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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云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郭建卿1，孙鹤2

(1．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晋中030600f 2．云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云南650201)

摘要成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该文从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滞后性、阶段性以及内部转移的非均衡性3个方面对云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进行分

析，从而为云南省4类不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

关键词云南劳动力转移特征分析

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重视。云南作为西

部地区的一个农业丈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认清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征将有

利于今后更加合理、突出重点地制订政策引导其转移。该文从3个方面对云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行

分析，阐述其特征。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滞后性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不足，最明显的是农业

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严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速度，这种滞后程度用静态差异系数来表示。a表示某

产业的静态差异系数，b表示某产业产值构成百分比，c表示该产业就业构成百分比，那么得到a—b／c。

如果a=1，表明两个结构之间平衡；偏离1表明两个结构之间出现偏差。为了衡量结构偏差的大小，用a

减去1，就得到结构偏差系数；用d来表示，如果d=O，表明均衡状态I为负数表明就业结构相对产业结

构转移滞后，负数越小，表明越滞后。

衰1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滞后程度

从表1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滞后性在不断扩大，到1999年滞后系数达到一0．7103，不过

近几年来有所稳定，这与国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关注，以及云南省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关于农业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和措施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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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阶段性

为进一步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整理出“七五”、。八五”、“九五”3

个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具体情况详见表2、表3。

裹2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农产业情况 万人，％

。A五”期间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转移总量

年均转移量

年均转移速度

“九五”期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转移总量

年均转移量

年均转移速度

表2、表3显示出3个特点：一是转移总量增加，总体呈增长趋势。“九五”期间转移总量达到1 139

万，比“八五”期间增长445万，增长64％；比“七五”期间增氏6：38万，增长127％；年均增转移量

“九五”是。八五”的1．6倍，是“七五”的2．3倍。年均新增转移量“九五”达到21．8万，分别是“八

五”的5．0倍，“七五”的5．2倍。二是转移速度有快有慢，总体呈加速趋势。从行业转移的情况看，工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餐饮、金融、保险业均呈减速转移趋势，其中，工业

转移速度下降最快，“九五”比“八五”下降4．31个百分点，主要是工业中的乡镇企业由于改革和资本有

机构成的提高等因素，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下降所致，只有“其他”项的转移速度是增长的，并且增长较

快，“九五”比“八五”提高4．39个百分点。另外，年均转移速度“八五”比“七五”下降0．32个百分

点，“九五”比“八五”又提高7．74个百分点，“九五”是“七五”的3倍多，总体转移情况呈加速增长

趋势。三是转移行业特色不明，总体上第三产业占主导，“九五”来的2000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170万，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05万的1．6倍，2002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84万，是第二产业的i．7倍，

转移行业上第三产业占了主导。在非农产业中，。其他”项在“九五”、“八五”的各业转移绝对量中是高

的，而到了2002年，“其他”达到107万，是工业的2倍，建筑业的2倍，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的3

倍，批发、零售、餐饮、金融、保险业的2．7倍，而“其他”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城市的家政服务和后

勤保障服务，集中体现在“3EY'(险、脏、难的英文字头)职业岗位上，由于转移人员的素质因素，要形

成转移特色有一定难度。

三、内部转移的非均衡性

用人均GDP、农村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城乡人均收入比、非农业人口比重、劳动力中二、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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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二三产业所占比重6个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指标，建立原始数据

库，运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模块来分析云南省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

该研究采用两类指标，人IzI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人口指标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状况，主要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重、劳动力中从事二、三产业人口比重。经济指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影响重大，选取了与之密切相关的4个指标：人均GDP、农业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城乡收入比和固

定资产投资中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原始数据详见表4。

衰4 2003年云南省各地区聚类分析原始敛据库

x1人均GDP(元／人) )【2农业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667m。／人) xs非农业人口比重(％) )【．劳动力中从事二，三

产业的人员所占比重(蛎) X5城乡收入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二、三产业所占比重(％)

主要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它根据样本的属性或特征的相似性、亲疏程度，用数学方法把它们逐步分

类，最后得到一个能够反映样本间相似程度的分类系统。聚类分析首先要计算样本间的相似程度，通常的

测度指标有相似系数、相关系数和距离系数，该文以距离系数为测度指标。

在计算之前，为了消除各指标值因不同度量单位而形成的不同距离量级，应将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

理，该文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粕一min(xjj)xu’5五可万=雨‘滓1’2’3⋯’'“’
变换后使所得的新数据变化幅度大大缩小，既建立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又消除了指标量纲不同对数

据大小的影响。该文选择距离系数中的欧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计算样本间的相似性。

该文对云南省16个地区进行分类，故采用Q一型聚类分析。同时选择组内连接法(within—groups

linkage)，以距离最近的两个样本最先连接，然后是样本和样本或是样本和类群的连接，或是类群与类群

的连接，视最短的距离大小为连接标准。经Within groups linkage分析，得到分类谱系。

裹5 Z003年云南省16区分类表 表5将云南省16个地区分成了4类：一类

昆明、玉溪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位于各地区榜首，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较高，

且劳动力中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比重较大，所以

使得这两个地区成为劳动力转移水平较高的地区。二类曲靖、保山、楚雄、红河、西双版纳、大理，德

宏，这一类地区的特点是各种指标比较均匀，但与第三类相比，具有稍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第三类

包括昭通、怒江、迪庆，昭通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且人均耕地面积较小，这与其农业人口占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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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有关，说明其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待加快，怒江、迪庆转移水平较低与其人文地理以及较大的人均耕地

面积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第四类有丽江、文山、思茅、临沧，这类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较

低，这与其耕地面积较大有很大关系，除丽江外从事二、三产业人员比重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云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滞后性、阶段性以及内部转移的非均衡性3个

方面的特征，要根据其特征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从而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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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0F THE TRAITS oF TRANSFoRMING 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FoRCES IN YUNNAN

Gno Jianqing，Shun He

(Economy and Trade College。f Yunnan Agricutture Umverslty·Yu曲an 650201)

Abstract It is a key task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forces for dealing the issue of

“three Agriculture”and realizing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ts of Yunnan

Province in transforming 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forces from three aspects：lagging behind and different

phases in transforming 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forces and unevenness in transforming from inside；and

provides basis for developing policies of transforming 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forces at 4 different regions

in Yunnan Province．

Keywords Yunnan；transforming labor force；traits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