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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劳动力跨省区流动对湖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陈小京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7） 

【摘 要】 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

而显著的特征。目前，这种流动模式对湖北发展的制约正逐步显现。国家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要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关注的重点应当从当前确立与完善劳动力市场转向通过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促

使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同时，必须改革关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彻底改变目前劳动力输入地的“ 经济吸纳、

社会拒绝”的地方政策，促使“ 民工”变成“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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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湖北省是我国农业地域和农村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变化，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成为制约湖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包袱。上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由于制度空间的解冻，

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在湖北数量

庞大的劳动力流动大军中，形成了四种主流性的流动形式。 

第一种流动形式为“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流动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乡镇

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特点是以本地农村劳动力为主，以外地劳动力为辅。20 世纪80 年代，湖北省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

一便是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形成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镇企业成了湖北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减轻湖北的就业压力开辟了新的路径。但进入20 年代9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

放缓，除少数在市场竞争中跨入现代企业行列以外，多数乡镇企业则是惨淡经营或破产倒闭，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开始逐年下降。

到2005 年，湖北绝大多数市县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只有上世纪80 年代平均吸纳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种流动形式为“ 进城务工经商”。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为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逐渐向大中城市流动，尤其是向武汉、宜昌、襄樊等中心城市流动。改革前，由于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几乎没有任何

机会进城务工或经商。改革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突破城市的封闭，大量进入城市，以寻求他们新的生存空间。以武汉为例，

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在武汉城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外地人口已超过百万人。虽然这些流动劳动力依然未能改变他们的身

份（ 没有城市户口）而只能是城市的边缘群体，但他们却已真正形成了城市中有明确身份标志的功能群体，他们通过自己的经

济活动成为了中心城市不可缺少的有机部份，他们在城市商品流通领域中编结成一张个体经营商业网，在服务中填补了大量城

市必需的服务内容。 

第三种流动形式为“ 南下打工”。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来自于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现代产业的

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为数众多的“ 打工者”，主要不是作为补充劳动力的形式或填补城市商业服务功能被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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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他们在数量上都程度不等地超出当地人口总数，通常构成了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而且绝大多数成为现代化企业

中的产业工人，以及为伴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为现代社会提供服务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人员。2002 年9 月《湖北日报》

刊登了《楚才遍南图》一文称：湖北省组织的赴广东考察学习代表团在粤期间有两大感受：一是高兴，无论考察到广东什么地

方，总可以遇到家乡飞来的精英；二是酸楚，这么多家乡精英怎么都飞到了南国。该文的作者由此发出了“ 湖北怎么成了广东

培训人才和劳动力的重要基地”的感慨。 

第四种流动形式为“ 西部拓荒”。由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给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机会正在相对减少。随着西部大开发及“ 东企西移”、“ 外资西进”，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劳务需求正逐步增大。

于是，湖北许多市县的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呈增长态势。 

在上述四种流动形式中，第三种形式是湖北省劳动力流动的主导形式。据2005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湖北外出劳动力67.23%

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比2004 年的62.97%提高4.26个百分点。这一形式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与湖北存在着收入水

平的差异、劳动市场需求的差异、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差异、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差异等。尽管劳动力异地间的跨

区域东流，减轻了湖北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对湖北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区际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湖北农民增收的作用巨大，甚至成为农民增收

的主要来源。如湖北的许多地方，外出务工的农民挣得的现金收入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应该看到，

湖北仅靠劳务输出不仅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样也不能缩小省区间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 南下”和“ 东流”

的“ 民工潮”，为那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当地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

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 边缘人”，即所谓“ 外来妹”、“ 打工仔”。他们无法获得真实的当地居民身份，不能取得当地户口，

不能和当地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文化素质较高的智力劳动者在流

出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加剧了湖北人才的紧缺，使湖北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增长的需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正是这种种原因阻碍了区际间的梯度转移，区际差异呈现出扩大之势。 

第二，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湖北劳动力跨省流动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减缓了自身

的工业化进程。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集聚。湖北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仅有力地

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而且由于湖北多数市县没有自己的制造业产业，受到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这一部分

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转移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的统计，2005 年湖北全省外出劳

动力中有74.34%的在省外务工，首次外出者三分之二首选省外，推算约434.23 万人。在这434.23 万人中，40 岁及以下的占总

数的91.27%，占居了总数的九成以上。因此，如何创造“ 软环境”使湖北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城镇转移，留住学有所长的

中高级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应该是今后湖北各级政府应着力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加大了输出地的社会负担。以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为例，外出务工经商者多接受过一定的教

育和培训，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口。以湖北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专业培训为例，受过专业培训的占到总数的35.47%，

比全省平均受训比例高出15.24 个百分点。由于中国实行的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承担，教育费用要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

至70%，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

报的可能。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湖北在省外务工的434 万人，以每人教育费支出以1500 元计就达50 亿元之多。此外，还

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劳动力输入地没有先期投入，只是摘取“ 果实”，无需承担这些劳动力社会福

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责任。 

第四，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地的湖北来说，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庞大的需求市场被东部沿海省区

所占有，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这种外出打工方式，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消费需求。对输

入地来说，外来劳动力不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可观的就业岗位。以每10 个外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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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当地1 个人就业计，一个输入几百万劳动力的省，仅此就可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费倾向偏低，

也使全国消费需求间接地被压抑了。 

本文并不想否定湖北劳动力的跨省区流动的合理性，只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只有劳动者就业的跨省区异地流动、

没有相应的人口迁移的模式，产生了一种“ 马太效应”，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它既破坏了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

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不复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区际间的差距，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

际矛盾日益突出。它不仅影响了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宏观消费需求。所以，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正日

益减弱，已成为湖北经济快速发展的约束力，应当引起政府部门充分重视。 

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是一个相当浩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政府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要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关注的重点应当从当前确立与完善劳动力市场转向通过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促使中国经济长

期增长。同时，必须改革关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彻底改变目前劳动力输入地的“ 经济吸纳、社会拒绝”的地方政策，

促使“ 民工”变成“ 居民”。对劳动力输出地来说，人口迁移出去，既可以减少劳动力，使当地有限的资本与生产者充分结

合，又可减轻为输出劳动者承担社会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有限的财力为本地建设服务。湖北各级政府要加快省内劳务市场

建设，特别强化吸纳智力劳动者的发展机制，重视培养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和重视区域内全民素质的提高，并通过制定政策留

住与吸引各类人才在湖北创业。 

从近期来看，政府部门应制定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的政策，设立协调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协调机构，统

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区域劳务协作，合理有序地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并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对外来劳动力

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不公平对待，例如，为外来劳动力提供保险，逐步享受当地居民的一些福利、实现国民待遇，向劳动力输

出地转移利润税收、以平衡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经济利益的失调。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让打工者及其家属迁入，还是向输出

地区转移财富以支持这些地区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对输入地利益的分享，可能会引起该地生产成本上升。但笔

者认为，对此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东部沿海省市可以通过梯度转移将一些企业和产品的生产转移扩散

到中部地区去，以寻求更低廉的生产要素，从而促使地区间差距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