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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与效益比较研究 

李军
1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对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与效益进行比较,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教育、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二

元结构、劳动力供求信息对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和效益的影响。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要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农村劳动力信息系统建设,努

力提高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益。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路径与效益 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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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理位置优势,“九省通衢”不仅描述了湖北省在全国自然地理总体框架中的腹心位置,而且能成为联东结西、承南接

北的纽带。在经济学中,除了土地外,其他生产要素大都属于流动性要素,“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吸纳外地流动要素的

重要通道,而各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劳动力,所以研究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题,一是在全国大格局

中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服务于政府决策具有现实意义,让“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优势升华为经济优势,进而在全国发展

大格局中有更大的作为,作更大的贡献。 

1 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路径 

根据湖北农村统计年鉴 2017统计,截至 2016年底,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全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 1112.81万人,外出务工人员占

农村实际从业人员比重为 48.5%,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出规模大。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呈现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外出务工人员

中男性高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例为 59:41。二是全省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 21～49 岁的青壮劳力为主,有 787.94 万人,占其外出比

重为 70.9%,而 50 岁以上 167.44 万人,占其外出比重为 15.1%;20 岁以下 157.43 万人,占其外出比重为 14%。三是从文化程度上

看,六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初中文化程度,占比最大,三成人员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一成左右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具体

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 124.94万人,初中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 625.31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

362.56万人。 

1.1外出人员转移渠道 

目前自发外出仍然是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主要形式,人数为 785.71万人,比重高达 70.6%。而政府组织、中介组织介绍、

企业招收比重分别只有 8.7%、6.7%和 14%。湖北省各地区中,荆州市、咸宁市、恩施自治州、仙桃、天门和神农架林区的自发外

出比重高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其中神农架林区比重最高,高达 97.1%。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渠道中,只有武汉市、十堰市、宜昌

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潜江市比重高于 10%。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架林区的外出渠道除了自发外只有企业招收,且比重只

有 2.9%,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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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外出人员就业行业 

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 5.5%、54.1%、40.4%,从行业分组看,外出人员务工以二、

三产业为主。而在各地区中,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是潜江的 9%,最低的是武汉的 2.6%;第二产业中比重最高的是恩施自治州,比重

为 61.3%,最低的是仙桃的 41.0%;第三产业最高的是仙桃的 54.8%,最低的是潜江的 32.9%。 

1.3外出人员转移地点 

从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地点来看,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在港、澳、台地区和境外的比重分别只占

0.3%和 0.2%。而就省内就业和省外就业作比较,省外就业 55.1%的比重高于省内就业 44.3%的比重。各地区中,武汉市、宜昌市、

鄂州市在省内就业比重很大,省外就业的比重分别只有 24.0%、38.1%和 28.0%,远远低于湖北省 55.1%的比重。而荆州市、恩施自

治州、天门的省外就业比重较高,比重分别是 65.9%、68.4%、67.6%。值得注意的是黄石市在港、澳、台和境外地区的比重较高,

比重为 3.9%和 1.4%,远远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从湖北省外出劳动力转移路径看: 

一是组织引导不够,湖北省七成以上外出人员都是自发外出寻找就业,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和中介组织介绍的比重较小,湖北

省农村劳动力不能科学、高效的转移。 

二是从行业分组看,湖北省各地区外出人员务工以二、三产业为主,行业分布多元化,可见外出务工人员的结构有所优化。 

三是从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地域上看,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湖北省 25 个贫困县纳入精准扶贫的主战场,获得了

政府和社会各界政策和资金支持,不仅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还改善了湖北省的就业环境,湖北省县域非农业岗位增多,农村劳

动力就近就业人数大大增加。2016 年湖北省外出务工人员在省内就业达到 493.59 万人,比重达到 44.3%。其中县内乡外务工人

员达到 185.54 万人,省内县外务工人员 308.05 万人。同时到省外就业的外出务工人员也稳步增加,全年省外就业外出务工人员

达到 619.22万人。以上数据表明外出务工人员在县内乡外就近务工人员比重较大,空间布局更加合理。 

2 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的效益比较 

2.1外出转移渠道的效益比较 

自发外出求职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外出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中:依靠亲朋好友介绍就业的占到 33.47%,自发外出求职从业的达

到 37.13%,两者占比高达 70.6%之多。调查反映,农村劳动力自发外出往往是和同龄人或亲属一起去外地劳务市场求职,因为缺少

准确的劳务信息和政府引导,可能导致部分无法就业,甚至上当受骗,且相比其它转移渠道,好的工作岗位较少、工资收入不高、

生活福利也无法保障。 

市场劳务中介一般能提供较为准确的劳务信息和福利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但这种就业渠道对于外出劳动力来说成本较高,

因为要缴纳一定的劳务中介费。此外,目前我国劳务中介市场还比较混乱,遇到劳务中介乱收费和遭到黑中介欺骗的现象较严重。 

政府推荐就业的渠道对外出劳动力来说就业成本是最低的,并且信息准确性最高、风险性更小、应聘周期最短,工作的稳定

性也有保障,且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 

2.2外出就业行业的效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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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面比较狭窄,以非正规就业为主,一般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初级岗位上,如制造业、批发

零售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而外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少。由于各个行业之间的差别很大,外出劳务人员之间收

入差距也相对较大,一般来说从事第二产业的外出劳动力收入高于第三产业外出劳动力的收入,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外出劳动力收

入又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外出劳动力收入要高。 

2.3外出就业地点的效益比较 

农村劳动力省内就近就业的效益。一方面,外出劳动力省内就近就业相对于在家务农来说收入明显提高,提高了农村家庭总

收入;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个庞大特殊群体,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问题,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

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农村劳动力在家乡就近就业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效益。一是发达地区的收入和机会更多,外出劳动力的发展前景也变得更大。二是提高了外出劳动力

的文明理念,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发达且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后,先进的文明观念和生活方式会对外出劳动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都比以前明显增强。三是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

致使用农业机械成为了农村的客观需要,而外出劳动力的收入使得购买农业机械有了经济基础。 

3 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与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 

3.1农村劳动力教育不足 

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劳动力素质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不足日益成为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水平低下。因为以前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比较落后,所以现在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在湖北省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 70%,因此农村外出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要求、低收入水平的初

级岗位。 

继续教育体制不完善。虽然农村劳动力继续提升文化素养、专业技能的方式有许多种,如函授、电视大学、网络教育、自学

考试等,但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参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很好的参与其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湖北省初中文化水平的继续教育体系空缺,将导致湖北省占比高达 70%的初中以

下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不断被淘汰。再者,湖北省职业教育体系并不完善,基本上只是依靠当地政府举办,且培训次数少、培训质量

差、培训种类少,并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提升劳动技能的需求。 

3.2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二元结构特征 

社会保障机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物质和精神方面有着极大的稳定作用,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对于农村劳

动力转移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保障机

制相互分离,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机制,而农村劳动力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就

会加剧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增强自我放弃的心理,这些就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科学高效的转移。 

3.3劳动力供求信息不畅通 

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及时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越来越大、转移地点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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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企业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对于湖北省城市地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

息系统,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系统显得相当落后,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是依靠亲朋同乡介绍。这类劳务信息

不仅稀少,而且还不准确,依靠这类劳务信息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的现象,甚至会上当受骗,并不能有效

引导劳动力转移。 

4 提升湖北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益的对策建议 

4.1完善农村教育与培训体系 

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建立成人教育学校和职业技能学校,定期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着重针对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下和职

业技能落后的问题进行解决,满足农村劳动力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需求,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满足农村劳

动力的实际需求是继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要满足农村劳动力提升劳动技能的需求和企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还要与转

入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相符合。 

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培养职业技能和提升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

系,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服务和引导农村劳动力,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有许多种,

不仅有传统的讲座和培训班,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教育,这样可以让农村劳动力自由的选择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促使更

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到职业培训。同时职业技能培训既要全面又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了解农村劳动力最想要的职业技能培训,

如装潢、家电维修的培训。此外,职业技能培训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现状和教育资源相联系,充分发挥好职业技术学校和中专学

校的作用,不仅要发展好职业技术教育,还要适应好市场需求。 

4.2完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保障农村劳动力平等的进入劳动市场竞争。因为社会人群结构复杂,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不同的需

求,所以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一是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要确保全体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利益,必须依靠法律机制,

所以要加强法律、行政法规建设;二是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机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转移劳动力无法享

受转入地的社会保障,这就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村劳动力享受平等的福利和保障;三是留

守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近年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这个群体不仅收入低、生活能力差,而

且心理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这就需要更多的社会关心和保障,以此消除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4.3推进农村劳动力信息系统建设 

农村劳动力信息系统建设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等信息工具,增强劳动力信息平台的信息服务能力,以满足农村劳

动力转移对信息的需求。与此同时要多加利用好市场资源,发挥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对信息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全方位的为劳

动力提供配套服务和信息,如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等,以此减少劳动力转移的风险。但要注意对市场中介组织的

监督和引导,促进信息平台规范化良性化发展。 

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作用,政府宣传部门可以通过政务微博、网络公众平台等媒介发布各种劳务信息。这

些新闻媒介除了可以发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外,还可以对能人返乡创业等实例进行宣传,通过这些事例鼓励当地人才进行创

业。 

4.4科学选择转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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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规模大,各自特点也都不一样,所以转移方式要因人而异,针对不同人群,选择不同的转移途径,从

而使农村劳动力科学高效的转移。比如:(1)离土不离乡。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并依托当地资源建设特色产业,增加当地的工作岗位,

对家庭负担重的农村劳动力采取就近转移。(2)离土又离乡。对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

准确、及时的劳务信息,帮助他们科学高效的转移。此外,针对一些有能力的劳动人群,政府应发挥引导和服务功能,帮助他们在

当地进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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