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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為全世界所矚目。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亞洲及全世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波及

效果和影響呈現越來越擴散的趨勢。 

中國大陸是一個農業大國，12億多人口中有 68％在農村，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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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是對國家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因

素。 

1978年以前，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中共一方面透過嚴格的戶籍制

度等其他措施把農村勞動力限制在土地上，另一方面透過實施以集體

化經營和平均工資為特徵的人民公社制度，以維護低效率的就業均

衡。如此，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表現為隱性失業狀態。 

但是，1970年代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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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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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依靠發展以鄉鎮企

業為主的非農產業，轉移了 1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鄉鎮企業發展每年

平均 20∼30％速度，年均吸納近 600 萬人1。但是，鄉鎮企業發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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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因此，雖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得到了緩解，但矛盾並

沒有根除。 

1990年代是中國大陸國內人口流動最為活躍的時期。全國流動人

口數量從 1993年的 7000萬增加到 2000年的 1.4億。2而這時期的民

工潮的現象，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這些進城的農村勞動

力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一方面緩解了農村的就業壓力，而有利於農業

實現規模經營，加快了農業現代化的步伐，也使落後農村脫貧致富。

它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建設，有助於沿海各大城市的繁

榮，有效的調節城鄉勞動力供需的平衡。據農業部的最新調查，2002

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 9400 萬人。全年農村勞動力到鄉

以外就業的人數比上年增長 5.24％。3 

但是，中國大陸人口平均文化程度較低，國營企業的下崗問題與

城市本身存在的失業問題以及尚未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等問題，使

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就業機會方面存在著許多困難。 

據 1990 年人口普查統計，中國大陸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很低，在

15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 22.2%。 

                                                                                                                                            
社，1998年 10月)，頁 136。 
2 「遷移、城市化和貧困」，中國網，2002年 12月，http://202.130.245.40/chinese 
/zhuanti/ 255364.htm。 
3 北方網(北京)，2003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 
2003/01/16/0004923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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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國營企業的冗員現象也非常嚴重。過去吸納社會新增

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的國營企業，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不僅不能

吸納還得向社會釋放冗員。1998∼2000 年底，全國累積有 2300 萬個

國營企業職工下崗。而且，中國大陸的勞動力的市場仍處於市場發育

的初級階段，加上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企業

和不同的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特別表現在勞動力市場尚未統一，勞

動力自主流動性尚不夠強的部分。 

因此，雖然 2001 年開始戶籍制度的實質性改革，對於進入城鎮

勞動力市場的農村勞動力來說，他們仍然面臨著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某

些壁壘，各城市都為了緩和本市的就業壓力，採取限制農民工進城的

措施。因此，不但為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且為了國家經濟

能夠與全球化的經濟接軌，必須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及解決失業

和制度性問題。 

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當中，農村勞動動力對城市經濟發

展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但是，有農村勞動力本身素質的問題、城市失

業的問題及戶籍制度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的區隔性問題等，使農村勞動

力無法順利的轉移。加上，各城市為了維護自己城市的經濟與社會問

題的考量，往往採取以己為中的一系列的措施，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更無法實現，且失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造成了市場經濟運作上的一

些矛盾。 

 137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的城鎮就業之研究 
 

雖然，2003年上半年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達到 8.2∼8.5％，但

是，實際上的失業率已經超過 12％，加上 2003年畢業的 100萬的大

學生的就業的問題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個就業大難。4 

因此，雖然很快的時間之內，恐怕無法完成上述的勞動力轉移的

問題及失業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非解決不可的，因此為了順利

的解決，一定要一步一步做好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確實加強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就業能力。

目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矛盾，是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

力總量過大、素質較低不相適應之間的矛盾。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

渠道，必須把做好職業培訓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使更多的農民掌握

多方面的勞動技能。21世紀是科技人才競爭的世紀，提高人力素質是

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從現代的經濟角度來看，社會經濟活動中

的一切競爭，歸根到底是人力資源特別是人才的競爭，人的知識、能

力等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物質資本的增加更

重要。5沒有提高水平的人力資本累積，沒有農業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

業的穩定轉移，要提高國家經濟效益，推進國家現代化是難以實現的。 

二是大力發展服務業，積極引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要

                                                 
4 朝鮮日報(漢城)，2003年7月14日， http://www.chosun.com/w21data/html/ne 
ws/200307/200307140280.html。 
5 李朝林，「論我國農村人力資源開發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戰略」，經濟問
題探索 (北京)，2000年第 12期，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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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擴大就業為重點，一定要大力發展大中城市周圍的衛星城市，以衛

星城市為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空間及以之避免人口集中大中

城市的的現象。 

三是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市場就業機制，實施城鎮戶籍制度改革

各項規定，建立農村勞動力就業資訊庫，加強完善各級各類就業服務

組織，使勞動力資源配置優化。迄今尚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

場，城鄉勞動力仍然存在著由制度性造成的因素分隔。而且勞動就業

制度與勞動力市場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故需要勞動就業制度改

革。 

四是健全和完善農村勞動力就業政策和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政策

引導作用，為農村勞動力就業創造寬鬆環境。在城鎮建立覆蓋所有勞

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形成有利於勞動者自身發展的社會環境。而要

建立健全就業服務體系，發展區域間和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發揮

市場機制有利於開發利用和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長處，為農業剩餘

勞動力轉移開闢道路。 

五是進一步加強勞動監察，保護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合法權益。透

過制定農民工流動的管理法律，加強對進城農民的管理。要使農民工

進城的規模和速度與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承受能力相

適應。根據全國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城市失業人員的情況，

制定調控計劃，並繼續採取從宏觀上控制農民進城的流量和流速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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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進一步強化管理。而透過勞動法規和勞動力市場管理制度，使企

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合法權益都得到保障。 

中國大陸經濟確實需要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如此，就難

以解決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既使不考慮 1.2 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每年新增加的就業人口有 1000多萬6，沒有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

些人難以就業。 

總而言之，中共要繼續推動改革政策的措施，以突破城鄉二元分

隔的狀態，同時，階段式地解決城市失業及農村剩餘勞動力安置的問

題。未來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是發展的必經之路，而這條道路又是與農

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中共如何解決此問題，不僅是

21世紀面臨的重大難題之一，而且是未來國家經濟發展上絕對不可忽

略的因素。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化的環境之下，如何充分利用人

力資源是國家經濟發展上的關鍵問題。 

 

 

 

 

 
 

6 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200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月)，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