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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週知，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口、糧食、就業與通貨一直是其經濟發展中

的重要問題。其中，人力資源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開發利用人力資

源，不僅是社會經濟的需要，也是勞動力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中國大陸是一個農業大國，12 億多人口中有 3/4 在農村，所以農村經濟的發展和

農村社會的穩定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中共在現代化過程中要完成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現

代經濟的轉變。在廣大的農村，是屬於勞動力資源相對於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大大過

剩的情況，龐大的人口基數使農村勞動力供給的增長一直快於農村經濟發展的勞動力

的需求。 

1978 年以前，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政府一方面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和其他配套性

措施把農村勞動力限制在土地上，另一方面通過實施以集體化經營和平均工資為特徵

的人民共社制度，以維護低效率的就業均衡。經濟改革以來，中共當局放棄了傳統的

「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而農村勞動力也突破了傳統體制的束縛，使得農業生產力

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產量增長迅速，農村地區出現了相對過剩的勞動力。 

但 80 年代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並不活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以

發展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內部就地轉移的方式。進入 90 年代之後，轉移模式的局限性

日益突出。眾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固然與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國有企業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

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入城市就業越來越艱難。 

農民佔中國大陸總人口的 3/4。農民問題不僅僅是農民的問題，而是國家根本的問

題。所以，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是國家一定要解決的一個難題。對於農村剩餘勞動

力轉移的問題，主要的論點為加快工業化的發展進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高、積極

培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轉換就業制度與戶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