对于多年前来说已经呈现出较好

的态势了。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大多数还是从事第一产业即种植业，收入水平不及东部地区。随着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生产中还出现了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即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时间的积累，这部

分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4.2. 素质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素质、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科技水平作为切入点来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分析。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水平的提升，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在一定程

度上有所提升，但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还不能够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1) 身体素质较差 
在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众多因素中，身体素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今这个注重素质教育的

大背景下，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实践的要求，身体素质应当包括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

的生理状况相对稳定的品质或能力。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的发展，乡镇人口的饮食结构和医疗卫生条件的

改善，使得农村人力资源综合评价上升。可以从新生儿的存活率，幼儿和青少年的生长情况以及农村人

口平均寿命的延长等多方面看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乡镇中的基础设施差，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

例如存在饮水困难、营养不良、住房条件差以及医疗设备匮乏等情况。尤其是医疗卫生方面，很多农村

人民就医难，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这种情况极大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目前伴随着农村劳动

力向城镇的迁移，很多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为此，妇女、孩子、老人这一人群

成为了农村农业生产的重要从事者。 
2) 思想文化素质偏差 
文化素质是进行人力资源综合评价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农村人力资源品质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国，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物质资源保障不足，大对数的农民都仅接受了小学到初中程度的

文化教育。甚至有一部分人还未上过小学。这部分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技能的人便早早地开始进入就业市

场，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工作，并且收入微薄。从小就未接受到充分的教育就促使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低下，那么在就业方面就毫不具有竞争力，若是失业了，想要再次获得一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了，这样

一来，他们的未来十分地堪忧。 
此外，在农民种还存在着一部分人思想落后，观念老旧的现象。这种现象会成为我国建设先进文化

道路上的绊脚石。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跟着改革的步伐有

了很大的转变。近年来，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衷心地支持并拥护党和国家的各

项方针政策；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在逐渐地增强。但也应注意到，现在还是有一部分农民存在着传统的

小农观念，认为土地就是收入的最终来源，这部分人无法接受先进的思想与理念，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

的协调发展。 
从人力资源质量架构的内容，通常是把劳动力人群根据其文化水平的高低可分为文盲、小学水平、

初中水平、高中水平、大学及大学以上水平五个层次，如表 2 所示。劳动力文化水平能够体现不同的职

业技能，也是衡量人力资源质量结构的重要指标。 
通过表 2 显示，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程度都非常的接近，这说明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在我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水平低。这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十分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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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ultural composition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in 2018 (unit: %) 
表 2. 2018 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构成状况(单位：%) 

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构成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文盲 4.6 6.7 6.4 

小学程度 30.3 40.8 41.0 

初中程度 13.9 10.2 9.7 

高中程度 1.8 1.3 1.4 

大专以上程度 1.1 1.1 1.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4.3. 结构分析 

1) 农村劳动力年龄构成轻与趋于老龄化并存 
劳动力年龄构成是指各个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根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力人

口年龄范围，男性从十六岁至六十周岁；女性为十六岁至五十五周岁，这部分人口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

当前，我国的农村人口结构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年龄构成轻是农村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十六

周岁以下年龄人口多。这些人目前还在学校接受教育，不仅不能够成为社会劳动力，而且还需要成年人

的抚养；因此这并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

镇的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中，中老年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再加上农村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

够完善，农村老龄化后，基本没人能够养活这些老人。所以这也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

资源开发的困难。 
2) 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比重上升 
在我国农村，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但是男女劳动人口比例中，女性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增大，女

性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正如表 3 所示。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农村的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为寻求好的发展机会都往城市进行转移，身下的就是女

性和老人在农村。因此，农村的女性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就相对上升。在农村剩余劳

动力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及比重的上升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一个新标志，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Table 3. Status of rural female surplus labor force 
表 3. 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现状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万人) 4582 5124 4704 

女性剩余劳动力所占比重(%) 19.1 23.6 2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地带动了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因而帮助社会解决

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过依然有不少人从事农林牧渔业，即第一产业。同时，农村仍

有许多剩余劳动力，这对农村经济的建设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分布中，

农业生产存在着结构单一的现象，农林牧渔业中，种植业所占的比例较大；况且农民的种植方法和技术

都简单落后，对于种植技术要求高的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不懂得为提升前期价值，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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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由于我国长期的粗放型农业引起的，因此促使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仍然从事第一产业。如表 4
中数据显示： 
 
Table 4. Basic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in 2013~2017 
表 4. 2013~2017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情况 

项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农村劳动力(万人) 79,300 79,690 80,091 80,694 80,686 

就业人员合计(万人) 76,977 77,253 77,451 77,603 77,640 

第一产业 24,171 22,790 21,919 21,496 20,944 

第二产业 23,170 23,099 22,693 22,350 21,824 

第三产业 29,636 31,364 32,839 33,757 34,872 
 

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分布不合理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的时候会倾向于东部地区。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优势，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规模的扩大给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于是便引起

了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关注；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图 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分布 

 

从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空间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东部地区农村劳动

力的转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更会导致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我国整体的城乡

差距还会随之变大。就好比东部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结果就是迁入地的人口压力变大，迁出地的

经济更加地得不到发展。 

5. 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及原因分析 

5.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 

农村范围内人口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被称为农村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这里

的人力资源质量，主要是指农村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智力、知识和技能水平。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始终占绝对优势，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素质低的特点，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中国自建国以来，农村的生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农村经

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也很大，在未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村来动力的供给量还将大大地增加。耕地少，收益小，无法承载如此多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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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所以许多剩余劳动力便选择了往城镇迁移，形成了人口流动。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实现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下导致农村经济

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1) 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逐渐升高 
21 世纪是知识、科技、信息的世纪，也是这三大媒体相融合进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世纪。这种

变化首先会在劳动者素质上表现出来，形成对劳动力就业的更高要求。在过去看来可受益终生的技能，

也随着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采用而显得竞争力弱化。知识和技能的更新周期，会以惊人的速度缩

短，劳动者在自身素质和技能上一旦出现不足，就会遭到产业的淘汰，这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突出的

弱点。 
2) 农村工培训机制缺位 
培训与开发是人力资源的五大板块之一，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就得对这部分劳动力

进行相关的技能或知识培训。这里从两个方面来谈培训，第一是知识。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本身就不高，在对其进行知识培训时也应当适当地进行一些筛选。例如普及一些就业知识和时代发展趋

势等，最终是要使这一部分人摒弃传统的封建思想，转变就业意识，真正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真正地

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第二是技术培训，就是针对性地进行一些农业种

植技术培训或者是进行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不仅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增

加农民的收入；还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能依靠所学的一些技能为自己谋取一份对口的工

作，同时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再就业也有一定的帮助。 
3) 我国城乡发展不均 
城乡发展不均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教育方面就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农村无论是在教育体制还是在设施上相对于城市来说要落后很多。师资力量悬殊，教

学水平不高，所以农村人民在教育方面就不具备了与城市人民竞争的实力。其次就是城乡的经济发展

水平，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发展轨道存在着偏差，城市里集中了更多的高新技术和人才，经济发展速度

快，人民的生活质量比农村高。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

这部分人群会较难适应城市的发展步伐；同时，对于剩余劳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

些阻碍。 
4) 农村基层管理人员素质较低 
对于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基层管理人员对人力资源开

发的概念和具体流程加措施缺乏统一的认识；第二、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他们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进

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第三、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没有上级的通知，这部分管理人员不会

主动去了解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对其进行分析并自觉对其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民质量。尽管有关

部门在近年来联合起来在农村开展了一些人力资源的开发活动，但各自为阵、零碎分割的局面依然存在。

这就没有形成对农村人才进行开发的整体合力，便造成了农村人才的开发缺乏了连续性和系统性。此外，

农村的基层管理服务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训和转移就业脱轨，这就导致了农村

人才的转移就业率很低。一些专业的人才就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无法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这些原因造

成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短缺和浪费，同时也打击了农村有志青年的工作积极性。最后，农村基层需要一套

完整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若缺乏系统的开发体系，便不能对外部环境进行全面的预测，致使一些培训

的活动没有了针对性，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5) 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劳动力者额社会成员提供的一些物质帮助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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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跟城市差距很大，这就使农民从心底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

维，他们绝不轻易放弃土地的经营权，并将土地视为他们将来世世代代的生活保障。在农村，家庭中的

核心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留下的大多数都是家里的老人，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老人的赡养问题。农村

的居民不能跟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养老保养、医疗保险。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就是要让农民没有养老、医疗

等后顾之忧，这样他们人才能专心接受各种教育培训，并且安心地进行劳动力转移。 

5.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存在问题的成因 

1) 高额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成本 
农村收入水平有限，扣除基本的消费之后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会对自己及后代进行额

外的资源投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所需要的成本是多少是影响农村作出正确判断的主要原因。但是教育、

医疗等人力开发突入的成本资源不断提高，农村大部分难以接受高消费的人力资源成本的投入，农村人

力资源的投入将无法进行。各方面的消费水平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随之增加，在教育方面，培养一个

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需要的就是一笔巨额的费用。即使现在实行了农村医疗，但大医院的医疗费用还是

让广大农民望而却步，那再用于教育方面的资源就更少了。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农民了，他

们基本上没有可以用于教育方面的资源。在健康方面，即使中国实行了农村医疗福利，但就当前的医疗

消费情况来说，完全超过了农村对于医疗方面的支付能力。这便出现了在某些地区大病小病都只能听天

由命的现象。现代高额的经济生活成本，使农村人口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都勒紧了钱袋，更不要提投入资

金来提升自我素质，挖掘自身潜能。 
2) 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还不够 

 

 
Figure 3.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 China, 2012~2017 
图 3. 2012~2017 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图 3 中显示，国家的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但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充足，国家对其的开发却不足，城市

成为了国家关注发展的焦点。农村人口在此无奈的情况下，智能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计。农村

的教育也存在不足之处，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却没有条件去改变，一些孩子因为家庭条件不得

不早早辍学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国家的教育经费虽然在增加，但这部分资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却

是很小的。资金投入比例不足，不能满足人口增加的需要，造成国家教育水平普遍低下。而且，国家在

城乡医疗投资方面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人口，但所占用的医疗资源和补贴却远

低于城市。这些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多年，希望能国家的重视，协城乡共同发展。 
1) 农民就业信息获取方式落后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增速也越来也快，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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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获取方式仍然单调。农民劳务信息了解非常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不知道到哪里打工，也不

知道能打什么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信息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尤其是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首次外出就业，仍以亲人、熟人介绍为主。而企业招聘员工经常会到劳务市场去招聘。

其次是通过老员工从老家带过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就业信息获取方式与企业找搜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方式表现出极大的不对称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问题 
每个劳动力都有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总有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愿去改变；他们

保守的思想素质跟不上先进文化的建设步伐。其次就是这部分劳动力受宗族观念的影响严重，农民的社

会经济活动主要依赖血缘和亲缘关系，缺乏自主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影响了人资源开发的质量，

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是一个需要时间投入的过程，但这的确是发展农村经济并且使农民

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的质量比较低这个问题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阻

碍，因为质量不高就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只能安于现状，从事农业耕作；单纯

地使用劳动力来耕作便无法提高农业耕作效率，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一直得不到很大的提高，城乡

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及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光靠单方面的

努力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各地政府机关应当坚持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相

关政策，办好乡村教育，对农村发展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给农民增强信心。社会也应同样多关注农村

问题，不要带有户籍的歧视。农民更要努力转变思想观念，多花一些时间去学技能，学习相关的知识，

提高自我素质以及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重视教育，要在教育方面舍得投资，摒弃传统的土地观念。这

样才能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顺应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相关技能的培训，积极引

导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举措。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

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才能使劳动者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能使人

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6.2. 政策建议 

1) 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各地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来促进农民

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农民树立起自我开发的意识。在教育方面，要让农民从根本上明白教育的好处，同

时也应大力宣传专业教育。政府还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多花钱在创办教育和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

上面。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还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渠道，例如

让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技术，从而培养并提高他们的个人综合能力。还要倡导多运

动，关注健康的积极理念，让农村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让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2) 举办专业的培训，提升就业者能力 
各地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开展专业的培训和继续教育。首先是针对向农业内部转移的劳动

力，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农业生产培训，并引进专业的农业设备，授予其操作技术，以此来提高农业生产

水平。在机械化操作的农业生产下，农村劳动力可以减少体力劳动，效率高了，产能也会提升，收益也

就自然高了。这部分农民还可以利用农业的休闲时间学习一些知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其次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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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进入乡镇企业的那部分劳动力要培训他们的安全知识和环境适应能力；

毕竟从事农业生产和进企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对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这部分劳动力要进行

建筑行业、工业和服务行业相关的知识培训，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迅速适应工作环境。 
3)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建设，拓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都倾向于转移到城市，就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优势，政策的维护。但每个城市

都有容量的上限，当城市的劳动人口太多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那些不具竞争优势的劳

动力仍然还是失业，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失业而已。若国家调整一下政策的倾向，将投入城市建设的资

金和注意力投入一些到农村的建设中来，鼓励开办乡镇企业，鼓励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务工，

那农村对于劳动力者的吸引力也许会逐渐上升。另外就是可以在农村开办职业培训学校，没有年龄的限

制，政府可以加一些补贴来鼓励农村劳动力去学习技术，然后学以致用，用到提高农业产量、提高农作

物销量上。这个时候，农村的经济不仅得到了发展，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劳动力的就业选择

也增加了。让农村劳动力明白，并不是一定要迁移到城市中才能够谋生，农村也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具

有当地特色的农业经济，将农业发展也带到现代化的步伐中去。若社会没有更多的机会给农村劳动力，

那就要让他们学会自己去创造机会。 
4)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农民的各方面问题都是要依靠村

级或乡镇基层组织来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的，中央的各方面政策措施也是要通过基础层组织将消息传送

到农村并贯彻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所出现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要选好基层领导

干部。对于基层领导干部的任职要求应该是做事讲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有开拓创新精神，一切以农民

的利益为出发点，办实事而不是没有任何作为，尸位素餐。第二，减少干部数量，简化办事程序。村级

与乡镇干部数量过多会浪费许多财政资源，给政府财政增加负担。有的基层组织甚至将行政费用摊到农

民的头上，以维持人员的日常开销，这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精官简政势在必行。第三，对

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进行深入地改进。有些村干部并不是我们常听到的每天扎根田头地尾，到村落做实际

工作。而是秉持着所谓对上级负责的工作态度，实际上做的都是形象工程。在有关农村的决策和资金的

调配时，都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因此，纠正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容忽视。第四，完

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这一目标，充分

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提高干部的素质，带领农民共进退，促发展。 
5)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完善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解除劳动力转移之后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将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的覆盖面扩大，使更多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权利。这样才能使他们没有

后顾之忧。这样一来，农村人力资源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得到提高，同时也能够改变一直存在于广大农民

心中那种“养儿防老”的思想。由此还能改变农村人民的生育观，使农民更加地关注教育的重要性。从

而极大地改善新成长起来的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这样就能够逐渐地开始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

今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点做好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首先是建全农村的低保制度。在农村，存在

着这样一种状况，有些确实符合低保要求的人却无法成功办理低保手续，反而那些现实情况并没有那么

糟糕的人却成为了低保户。这就需要在农村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低保工作队伍，对低保工作进行严格的管

理和服务，一切按照实际情况办理。其次就是要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鼓励并引导农村中到了

一定年龄的人全部都购买养老保险。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最后就是要完善农村的劳动力

市场。当今是信息时代，城乡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系统来发布岗位招聘信息，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同时社会和个人要摒弃对农民工的歧视，政府部门要出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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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政策来消除城乡就业的障碍，并加大对政策实行的监督，确保农民工不再遭受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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