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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地开发三峡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是未来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分析三峡库区农 

村剩余劳动力现状的基础上提 出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开发战略及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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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Regi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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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uts a research on the rural supernumerary human Iesource of Three Gorges region．Firstly．this．paper Ie。 

searches the actuality of the area and an alyzes the reasons．Th en the solutions to the supernumerary labors problems of Th ree Gorges re- 

sion al'e discussed．At last，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supernumerary human resources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relative 

measures of Three Gorges Region． 

Key words：Three Gorges region；supernumerary labor resources；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我 国是发 展 中 国家 ，是 农 业 大 国 ，是 典 型 的 劳动 

力剩余经济国家。农业 、农 民、农村 问题是影 响我国 

经济发 展、社 会保 障提高及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 

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实现本世纪经济发展 

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且 

对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关系重 大。经济研究者一致 

认识到 ，科学地开发我 国的剩余 劳动力资源 ，是未来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三峡库 区作为欠发达 

农业经济 区，能否在 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伟 

大变 革 中走 可 持 续 发 展 之路 ，从 根 本 上取 决 于库 区 

农村人力资源 的深度开发 和有效利用。因此，客观 

地评价库 区剩余人力资源状况 ，进而探索库 区人力 

资源开发 的模式 ，无 疑具有重大 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 

意义 。 

一

、三峡 库 区农 村剩 余劳 动力 资源 现状 

(一 )三峡 库 区农村 剩余 劳动 力基数 大 

三峡库区是一个农业人 口众 多的地 区，库 区现 

有农村人 口总量 1 507．31万人 ，农村劳动力 837万 

人 ，每 平方 公 里 劳 动力 150人 ，平均 密度 是 全 国的 3 

倍 。库区潜在人力资源在数量上 十分丰富。但 是 ， 

这种人力资源数量上的优势并 没有形成能创造价值 

的人力资源集合 ，从资源 的角 度呈现 出劳动力过剩 

现象。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将 有更多 的 

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中分离 出来 ，加人到剩余 劳 

动力队伍中去。安排好 这一庞大群体 的就业 问题 ， 

始终是西部就业工作 的重点 和难点 ，并且也越来越 

成为影响库 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突出问题。一方面 ， 

农村剩余劳动力 由改革开放前 的隐陛失业 变为公开 

性失业 ，库 区农村所聚集起来 的基数 巨大 的剩余劳 

动力开始涌现出来 。另一方面 ，农业生 产季节性 的 

变 化 ，对劳 动 力 的需 求 有 很 大差 异 。在 春 种 、夏 收 、 

夏种 、秋收这几个为期较短的季节里 ，农村到处是一 

片繁忙景象。除此之外 ，农村 大量 劳动力处 于一种 

闲置 状态 。 

(二)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较低 

以初级劳动者为主体的人力资源。2000年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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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显示 ，横跨重庆、湖北两省市 的 

三峡库 区总人 口1 774万人 ，其中，三峡库区主要 区、 

县 15岁 及 以上人 口为 890．75万 人 ，而文 盲人 口为 

92．47万人 ，占 1O．38％ ，均高于重庆市、湖北省和 

全国水平 ；从每 1O万中拥有 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 口 

及 比例来 看 ，总 的情 况是 ：高中 以上学历 的人 口比 

例 ，三峡库区比全 国低 ，初 中以下学历 的人 口比例 ， 

三峡库区比全 国要 高。具体情况 为，大专及 以上人 

口比例 ：全国为 3．61％ ，而三峡库区则为 1．39％ ，远 

远低于全 国水平 ，也低于重庆市 2．82％的水平 ；高中 

及中专人 口比例 ，全国为 11．15％，而三峡库区为 6． 

31％ ；初 中及 以下学 历人 口 ，全 国为 69．66％ ，而 三峡 

库区则达到 74．24％。这就意味着 ，在三峡库 区主要 

是以初级劳动者为主体的人力资源 ，高层次的人才 

资源缺乏 ，且总体文化素质较低 ，对库区劳动力资源 

开发 提 出 了客 观需求 。 

(三 )库 区产业 结构 与 劳动 力供 求不 匹配 

从库区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状况看 ，农业 、工业产 

业结构调整需 要更高素质 的劳动力。首 先 ，农业种 

养结构 的优化调整要求农 民把生产要素配置到既能 

密集利用劳动力 和知识技术 ，又能获得 良好市场效 

益 的农业品种上 ，使农业生产从土地密集型转 向劳 

动密集 型，增加农业 就业深度 ，充分利用农村 劳动 

力。这就要求农村劳动力不但要掌握一定的适应市 

场需求的农业技术 ，还要具有加工 、处理市场供求信 

息的能力，以及时调整产出结构。很显然 ，这是库区 

农村劳动力所无法胜任 的。其次 ，库 区工业产业结 

构调整 ，使工业经济增长的就业 弹性减弱 ，就业门槛 

提 高 。主要表 现 为 ：一 是 乡镇 企业 吸纳 就业 能力 减 

弱 ，就库区而言 ，农村几乎没有什么龙头企业 ，更谈 

不上吸纳就业能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 

竞争加剧。90年代 中期以来 ，正当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流动和就业达到一个 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时 ，库 区就业形势 出现 了一些前所未有 的新 变化。 

一 方面 ，作为国民经济主体 的国有经济 ，不但不再是 

吸纳库 区城乡新增就业 的主要 渠道 ，反而要在改革 

过程中向社会“排出”数量可观的过剩劳动力。另一 

方面，以新一轮库 区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 的资 

本密集化趋势 ，使得投资和库区经济增长 的就业 弹 

性下降。这两方面新变化的结果将使城市流动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 和城市下岗再就业劳动大军 ，交汇到 
一 起来竞争城市就业机会 。 

二 、加 强三峡 库 区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资 源 开 发 的 

必要性 

(一)库 区人 力资本存量少，有待持续开发 

从库 区农村劳动力 的供 给状 况看 ，人力资 本存 

量少且水平低。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 中的具有 

经济价值的知识 、技 能和体力 (健康状况 )等质量因 

素之和 ，是开发 和培训人 力资源的结果 J。它具体 

表现为劳动者所受 的文化教育水平 、技能培训 和有 

经济含义 的经历特征等 ，这些具体因素是增加 收入 

的重要条件 。对 于库 区农村而 言，其人 力资本存量 

主要取决于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包括正规学校教 

育、特殊技术 培训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投资等。近年 

来 ，随着库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 、特殊技能培训投入 

的增加以及农村外出“打工者”们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的影响，库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有所提高。但 由于 

我国长期奉行国家工业化 战略 ，资源配置偏 向城市 ， 

库区农村的正规基础 教育 和职业 教育还 是相 当落 

后。通过图 1数据可以看出，与全 国及重庆市其他 

地 区 劳 动者 平 均水 平 相 比 ，库 区农 村 劳 动力 的 文 化 

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人力资本 

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 、后劲不足的 

主要原 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 和 

效果的“瓶颈 ”。要突破这个 “瓶颈”有待于农村 劳 

动力资源 的开发 ，只有从人 的因素上下功夫才能保 

证库 区农村 经济 的可持 续发 展 。 

大专及以上 高中及中专 初中 小学 

图1 全国、重庆市、三峡库区主要区县每十万人中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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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须从 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库区农村 剩余劳 

动 力 资源开发 的地 位 和作 用 

人力 资 源 是 指 能 够 推 动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它 

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库 区农村人力资源而 

言 ，劳动力数量十分丰富 ，但质量却相当低 。有效地 

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努力提高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 

的综 合 素质 ，具有 重要 的战略性 意 义 。 

第一 ，开发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资源是建设库 

区经济的需要。库 区社会经济 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 

于农村剩余 劳动 力素质 的提高和得到充分调动、发 

挥。开发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 资源有利 于改变库区 

农民素质不适应发展现代农业、不适应市场化、不适 

应非 农 化 的状况 。 

第二 ，开发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资源是 落实科 

学 发展 观 的需 要 。正 确 处 理 区域 经 济 发 展 同人 口、 

资源、环境 的关 系，是 现代 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选 

择。要达到这个 目标 ，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使 

库区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依靠 自然 资源开发转化到依 

靠 科技 开发 和人 的素质 提高上 来 。 

第三 ，开发库 区农村剩余劳动力 资源是 协调 西 

部大开发的需 要。没有库 区农村的全面繁荣 ，就 没 

有西部经济 区的全 面繁荣。推动库 区农 村经济更 

快 、更高质量地发展 ，需要解决 的问题很 多 ，但根本 

的问题是提高库 区农村劳动者素质 ，加快农民的知 

识化进程。只有解决农民的知识化问题 ，解决其他 

问题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 的功效 ，从而达到为西 部 

大 开发 服务 的 目的 。 

三 、三 峡库 区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资源 开 发 的 主 要 

途 径 和对 策 

(一 )充分认 识 库 区农 村 剩余 劳动 力资 源 开发 的 

重要性 ，多层 次、多途径 开发 

解决库区农 村剩余 劳动力问题 ，最根本 的一条 

在于实施以人 为本 的发展战略 ，借助各种人力资源 

开发的动力模式 ，把库区沉重 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 问 

题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同时解决好库区剩余 劳 

动力资源问题与库 区212业 、农业、商业的现代化大发 

展密切相关。根据 库 区农 村剩余 劳动力 的现状 ，在 

具体解决剩余劳动力 资源问题时 ，要采取适合库 区 

客 观现状 的人 力 资源 开发 措施 。 

第一 ，积极寻求库 区农村科 教结合的新路子 ，真 

正把库区农村 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利用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教育发 展和提高剩余劳动力 素质 的 

轨道上来 。库 区人多地少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 ，文 

盲 、半文盲及小 学文化程度者 占农村劳动力 总数 的 

比例较大 ；科技含量在农业生产 中仅仅占21％左右 ， 

而发达国家 已经上升到 60％一85％ J。邓小平同志 

指出“农业发展一靠科技 ，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 

展 和 作 用 是 无 穷 无 尽 的 ”。1989年 6月 ，他 强 调 ： 

“农业问题也要研究 ，最终可能是靠科学解决问题 。” 

没有现代化的科 学技术 ，现代化农业是建立不起来 

的 ；而要把科学技术 内化为劳动者素质又必须依靠 

教育。人力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靠科技 ，科技进步靠 

人才 ，人才培养靠教育 ，这是库 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的客观要求和规律 ，也是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的根 

本 性 措施 。 

第二 ，在库 区内消化和 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 的 

同时 ，积极学 习并借鉴发达 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 

验。从国际这个大视角来 瞄视 ，很多发达 国家在 由 

农业化跨过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过程 中，既有 痛 

苦的教训 ，也有成功 的经验 。在探索库 区农村 剩余 

劳动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中必须汲取发达 国家农村剩 

余劳动力开发、利用的教训 ，同时又要 大胆学 习和借 

鉴其成功之处。从库 区整体发 展意义上来说 ，在开 

发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方面要把先进 的经验 

同库 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第三 ，努力探索库 区农村 剩余 劳动力 资源 在不 

同地 区之间的有序流动 ，做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目前涌动着的“民212潮”在全国范围出现了两个大规 

模的流动 ：一种是西部剩余劳动力 向东流。打工一 

族遍布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乡村 ；二是东部能工 

巧 匠 向西 流 ，推 动 西 部 大 开 发 的发 展 。这 种 跨 地 域 

流动量大 、盲 目性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 

的难点所在。根据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等部 门 

的抽样调查 ，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方式大体分为四种 

情况 ，由本地农 民带 出去的 占 40％ ，外地 亲 友介 绍 的 

占 18％ ，外来打工、村集体输 出、职业介绍机构组织 

的 占 10％ ，农 民 自发流 动 的 占 32％ 。可 见 真 正 有 序 

流动的仅仅 占 10％左右 ，完全盲 目流动的 占 90％左 

右 J。跨地域盲 目流动不仅会对打工者本人造成诸 

多不 利 ，而且会 导致 社会 治 安 等 一 系列 问题 。因此 ， 

必 须加 强 以库 区与其 它地 区 之 间 、库 区 城 乡 之 间 协 

调发展为 目标的宏观控制 ，加强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 

力有 序流 动 的组 织 、管理 和协 调 。 

(二 )整合 多种教 育 资 源 ，加 强 对 库 区农 村 剩 余 

劳动 力 资源 的开发 

第 一 ，大力 发展 农村 职业 教 育 培 训 ，把 劳 动 预 备 

制度培训与转移培训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库 区农 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 意向和经济发展 的需求 ，有针对性 

地 组织 多形 式 、多途径 、多层 次 的 职业 技 能 培训 。要 

调动劳动保障、农业 、科技 、建设 、水利等有关部门和 

行业现有的职业 (技术 )培训机构 (基地、学校 )的潜 

力 ，在培训 中承担尽 可能多的任务。劳动保障部 门 

要发挥各级学校 、就业培训 中心的作 用 ，对农村 剩余 

和准备转移 的劳动力进行 职业技 能 和专业 理论学 

习，并进行文化知识 和创 业能力培训。同时进行 职 

业道德 、职业指导 、法律 知识 、劳动 安全 与保护等方 

面 的教 育 ，培 养 学员 具 有 必 要 的理 论 知 识 和较 强 的 

实践能力 ；农业部 门要加强农 、林 、牧 、渔等多方 面的 

实用技术培训 ，通过科技 下乡 ，举办农 业技 术培训 

班 ，开展科技咨询或创建科技服务热线 等形式 ，对农 

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使每个 中青年农 民掌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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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 

第二 ，积极引导龙头企业 、农户与各类农业科研 

推广机构 的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和新科技推广。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业科技人 员带头领办、创 

办农业科技实体和农业企业 ，参与农业生产经营 ，促 

进科技的辐射和推广 ；二是充分利用花卉、优质苗木 

等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的人才、技术 、资金优 势，积极 

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进一步提升各类农业示范园区 

的项 目科技含量和产品档次 ，充分发挥示范和辐射 

带动作用 ；三是整合现有培训资金 、机构 、人才 等资 

源 ，积极争取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多渠道、多层 

次、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库区农 民职业技能培训 ，使所 

培训的农民都掌握 1—2门先进实用技术。 

第三 ，加强民工在职培训，提高 民工城市就业能 

力 。确立在职培训 的主体形式 ，即招工企业的 岗位 

培训和民工个人在培训市场上选择受训相结合，同 

时要保持民工培训市场的竞争性 而非政府垄断性。 

但各级政府也应在培训投资方面有所作为 ，当库区 

面临过 于急速的产业升级时 ，地方政府 有必要直 接 

介入 民工的培训投资 ，以熨平产业结构调整 导致 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波动。 

第 四，调动库区各层次教育机构的积极性 ，建立 

健全初级 、中级 、高 级 职 业 教 育 相 联 系 ，学 历 教 育 与 

非学历教育相结合 ，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衔接 ，长 

训与短训相配套的农村 劳动力 职业技 能培训体系。 

鼓励各类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发挥 优势，积极 承 

担农 村 劳动力 的职业 技 能培 训 任务 。各 级劳 务 机 构 

要根据培训计划 ，采取公开招投标 方式 ，选择培训学 

校 ，建立培训基地。招标单位要坚持公 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 ，择优选择 。投标单位要具有独立法人 资 

格、职业技能培训资质 、相对稳定 的就业 渠道 。中标 

单位要与各区县劳务机构签订培训协议 ，明确培训 

内容 、输 出任务、收费标准和违约责任 以及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培训工作 的经常性督 

促检查 ，建立培训机构的淘汰制度。 

(三 )大力构建库 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资源服 务体 系 

图2 劳动力服务系统五星图 

第一，构建库区剩余劳动力资源调查系统，全面、准确地 常年型，流动型向相对稳定型转变，不断拓展转移空间，扩大 

掌握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状况，积极构建剩余劳动力资 输出渠道，建立长效输出机制，真正使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 

源数据系统，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分析，摸清库区可转移、 能输出，能稳住，能致富。 

输出劳动力资源的地域分布、资源总量、结构状况。为库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好基础工作。 

第二，构建库区劳动力技能培训系统。劳动力技能培训 

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劳动力 

技能培训系统，在调查培训机构规模、师资力量、专业设置的 

基础上，根据资源系统中提供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和务工 

信息有的放矢地开展培训。根据市场需求，按照不同行业、 

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以实用技术、适应能 

力及创业精神为重点，把职业技能与思想观念、从业道德、安 

全法规等知识的培训相结合；把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 

合，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劳动力培训合格率、劳 

动力输出就业率、劳动力转移的适应能力和多层次、多岗位 

要求的应对能力，为促进库区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稳定就 

业打造体系。 

第三，构建库区劳动力组织输出系统。转移输出劳动 

力，是实施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的根本目的。要通 

过构建库区劳动力组织输出系统 ，调查和掌握库区内外劳务 

需求信息，并根据信息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地输 

出劳务，实现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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