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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郊区农村属于被动加入城市化行列。由于郊区农业边际收益高，农民非农化水
平相对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城郊农民违章搭盖带来的收益，增加部分农民自愿待业的倾向。推进郊区农村城市
化，需广辟农民非农化途径，鼓励农民发展笫三产业，把处理农民违章建筑与允许农民集资建设“外来人员公寓＂

和农民的劳动就业联系起来，促进郊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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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村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
农民就业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土地被征用，农民将失去
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未来的生活出路成为郊区城市化进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虽然城
市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但它所提供就业的机会对不同的入存在较大的差
别。人们对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十分重视，而对城郊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却

不够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农民的非农化就业问题。

一、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是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关于农业
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部门转移，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
开始时，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

至工业部门。我国大体也是这样。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确实在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上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1990年代这个作用仍然存在。1978-200 1年，中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600万人，
成为转移衣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但这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在

1997年、1998年，随着国民经济的紧缩，特别是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乡镇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

响，有相当多的乡镇企业不景气，因此它不仅不能进一步吸纳就业，反而在向外排斥就业。仅
1997、1998两年的统计，乡镇企业排斥的就业就是970万左右，即将近1000万劳动力流出了乡

镇企业。如果说1980年代、1990年代，乡镇企业曾经成为解决农民就业的一个主渠道，到21世
纪虽然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更多的将主要依靠于我们城市化加速，通过城市化的发展来

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有专家称，21世纪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国农村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一直是政府密切关注和需要做好的工作。中国的就业问题说到底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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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为目前农村劳动力大概占全社会劳动力的60%-70%，这个
就业问题如果解决了，全社会就业基本上就稳住了。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至今仍有约7 成居

民住在农村。 过于庞大的农村人口反映中国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全国需要投入7 、8亿人力为“吃

饭”而忙碌。 农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市化成为吸引和消化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根据现在的统计，我们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应该是在5亿左右，农业所需
要的劳动力大约是在1.5亿到1.6亿，乡镇企业就业大体上是1. 3亿左右，因此潜在的农村过剩

就业人口应该是2亿左右。 我们看到，最终解决富余劳动力，需要推动城市化进程才能得以解

决。 因为，城市的扩张，能够创造巨大的就业机会。 这十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大量农民在城市中找到了就业机会。 从1978-2000年，城市为农民提供了
1亿个工作机会，大量农民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

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 —1980年的30年中，
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 28.4％上升到41. 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 2％上升到30.5%，但是

中国仅由11.2％上升到19. 4%。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针的确立，中

国城市建设和乡镇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城市化步伐
明显加快。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形成了相互推动、良性发展的两股巨大力量。 中国东南沿海
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的实践，具体地反映这一状况。 由于打破城乡壁垒，
为工业化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大批发达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应运而生，城
郊农村在城市的扩张中，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 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使原来的农村地区实

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世界银行的分析资料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10％来自城
市化过程。 在中国农村大地上，20年来崛起了近20000 个小城镇，居住了1.7亿城镇人口，占中
国城镇总人口的近一半。 可以说，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
展乡镇企业之后，迈向城市化道路的又一次重要的选择。

然而，农村城市化是历史的过程，它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越是经济发展
程度较高的地方，城市化水平相对也越高，因此，城市化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这种物质基础

的建立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它需要艰苦的发展过程。 为了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我国的农
村城市化存在两种基本的途径： 一是农村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向城市化；另一种是城市经济
的发展，城市逐步向农村扩展。 前者是农村自主型的城市化，是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
变为城市。 而后者则是被动型的，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农村被动地融入城市经济。 虽然两种不同

形式的城市化都能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它们对当地农民就业却具有不同的结果。 被动型城

市化，由千城市扩张，郊区农业土地不断被征用，但在土地征用过程，农民并没有同时实现转化。

虽然对被征用的土地国家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土地补偿不可能给予所有农民终身生活保障。
由于郊区农民特殊的经济、地理和社会背景，他们特别是青年农民不见得都能在城市的扩张中找
到适合或者满意的工作，或者即使有工作，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就业。 因此，农民就业就成为
郊区农村城市化过程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城郊地区农民非农化困难的原因分析

近几年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据估算，在未来5年内，全国新增劳动力将达到

5000万，而新增的劳动就业岗位不可能全部吸纳这些劳动力。 为了减轻就业压力，政府要求从

2001年到 2005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年均增加200万人。 这一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将有助于

“消化”中国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但是，解决农民的就业需要政府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并非容易。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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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厦门市禾山镇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问题进行专门的调研。 禾山镇地处厦门城

郊，随着厦门市经济快速发展，禾山镇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民基本离开了土地，农村被动地加入到

城市化行列。 由于该地区属于城郊结合部，农民靠种植蔬菜、经营养殖业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

入，禾山镇农民务农收入甚至超过到厦门打工所得。 较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增加了厦门劳动力非

农化的边际成本。 因此工人身份对当地农民缺乏吸引力，虽然厦门外资企业众多，需要大量劳动

力，但当地的农民并不十分热心到此类企业工作。 也正因为农民收入水平较高，反而使当地的村

民没有融入现代工业社会，仍然依靠传统的农业维持生计。 然而，农业生产用地随着厦门城市的

扩张而不断缩小。 一旦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来源，因此，禾山镇在城市化进程中，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

解决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出路，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征地，给农民一 定的货币

补偿；如上海就对被征地农民发放最低生活保证金。 另 一 种是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工作的机

会。 对被征土地的农民提供货币赔偿，只是解决农民的部分经济损失，土地赔偿款，不能解决农

民长期生活来源，因此，货币补偿并没有解决农民未来的生活出路。 要让农民不依赖土地生存，

就必须解决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就业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国营企业安排农民就业，

目前国有企业的职工正面临大量的下岗，根本没有能力大量招收城郊农民。 理论上可以推论，随

着城市的扩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会相应增加社会的就业岗位，但问题是就业岗位增加了，郊

区农民是否能够因此就有就业的机会，或者即使有就业的机会，郊区农民是否就愿意就业。

禾山镇城市化进程中就遇到如何解决农民就业出路问题。 随着土地不断征用，解决农民就

业特别是农村青年人就业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 根据对禾山镇蔡塘、朸湖、五通等3个村庄的抽

样调查，3个村总入口 11096，其中青年 384 0，占34.6%。 青年中，在校生600入，占15. 7%；中专

以上200余人，占5.24%；无固定职业者 1 420 人，占37.2%。 由于种种原因禾山镇全镇青年平

均待业率达37.2%。 如此高的待业率，并非当地没有就业的机会，粗略计算，厦门市仅禾山镇就

接纳了近8万人的外来劳动力，是本地常住人口的两倍多，如果本地居民能够像外来打工者那样

吃苦，找份工作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但是，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缺少生产技能，郊区农民既

不愿接受像外来打工者那样的工作条件，又要求报酬水平要高于外来打工人员。 因此，用人单位

更愿招聘外来打工人员。 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郊区农民反而不具竞争优势。 之所以郊区农

民对自己能够从事的简单劳动要求较高的工资，是因为原来郊区农业收入水平较高。 农民要能

够接受城市化，总收入必定要有所提高。 如果到工厂打工，其收入没有增加，那么在比较收益的

驱使下，他们就会通过其他的途径解决自己的收入问题。 但如果这个途径不是通过农民参加 各

种形式的劳动，而是依靠各种租金，那么城郊农民就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这种形式的城市化

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标志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即农民必须适应城市的扩

张，其生产方式要有相应的改变，因此，解决农民的就业并使其融入现代社会，是城市化过程必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禾山镇农民的就业问题难以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找

到了更好的谋生手段。 城郊农民在城市化进程获得的最大的好处是建房，国家政策允许农民可

以申请一定面积的宅基地自建住宅。 城郊农村在城市向外扩张中，已经基本上与城市连成一体，

而且交通便利。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打工人员，这些外来打工者主要居住在房

租低廉的城郊农民家里。 在村民看来，其生活的依靠之一，就是房屋出租收取租金。 在巨大的需

求和利益的驱动下，推动了农民违章搭盖。 目前厦门市禾山镇90％以上的村民或多或少存在违

章建筑，有的村甚至高达100%。 保守估计厦门本岛内农村违章建设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

据介绍，有个别农户房屋租金月收入甚至超过万元。 违章建筑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农

民最简单的增收渠道。 它投资少，风险低，对于农民是挡不住的诱惑，因此，违章建房，出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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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十分普遍。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生活保障，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状

况，使得农业人口基本不在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所覆盖的范围内。 事实上，农民基本社会保障主要

依存于土地。 农村土地分配客观上存在福利化趋势，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作用十分明

显。 因此土地的征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其生活必须有相应的保障。 征地赔偿金只是解决农民直

接的经济损失，而农民的非农化问题的解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农民非农化，就是要求农民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机会，实现农民与农业分离。 虽然

放任不管，经过一定的时间，城市也能够逐渐消化城郊农民，实现农民的非农化。 但问题是为了

加快城市化进程，及时而恰当地解决郊区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对减少社会矛盾，维待社会的长治

久安十分关键。

三、解决城郊农民非农化的途径

在计划经济时代，征用农民的土地，政府都要根据一定的比例安排农民在国有企业就业。 但

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被赋予独立自主的人事权，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招聘各种工

作人员，政府各部门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迫企业接收它们不愿意接受的人员。 既然政府无法用行

政手段直接安排农民就业，就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征地后的农民出路问题。

目前征用农民土地时，政府基本不直接安排农民就业，而是采取货币化补偿的方式，解决城

郊农民城市化进程因丧失耕地而出现的生活间题。 但政府对土地征用给予农民适当的经济补

偿，并不是要通过经济补偿把所有特别是有工作能力的农民全部包养起来。 政府并不是通过补

偿，在城市中培养一个食利阶层。 农民特别是有工作能力的农民的生活问题，最终要通过他们的

就业解决。 上海对郊区征地农民推行
“

铁保障，活就业
“

办法，在赔偿农民损失的同时，鼓励农民

通过各种形式实现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郊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采取市场配置的形式。

上海市郊区农民主要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解决非农化就业的。

完成城郊农民非农化，其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农民选择就业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主动型

农村城市化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农民自动由农业转向工业。 这些农民在务农与乡镇企业工作

的选择中，由于衣业边际收益低，脱离农业对农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他们都积极主动谋求转变

自己的农民身份，只要有机会，这些农民就会自动脱离农业，而从事非农工作。 所以，在非农业边

际收益高于农业的时候，不会出现农民因工资水平低下而不愿就业。 但城郊被动型城市化的农

民，保持现状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城市化显得不那么主动和热心。

郊区农民缺乏工业劳动技能，在工厂通常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就业面狭窄，因此政府

直接安排他们就业十分困难。 但是，农民非农化进程还可以采取其他途径。 通过赔偿，鼓励农民

自谋出路，是各级政府通常采取的对策。 郊区与经济落后的边远农村地区不同，城郊衣民生活较

富裕，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在城市的扩张中，他们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地理优势，从事

非农经营活动，其收入来源的大部分已经与农业无关。

城郊农民原来主要向城市居民提供农副产品，而且通常自产自销。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了

方便和丰富城市居民生活，建立了许多农贸市场，并允许农民进城销售农副产品，所以，城郊农民

具有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 在耕地逐渐减少过程中，他们也逐渐脱离农业生产，部分农民转变为

在农贸市场销售衣副产品的个体商贩。 城郊农民在城市农贸市场从事农副产品经营，比外来打

工人员具有更多优势，正因为郊区农民存在多种渠道实现非农化，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到工

商部门打工就业并不十分积极。 所以，解决郊区农民非农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向他们提供自谋生

路的机会。

一般而言，由千城市化失去耕地的农民在离开土地以后，他们通常选择发展第三产业。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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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贸市场从事个体农副产品批发、零售，郊区农民往往利用自己较充裕的住房开展饮食服务或

经营零售日用品，这种情况在郊区农民中普遍存在。

发展第三产业，城郊农民甚至比城市居民更有优势。 因为，郊区农民可以利用宅基地建房，

大部分都建有较为宽敞的住房，随着城市的扩张，原来的村庄现在都成为城市新兴开发地带，农

民可以利用闲置住房开展各种商业活 动。 而征用土地的赔偿金就成为他们个体经商的最初资

金，有些人则利用这笔资金扩建住宅，出租房子。 开店、租房，是郊区农民一大特色。 在城市向外

扩大过程中，郊区农民也在原有村庄中违章搭盖，终于在我国城市形成大量
”

都市里的村庄。
”

城市发展需要各种劳动人员。 但是，郊区农民缺乏技术、文化，难以从事高收入工作。 厦门

政府对农民进行就业职业培训，学习各种劳动技能，但农民反应并不积极，通过大力宣传动员，才

有部分农民参加，即使这样，有些人还不愿意就业。 所以，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作技能，只是解

决农民就业的一个途径。 政府的努力，需要农民自愿配合，否则，即使政府十分重视，也不会产生

很好的成效。

虽然城郊农民在工商企业中寻找工作机会不具竞争优势，但他们却可以利用城市规模的扩

大，从大量外来打工人员对住房需求中得到好处。 农民通过违章搭盖，向外来打工人员提供住

处，解决部分生活来源。 我国现有城郊农村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违章建筑，是因为在城市扩张

过程中，大量外来打工人员产生了对简易出租房的巨大需求，而城市房地产对此类住宅的需求开

发滞后，或者根本熟视无睹。 既然存在如此巨大的社会需求，就为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进行

违章建筑提供了市场基础。

但城市发展，郊区农民各种违章搭盖需要拆除。 违章建筑的早日解决，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城
- 市化进程的财政负担，而且也会促进农民非农化进程。 推进郊区农民非农化的进程，需要给农民

一定的外部压力，必须拆除他们的违章建筑，但是，由于违章建筑涉及面广泛，需要采取较为现实

的办法，对被拆除的违章建筑根据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较可行的办法是对农民住宅区重新进行

统一规划，采取疏导方式，将部分赔偿金，以及吸收的农民资金，投资建设
“

外来人口公寓
＂

，这样

既可以解决违章建筑，而且通过农民集资建设
“

外来人口公寓
＂

，又可以保持农民的既有利益。

允许农民集资建立
“

外来入口公寓
“

需要政府提供建设用地，政府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留给

农民一定面积用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设用地。 当然允许农民建立
“

外来人口公寓
“

，只是解决化

解农民违章搭盖，承认农民既有利益的一种方法，而农民这部分既得利益，又是农民不愿非农化

就业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把建设
“

外来人口公寓
”

与郊区农民非农化直接联

系起来。 在建立
“

外来人口公寓
“

中，预留部分场所用于郊区农民发展第三产业，并把参与
“

外来

人口公寓
“

建设与农民就业挂钩，对有工作能力又不愿意自谋职业，通过技术培训又不愿就业的

农民，取消其参与投资建设
“

外来人口公寓
＂

的资格，防止城郊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房子出

租，成为城市的寄生阶层一一现代
＂

寓公
”

。

农村城市化，最根本的是农民身份的改变，农民只有实现非农化，才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因此，政府既要广辟城郊农民非农化渠道，鼓励农民自谋出路，又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城郊农民

在工商部门就业。 为保证城郊农民非农化顺利进行，特别是鼓励城郊农民就业，地方政府还必须

采取部分行政措施，以增加郊区农民的就业机会。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部分工作要求

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本地农民。 特别是对于自愿待业的青年农民，必须采取经济和

行政手段，促使其就业。 总之，必须根据城郊农民的特点，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采取各种措施，

在政府积极的推动中，城郊农民非农化问题是能够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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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city expansion, the countryside is passively urbanized. Because 

of high margin profit from agri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ing farmers into non-farm

ers is slower th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profit getting from the unruly building en

courages some farmers to stay voluntarily unemployed. In order to urbanized the suburban cou

ntryside, we need to increase the ways of transforming farmers into non-farmers, to encourage 

the farmers to develop the third industry, to connect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 with the prohi

bition of unruly building and the permission of building"apartments for people from other prov

i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employment for suburban farmers, specially for young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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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Incomplete Contract of the Hold-up of Human Asset 

HUA Wu,FANG Shi-jian,MIAO Bai-qi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ei 230026,China) 

Abstract: When a firm signs the contract with the manager in the human resource mar

ket, the contract bears incompleteness. Align to the two other explanations of the hold -up, we 

argure that, the hold-up of human asset is the result of manager pursuing quasi-rent under the 

fixed contract structure, and it brings to the increase of enterprise cost and the loss of efficien

cy. The self-implement implicit contract can, to some extent, avoid this problem by designing a 

goo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human asset; hold-up; incomplete contract; sepcialized quasi-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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