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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剩宗劳动力流动与人力姿源开发 

基于重庆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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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重庆市是我国人力资源最丰富、剩余劳动力输出最多的直辖市，人力资源开发和剩余劳动力输 出在重庆市的经济 

发展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与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关系，揭示人力资源开 

发可促进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剩余 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又可以加速人力资源开发 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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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ong~ng has the In0st abundant human reso~ and the greatest amount of surplus laborforces flow．both ofthem play the 

imv~aant roles in a 哪9qiI ’s devdopment．Th~w,h舡 y五Il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humantesoulv_J~8 exploitation ofChongqing and the 

surplIls labor forces flow，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mutu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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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 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 调指 出，“要尊重和保 

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 

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 

认和尊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 

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就为我国面向新世 

纪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具有 

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重庆市是我 国中西部地 

区唯一的直辖市，也是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直辖市，其发展目 

标是要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因而面临的城市化和 

建设小康社会的压力是国内最大的。近千万城乡剩余劳动力 

的无序流动无疑是该市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速的 

最大制约因素。但是。只要重庆市注重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培 

养，不断加大对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力度，以达到通过人力资 

源开发促进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再通过剩余劳动力合 

理有序流动以加速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从而变人口压力为 

发展动力，加快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进程，完成辐射西南，带动西部的历史重任。 
一

、 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促进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 

流动 

(一)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重庆市人力资源丰富，数量巨大，但整体质量不高，尤其 

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素质过低，明显与直辖市的地 

位不匹配，不协调。重庆市现有人口3 090．45万，其中农村人 

口2 438．80万。占总人 口的 78．9l％，高 出全 国平 均水平 

(63．91％)l5个百分点。另据 2OOO年统计资料显示，重庆市 

全市人口文盲率为8．9％，全国为平均 6．72％；人均受教育年 

限仅有 6．5年，全国平均为 8年；近 9o％的市民只有初中及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8．6o％，全国平 

均为 11．15％，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8o％，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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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为3．61％；每 10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也低 

于全 国平均水 平 ，更低 于另外三个 直辖市。全 国、重 庆、北 

京、上海、天津(1997)分别为 3 611、2 802、16 843、10 940、6 820。 

重庆市现有劳动力的素质也不高。到20OO年底，重庆市 

各行业共有从业人员 1 683．73万人 ，其 中拥 有大专及大专 以 

上文化 程度的 占 2．7％，高 中占 9％，初中 占 33．2％，小学 占 

44．3％。人力资源的这种低水平开发现状 ，严重影响 了重庆 

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城乡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尤其不利。 

在西部大开发中，重庆市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人力资源开发任 

务，可以说，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全市的 

经济发展速度。 

(二)人力资源开发对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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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初级人力资源开 发，重庆市 可以极大地提高全市剩 

余劳动力的素质，变体力型劳动力输出为技能型劳动力输出， 

从而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提高劳务 收入，实现合 理流动 ，使丰 

富的人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剩余 

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剩余劳 

动力的劳务收入。剩余劳动力人均汇寄回来的现金数量 同其 

受教育程度之间有高度相关性(图 1)。20OO年外出就业者的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年，每年可以多汇寄回现金收入 198元， 

受过初级培训的剩余劳动力的寄带款比全部剩余劳动力的平 

均寄带款高出 13．7％。(2)增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 ，提 

高就业率和就业水平，降低返流率和流动成本。 

● 

粝 玲妖 妖毖 冷妖 

文 化 程 度 

● 

图 1 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寄带回现金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 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一城 乡就业问题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O2． 

研究表明，剩余劳动力的返流率同其受教育程度呈负相 

关关系(蔡防，2oo2)。(3)提高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和适应能 

力，使其适应东部沿海省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保持对 

其它省市外出剩余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 

质越高，流动的障碍(包括机会成本)就越少，其流动性就越 

强。20OO年外出就业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如图 2所示。 

(4)拓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面，扩大就业范围和区域，提高就 

业层次，扩大劳务收入的来源。(5)提高外出就业者的自我保 

护能力，帮助其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使其在遵纪守法，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6)提高外出就 

业者的学习能力，使其能更快地学习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工艺，积累经验，增加知识，并加快这些知识、技能、信息、经验 

在外出就业同乡间的传递速度，帮助外出就业者不断提高就 

业层次。(7)帮助外出就业者早 13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劳务输 

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为国家创汇。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 T．w．舒尔茨的成本 一效益理论和 

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 ，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重庆市人力资 

源开发对剩余劳动力流动促进的模型。 

F = PR一(1一P)C+ 

R =_，1(e，t，h，1／a，，一．厂，一r，一f， ) 

C：fz(1／e，1／t，1／h，口，f，r，』， 1) 

P =f3(e，t，h， 3) 

F表示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P表示剩余劳动力到外地 

后能够就业的概率；R表示转移收入；C表示流动成本 ；e表示 

受教育程度；t表示受培训情况；h表示身体素质；o表示年 

龄 ；
．
厂代表政府管理收费；r表示留在家乡可以取得的收入(机 

会成本)； 表示交通成本；扒vl、v2、v3表示其它的一些变量， 

,f2．f3分别表示函数关系。只要 AR至 C或PAR至 (1一 

P)△C，重庆市的剩余劳动力就会不停地向外流动，以获得较 

高的比较收益。 

固 2 外出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 

资科来源：中国人 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一城 乡就业问题对策．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 ．2OO2． 

剩余劳动力到外地后的收入同其受教育程度、培训情况和 

身体素质等呈同方向变化，而同政府收费、在家乡的收入、交通 

费用等成反方向变化；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同其受教育程 

度、培训情况、身体素质呈反方向变化，而同其年龄、政府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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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的收入和交通费用成同方向变化；剩余劳动力到外地后 

的就业概率同其受教育程度、受培训情况和身体素质等成同方 

向变化。因此，只要重庆市加大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源的开发 

力度，就可以降低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增加其劳务收入，并 

且能够增大剩余劳动力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 

二、引导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以加速人力资源开发 

(一)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 。 ’ 

重庆市要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必须不断 低农村 

人 口在其总人 口中的比重 ；为此 需要转移农村人 口近2‘000 

万。重庆市还是我国重要 的老工业基地 ，重 工业 比重大 ，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多，城市新生劳动力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形 

势十分严峻。城乡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重庆市剩余 

劳动力流动具有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困难多的特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 

直辖 5年来，重庆市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 888．1万人 

次，实现劳务创收 622．3亿元，平均每年农民人均劳务创收 

510．2元 ，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的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表 1)。 

表 1 外出就业劳动力人均劳务收入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O0 2001 

劳务收入(元) 409．3 455．2 539．6 566．9 580．0 

占总收入 比重(％) 24．2 25．3 29．4 30．0 29．4 

资料来源：欧阳林，等．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浅析．重庆经济， 

2002，(7)． 

2001年全市农村劳务收入 141．6亿元，约占全市 GDP的 

8．1％，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方 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规模大，且呈不断增长趋势。2001年，重庆市转移的农村劳 

动力人数达414．7万人。转移的地域较广，就地转移和向外输 

出同步增长。重庆市农村 劳动力面 向全国输 出，1999年 ，重庆 

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流动占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63．8％ ，达 177万 ，主要输出地为广东 、福建、浙江 、上海 、新疆 

等省、市、自治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不断优化，外出就业者 

中初 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越来越大，达到38．5％．。重 

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用工 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 ， 

比例达到 60％ 以上。 

2．城镇部分下岗职工的流动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买方市场的形成，重庆市国有 

或集体企业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问题逐渐显性化，冗员问题 

日益严重，下岗职工数激增，使得全市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2000年底重庆市城镇公开登记失业人数为lO．15万人，登记失 

业率为3．5％，创开展失业登记以来的最高值。加上未登记的 

下岗职工，以及区县机构改革，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城镇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及新增劳动力也主动、 

被动地加入到剩余劳动力流动大军，使这支队伍更显壮大。 

(二)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加 

速作用 

剩余劳动力输出可以看成是一种“送出去”的人力资源 

开发方式 ，是利用外地的就业 岗位 、机器设备及岗位培训等来 

为重庆培训技术熟练工人。剩余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源开发 

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外出就业可以开阔剩余劳 

动力的视野 ，增长见识，改变因循守 旧的思想观念 ，了解市场 

经济的规律 ，增强竞争意识。这都有利于区域的开放搞活和人 

口素质的提升。(2)剩余劳动力输出是一种经济的人力资源 

开发方式。外 出就业劳动力 由于厂方 的岗位培训 或在“干 中 

学”，可以学到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接受并掌握先进 

的管理方式，提高素质，为重庆经济的发展作劳动力方面的准 

备。在重庆市的外出就业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直接动机是 

出去学习技术 ，而不是仅仅 只为了挣取劳务 费，如图 3所示。 

(3)外出就业者寄、汇回来的劳务费，既可改善生活，巩固小 

康 ，又可用来对其家庭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有利于潜在人 

力资源素质的提高。(4)外出劳动力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 

信息易于在同乡间传播；这些知识和信息传递回来后，可以增 

强本地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 ，并间接地掌握一些实用 的生产 

技术。一些外出就业者掌握技术，返回家乡后，成了社区经济 

发展的紧缺人才，影响并带动身边群众提高素质。(5)外出就 

业者接触到甚至亲身经历了东部沿海的社会经济变革，对采 

用新技术，实施计划生育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 

这有利于人本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有 

利于其后代接受更多的教育，提高未来人口的素质。据研究， 

人 口自然增长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 ，适龄儿童入学率每上升 
一 个千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可增长 0．7—1．2个百分 

点(谢立新，2001)。(6)外出就业者受东南部沿海人文环境的熏 

陶，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较强。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加速东 

部文化向重庆市渗透，这有利于重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可促 

进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 

图3 重庆市剩余劳动力流动原因构成 

资料来源：欧阳林，等．重庆 市农村 劳动力转移情况浅析．重庆经济， 

20O0，(7)．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 ． ，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尔等的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我们对重庆市剩余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 

源开发的促进作用也可以构造一个模型。 

H = M，L，R，I，一b，e，口) 

L= (e，t，lla，口1) 

R =／2(e，t，h，lla，，一／，一r，一J，口2) 

I=Y3(e，t，lla，口3) 

B= (IlM，1／e，1／t，aR，v4) 口为系数，0≤a≤1 

E=／5(M，R，I，1／b，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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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代表人力资源开发 ；M代表示观念和意识 ；L代表培训 

或“边干边学”；R代表劳务收入；，代表知识、信息、经验、技 

能等的传播；b代表人口出生率；P代表适龄儿童入学率； 、 

l、 2、”3、 4、 5代表其它的一些变量；，、 、，2、，3 、，5代表 

函数关系。 

重庆市剩余劳动力到外地就业后思想观念的进步，得到 

的培训或“干中学”获得的知识，挣得的劳务收入，知识、信 

息 、经验 、技能的增加等都 同其人力资源开发成正相关关 系； 

到外地后得到的培训、获得的收入和知识、技能、信息、经验的 

增加又同其本身所受的教育 、培训成正 比；人 口出生率则同其 

思想观念、教育、培训和收入成反方向变化；后代受教育程度 

同当代人思想观念的进步、收入的增加、信息的传播等成同方 

向变化，而同人口出生率成反方向变化。可见，重庆市剩余劳 

动力的流动能极大地提高当代劳动力的素质，并为以后的人 

力资源开发作好 了物质和精神的准备。 

三 、人力资源开发和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相互作用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 ，实行 自然资源开发型发展 战略的 

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慢，而实行人力资源开发型 

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快，效益较 

好，经济的运行质量也较高。重庆市要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 

心，真正起到辐射西部、带动西部的作用，必须摈弃自然资源 

开发型发展战略，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型发展战略。然而人 口众 

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多，且住居分散，素质不高，已 

日益成为重庆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短期内，重庆又不 

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 

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为此 ，必须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合 

理组织、引导剩余劳动力的输出，以缓解就业压力，变经济发 

展的障碍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力资源开发可 以促进剩余劳 

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又可以加速人 

力资源的开发，两者的相互作用能极大地促进重庆市的经济 

发展 。 

(一)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将对经济 

发展产 生推动作用 

其一，人力资源开发可降低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增加 

劳务收入。较高素质的剩余劳动者到外地后易于就业，就业的 

层次较高 ，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务收入，从而拉动重庆的经济增 

长。其二，结合重庆的优势，培训大量的摩托车和汽车维修人 

员、餐饮业人员和医药化工、冶金等行业的推销人员，将他们 

派往全国各地，既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务收入，又可以为重庆的 

优势产业开拓市场空间。其三 ．对不能继续上学深造的农村青 

少年，结合其易于接受新知识的特点，加强职业技术培训，使 

其掌握一些新型的实用技术 ，以弥补城市新型技术工人的不 

足 ，加快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四，对城镇中的下 岗职 

工进行适当的再培训，将其引导至各级乡镇企业，实现剩余技 

术人才区域内流动 ，发挥相对技术优势 ，以加快乡镇企业的发 

展 增强对剩余劳动力的吸附能力。其五，对城镇新增劳动力， 

应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保护、旅游等职业技术的培训，将其输 

送到渝东地 区，满足三峡蓄水后相关产业的发展需要。 

(二)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加速人力资源开发将对经济 

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其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是利用外地 

的就业岗位来部分地解决本地的就业难题 ，可极大地缓解重 

庆市的就业压力 ，变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为积极的、有利的因 

素。其二，对重庆来说，剩余劳动力输出还是一种潜力巨大的 

“无形贸易”，可使重庆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域 限制，享受 

“三来--*t'”加工贸易的好处 ，获得 一定份额 的加工费。剩余 

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劳务收入已成为重庆市农村经济新的增长 

点和农 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在重庆市的 GDP中占有一定的比 

重。其三，剩余劳动力输出可为重庆培训大量的初级技术熟练 

工人 ，帮助重庆在 自然资源优势不 断下降的情况下 ，增强 “投 

资吸引力”。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部分劳 

动密集型产业必将西移。在西部大开发中重庆市落后的交通 

条件将会得到极大地改善，加上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初级技术 

熟练工人，必将成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地， 

这既有利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剩余劳动力就业，又有 

利于全市人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其四。外出就业劳动力返乡 

后 ，也有利于重庆市的经济建设。如大量技术熟练的建设工人 

返乡可加快重庆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开发成本 ；三峡库区 

蓄水后 ，在外从事水产养殖的劳动力返 乡后，有利于重庆市的 

渔业发展等。外出就业劳动者在掌握一定技术、积累一定资金 

后回乡创业，既可以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又可以加快农业的 

现代化进程 ，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其五 ，因一 、二 、三产 

业比较利益的差别，剩余劳动者外出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强 

购买力，有利于重庆市的市场发育，可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完善。 

(三)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两者对 经济发展 的 

促进作用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源开发和剩余劳动力流 

动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促进了技术进步、增加了 

资本的积累并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技术进步条件下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 y=?+a(zxK／K)+(1一a) 

(／',L／L)，其中口代表系数，0≤ a≤1，K表示资本， 表示劳 

动 ，y表示国民收入 ，?表示技术进步。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和 

剩余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的增大，本地劳动者的增收和外出就 

业者汇寄回来的劳务收入又会使△K增大，劳动者技术熟练程 

度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会表现为 △L的增大。可见，无论 

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看，人力资源开发和剩余劳动力流 

动及其相互作用都可极大地促进重庆市经济发展。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提 高剩余 劳动力的素质 

多年来 ，重庆市的教育投资力 度一直不 够。1998年 ，教 

育投资总额仅占GDP的2．3％，同期全国的平均教育投资水 

平为 5．2％，重庆还不到全 国平均水 平的一半。农村教 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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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是严重不足 ，导致 75％的中学和 9o％的小学不能按教学 

要求配备仪器设备。教育投入不足又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 

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在职教 师也不能安心本职工作。贫 困山 

区教师的流失情况更严重，很难留住人才，人力资源素质低下 

的状况难 以改变。为顺利推进西部大开 发战略 ，重 庆市必须 

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 

质，尤其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此。教育投资还应 

适当地 向农村地区倾斜。 

(二)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培养经济实用型人才 

加强教育体制改革 。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开发 

战略，努力实现办学形式要多样化。一是办学主体要多元化。 

在政府办学的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投资办学 ， 

集资办学。合作办学等等。加大“希望工程”的实施力度，形成 

投资多渠道、管理多样化、专业多层次的教育新格局。二是办 

学层次多样化，形成基础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 

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齐头并进的格局。三是要提高儿童入学 

率，降低辍学率，重点要做好外出就业者子女的教育工作，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四是要把教育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加强 

对边远 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人 口的教育 ，尤其要加强妇女的教 

育。五是要注意教育结 构同产业结构的协调，重视职业技术 

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在城市 ，要有重点地培养汽车和摩托 

车维修人员、餐饮业和旅游业人员 、有色冶金和医药化工方面 

的维修和推销人员 ，向外地输送相关 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在 

农村，要加强剩余劳动力的初级技术培训，重点抓好中学毕业 

生的职业技术教育，避免农村学生在没有掌握一技之长之前 

就流人社会 。六是要制定激励农 民学习知识的政策 ，利用远 

程电讯、电视讲座及组织大中专学生“科技下乡”手把手辅导 

等教育形式，降低校外成人 自学的成本。 

(三)-ff理配置卫生资源 提 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合理分配资金和人力，采取向农村 

地 区倾 斜的扶持政策 ，大力培训农村赤脚医生和通科 医生 ，重 

点做好地方病 、传染病 的预防治疗工作 。在渝的各级 医学 院 

校应扩大在重庆的招生规模，向广大农村地区输送合格的医 

学卫生人才。加大“卫生下 乡”的工作力度 ，医学院校应安排 
一 些实习生到边远农村地区实习锻炼 ，各级 医疗机构应尽可 

能多地选派 医疗骨干 到农村去进行扶贫帮 困工作。研 究表 

明，身体健康的剩余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能够胜任东部 

地 区的脏 、累 、苦工作 ，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 

(四)加强组织与引导 促进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一 是要建立完善的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建立健全全市、 

区县、乡镇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及时准确地发布劳务信 

息，引导剩余劳动力有 目的、有效益地输 出。避免转移的盲 目 

性。二是要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劳务输 出基 

地，与吸纳重庆市劳务大军的省市加强合作，为劳务输出转移 

搭桥铺路，加强对外出劳务人员的引导、服务和管理，提高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性。三是要加强劳务输出的管理工作。 

保护外出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外出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社会治安管理和子女的教育等。据调查，重庆市每年有 3o％ 

的转移劳动力务工后不能得到工资，40％的转移劳动力曾经 

有过被侵犯合法权益的情况。 

(五)将人力资源开发 同开展 国际劳务输 出联 系起来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重庆市剩余劳动力成本低廉，具有 

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2001年全市劳务出境人数达到6 300 

人，比1997年增加 4 500人，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大幅度地增 

加。在重庆市的劳务输出中国际劳务输出仅占0．5％弱，低 

于全国水平，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很大。重庆市应抓住加入 

WI'O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市场竞争，拓宽领域，扩大空 

间，开创出境劳务输出的新局面。 

(六)引导并规范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降低 土地抛荒率和 

农民工的流动成本 

由于比较利益的吸引，部分农民更愿意外出从事二、三产 

业，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没形成或不规范的情况下 。农民的 

流动成本会上升 ，劳务 收入会降低。各级政府应 积极地为农 

民工的流动创造条件，合理引导并规范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 

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实现规模经营。这样既有利于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 ，又可以保证农业税税源的稳定 ，并解除农民-r#b 

出就业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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