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劳动力转移对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影响1

何 欣，向 岚

（贵州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劳动力转移已经是我国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种转移促进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也已经成为促进改革的推动力，

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本文结合人口经济学相关理论描述了贵州省的

劳动力转移特点，分析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对当地产生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并结合这些负面影响提出解决这些问

题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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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作为工业化进程中重要要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我同作为世界上一个仅仅

用二三十年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二三十年间，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流动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像上个世纪几千万

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还有后来进入生产过剩阶段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

就是这些劳动力的空间转移为国家仅仅只用二三十年完成工业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奉献了一定的

力量。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贵州省为研究对象，结合人口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贵州省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伴随它的劳动力流

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也会出现这些劳动力外流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在外子女的受教

育问题等等，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

纳克斯（1953）、刘易斯（1964）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劳动力转移这个概念。张彩江和马庆国（2004）对剩余劳动和劳动

剩余的概念做了辨析，通过引入劳动力自主权参数说明剩余劳动、劳动剩余与充分就业劳动力之间的动态变化。段平利（2005）

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我国剩余劳动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且劳动力剩余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失。于建嵘（2008）指出，在我国二元

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大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留在农村，成为剩

余劳动力。这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过程。刘秀梅和田维明（2005）以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估

计了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力对各自 GDP 的边际贡献，转移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在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劳动力转移可

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转移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与城市劳动力比与农村劳动力差距大很多，表明剩余劳动力数量

和转移贡献空间有限。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地区或者国家的发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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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对于劳动力的转移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关注较少，本文将主要对劳动力转移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2、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

劳动力流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问题。起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发展经

济学家都认为劳动力由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种流动是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地

区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的一个过程，这种流动不仅可以促进资本积累，又可以刺激技术进步。然而到了七十年代，随着大

量劳动力外流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凸现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口过量流动会产生许多负社会效益。

2.1简述刘易斯模式

刘易斯提出第一个劳动力流动模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国民经济含有两种性质

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仅能满足糊口的，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

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远比传统农业生产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刘易斯模式又称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

刘易斯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生活成本都低于城市工业部门。而作为城市工业部门有足够的资本剩余，由于这

些资本剩余的存在，城市工业部门可以支付给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更高的工资报酬，所以，城市工业部门就会吸收农业生产部

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工资水平下，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完全有弹性的。于是，城市工业部

门进行扩大再生产增加资本量的时候，可以吸收更多的农业生产部门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

移到城市丁业部门为止。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出，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达到最高。此时，城市工业部门要想

继续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更多劳动力，也就不得不和农业生产部门竞争劳动力，所以城市工业部门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来保证劳

动力的供给。

2.2贵州省劳动力转移的表现与刘易斯模式

贵州省作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不仅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贵州省的劳动

边际生产率，更使当地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而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提供相对高的工资来吸收全国像贵州

省这样经济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该模型的前提是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是城乡发展的这种差异诱使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

提供给劳动力不同的价格，也就是这种工资的差异引起贵州省剩余劳动力的外流。

3、贵州省劳动力转移对当地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和必然要求。这种劳动力流动一方面给区域发展带来机遇和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潜在的社会问题。

3.1劳动力转移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3.1.1增加劳动力收入

大部分劳动力转移是因为在本地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而相对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

引其他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的劳动力。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可以在这些地方提高自身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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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带动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转移劳动力长期待在经济发达地区，经常接受比较超前的观念和意识，而相比那些长期待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劳动力，更

能意识到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别。所以，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某些先进思想和意识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这样，

也间接带动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3.1.3提高劳动力素质

转移的劳动力一般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会选择农业生产这样的劳动类型，而是从事具有一定能力和技能的行业，再加

上经过系统的岗位培训和学习机会。这也就潜移默化中提高劳动力自身的素质。

3.1.4加快农业现代化

随着大量的劳动力转移，而且转移的主力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转移的劳动力无法再进行农业生产，要么他们将土地

抛荒闲置；要么就将土地转交给土地承包商，而这些土地承包商由于农业生产规模比较大，现代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劳动力转

移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现代化。

3.2劳动力转移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3.2.1农村土地抛荒闲置，乡镇小企业发展缓慢

随着劳动力起初少量的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土地仅仅占用较少劳动力，于是经济发展良好。但是，当地劳动

力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时，他们可以更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则会出现大量劳

动力外流，因此，农村开始出现土地抛荒闲置的情况。同样，乡镇小企业也会遭遇这种闲境，乡镇小企业发展不起来，也就会

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3.2.2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阻碍本地经济发展

流出的劳动力大多都是青壮年，属于当地的“精英”劳动力。然而，这些劳动力的流出对当地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都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3.2.3转移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职业绝大多数外流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往往在经济发达地区从事比较低层次

的社会劳动，由于这些劳动缺乏技巧，不能提高外流劳动者的自身技能。所以这种流动就开始恶性循环，只能长期从事这些低

层次的劳动。

3.2.4留守老人问题

劳动力流出最多的是青壮年，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基本上都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由于生活条件不允许，他

们大多数都选择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老人村”。

3.2.5子女教育问题

作为外来人口的群体，进入城市后由于生源地的原因难以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就会出现外来工子弟学习成绩普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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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部分原因是外来工家庭流动性强、学生经常转学，学校教育不连贯、学习环境差，以及外来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低有关

系。这样，外来工子女教育也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同时也就说明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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