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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 

伴随着工业进程而出现的非农产业及其人口,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逐渐聚集到城镇, 使

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过程。 

城镇化主要是指变落后传统的乡村社会, 为发达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 是社会形态向

更高层次发展的表现形式, 它主要表现为: 人口逐步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城市自身的完善以

及社会生活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过渡, 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 区域的扩大、 生产要素不断向

城市聚集的过程。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说: “劳动和土地, 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 恩格斯的

定义是: “其实, 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劳

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第 373 页,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马克思、 恩格斯的定义, 表明了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资源, 并且把人 (包括劳动力和技

术) 的因素作为财富的另一重要且不能缺少的来源。 由此可见, 资源不仅仅包括自然资源, 

而且还包括人类劳动的政治、 经济、 文化、 技术等因素, 以及由此衍生的人力、 物力、 智

力 (信息、 知识财力等信息和资源。 

作为导致城市不断形成和扩大的一种经济现象―集聚效应, 指吸引一切经济相关活动逐

渐向一定地区靠拢的向心力, 它反映各种经济以及产业相关活动在空间上产生的集聚的经济

效果。比如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 它拥有并集聚了不可计数的中小型高科技性公司以及几十家 

IT 巨头。 

 

二、贵州农村人力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一) 数量大 

 



横向观察, 由表一, 从 2011 年全国范围来看, 贵州省各镇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比重为 

86.5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6.32%, 仅次于山东省的 87.12%, 高居全国第二位。 说明: 

贵州省各镇农村劳动力资源比重很大, 数量较多, 开发潜力巨大。 

纵向 观察 , 由图 一 , 2011 年贵州省 各镇农业总 人口为  20561029 人 , 比  2010 年 

(20359116 人) 增加了近 201913 人, 并且非农业人口、 总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 说明: 贵

州省农村劳动力呈现不断扩大增长趋势。 

(二)文化素质不高 

农村人力资源的核心是文化素质的水平, 其水平高低集中体现了质量的高低。农村的人力

资源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农村的受教育水平太有限, 教育程度和教育理念严重滞后。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 贵州省农村的人力资源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

是由图表可得, 农村人力资源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水平, 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比

例为 10.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5%, 说明: 贵州省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

偏低。 

(三)就业结构不合理 

就业结构又称社会劳动力分配结构, 一般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比例及

其相互关系。 

贵州省黔中城市群非农产业比重较高, 而其非农从业人口比重偏低, 说明贵州省农村人

力资源就业结构不合理, 同时也表明其非农产业存在较大的就业机遇与潜力; 再次从三次产

业结构比例中二三产业较高的比例也不难看出贵州省二三产业就业前景广阔, 积极引导农村

人力资源向二三产业转移难度不大, 只要政策实施合理, 农民积极响应, 就业结构优化升级

指日可待。 

综上, 贵州省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 应不断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比

重, 使农村人力资源逐步向二、 三产业转移, 不断增加农村人力资源中从事服务、建筑、商

贸、运输等行业的人员。 

(四)技能水平较低 

贵州省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其分配不合理, 以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占据绝大多数,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现代化、 科技含量高的能力。 农村人力资源中, 大多数农民工就

业集中在技能要求很低, 甚至不需要任何初始技能的建筑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五)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贵州省的农村大部分处于较偏远的地区, 经济水平发展非常缓慢, 加之交通与信息

非常闭塞。 农民的小农意识强烈, 思想意识倾向于保守, 法律意识淡薄, 安土重迁, 小富则

安, 接受新鲜事物的动力不足, 缺乏创新精神。 

(六)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健全。 

在城市化进程中,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 却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就业机会。这主

要是因为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相关的培训, 不具备必要的

专业技能, 文化素质水平低, 科技素养差, 很难满足城市化建设及各个行业的用人要求。 这

不仅无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 还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三、政策建议: 

城镇化的历史经验分析贵州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和农村的差

距太大, 非常不利于平稳推进城镇化进程和保持社会稳定。 因此, 我们必须在以加速推进城



镇化进程的同时, 把切人点放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以及农村危房改造上, 这样可以使得城乡差

距不至于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 有力的提高了农村和农民的收人、 使得农村的生活生产条

件得以改善。 同时, 社会、 政府、 个人应当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 由政府组织优秀的

专业团队制切实可行的政策与科学合理的方法, 社会上应当加大监督、 实施力度, 保证政策

的正确履行, 个人应该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积极响应号召, 从我

做起, 从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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