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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村劳动力转移流抵统计
~～～～～～～~～～～~～~～～～~～~~~～～~～～～ 

改革1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巳形成

新的格局，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 农村经济各部门间的转移日益活跃。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
移主 要逞两大股主流＄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转向城乡非农产业，二是农业生产内部的劳

动力受农业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新经济联合体、专业户、允许雇工等政策的影响在地区之
间、农业五业之间广泛转移。 新的情况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己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涉及到政治、经济、 文化甚至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国家如何从宏观上掌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流向、 流蜇及流转速度，

把握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策略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调控，确定
合理的劳动力配置构成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这是眼前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
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经济统计报表只有反映劳动力分布状况的总量指标，是从静态角度描述
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果，不能全面反映转移的动态数量情况， 因此，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分析的

要求。 对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农村经济统计研究领域中开辟农村劳动力流量统计研究的

一席之地，建立起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 流蜇统计指标体系，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统

计分析工作。

一、 邃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 流量统计指标体系

全社会的劳动力转移流向、 流抵关系大致可以按地域划分为四大类： （1)农村转向城
市， （2）农村各产业部门间， （3)城市转向农村； （4)城市各产业部门间。 农村劳动

力转移在数量上占全社会劳动力转移总蜇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 流量指标一般可划分成三大类： （1)农村转向城市； （2)农
村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 （3)农业产业内部转移。 通常我们把(1)类转移视为农村剩

余劳动力地域性转移，而把(2)、 （3)类转移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农村劳动力的流向、 流僵统计指标按其反映转移方向多少，分为单向转移指标和多向转

移指标。 劳动力转移方向只有一个，则为单向转移指标。 劳动力转移方向不止一个，则为多
向转移指标。

在上述分类中，我们把城市各产业部门笼统地看作一个方向，则(1)类指标即为单向

转移指标。而(2)、 （3)类都是多向转移指标。 其中(2)类反映的是农村经济中的农
业产业转向其他各类非农业产业，包括农村工业、 农村建筑业、 农村商业等。 其中(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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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农业产业（农林牧渔副）内部各业转向其他行业。具体转移方向见图(1)所示。
图（1) 劳动力单向、多向转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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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单向转移 (2)劳动力多向转移
农村劳动力的流向、流量指标按其是否存在逆向转移又可分为一 向转移和双向转移指标

两种。实际经济现象中劳动力转移只作顺方向转移而无逆方向反转移的指标称为一向转移指
标。图（1)所示的劳动力两种转移形式都属一向转移。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中
地域性转移（即农 村向城市的转移）大多表现为一向转移。所谓双向转移是，劳动力不仅作
顺向转移还存在逆向转移。农 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特别是农 业 产业内部发生的转移常常表现
为双向转移。具体转移方向见图(2)所示。

图（2) 劳动力单方向双向转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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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多方向双向转移示意图(i为转出部门或产业，j为转入部门或产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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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流量指标按其包括的范围大小还可分为分流量指标和总流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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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流量指标是指某一部门或产业转移到另 一个部门或产业的劳动力数量的指标。总流量
指标是指某一部门或产业转移到其他所有各部门或产业的劳动力总数量的指标。

根据上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向关系以及流向、流噩指标的主要分类，我们能据以建立
起农村劳动力流向、流措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置包括三大层次，宏观上形成全国范围内的

指标体系；中观上形成省及县范围内的指标体系；微观上形成乡为范围的指标体系。指标体
系反映两大方面内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内容；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流量内容。其中
流向内容的流向指标以质最指标为主设立，用相对数或平均数反映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性质和
规律。其中流量内容的流量指标以数量指标为主设立，用劳动力转移的流量绝对数反映流转
的规模和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劳动力流量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是主体和基础，同时流蜇

指标必须能反映劳动力流转的方向。

要满足上述要求，对实际应用来说比较困难，特别是指标名称较难表述。我设想，不用
我国目前指标名称的传统表达方式，而采用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来说明各类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流量指标。实际中，如果按前述三个层次逐层自下而上把年内各单位的农村劳动力实际转
移人数统计并汇总，就可以得到各层次劳动力转移分流鼠指标，兹描述如下：

(1)单向分流量指标L;) 其中： i为农村各转出部门（产业），j为城市转入地区。

(2)多向分流量指标m“ 其中s i为农村各转出部门（产业），j为城市各转入部门

（产业），或i、j都为农村各部门（产业）。
(3)一向分流量指标即L心

(4)双向分流量指标： ＠流出mf; 其中： i、j 都为农 村各部门（ 产 业 ），＠流入

叫 其中： i、j都为农村各部门（产业）。
上述指标符号中的i、j在实际应用时可事先把如图(2)所示的各部门或产业按顺序统

一编好标号，然后根据转移关系标号来确定。譬如，我们把表(2)中的农业（种植业）序

号定为1'把农村工业序号定为6'把城市各业序号定为9 （其实，为适应国民经济就业结
构综合分析的需要，还可以把城市分解为工业、建筑、运输邮电、商业饮食服务…．．．等产
业，在转移关系表上扩展分列）。则我们在表示有关的劳动力转移流橄指标具体表示为：农

业（种植业）年内转移到农村工业的人数为mt 6 ；农村工业年内转移到城市各业的人数为169;

同时记农业（种植业）年内转移到农村工业的人数为m心；记农村工业年内 转 入 农业（种

植业）人数为m小...…等等。从劳动力转移的分流榄指标来看，一般存在这样的数最对等

关系m)＼＝m}1（其中i、j标号须相同）。
除了上述分流量指标外，可以进一步统计各部门（产业）年内总转入和总转出劳动力

数量，编制计算劳动力转移的总流量指标，兹描述如下；

(1)单向转移总流量指标

CD部门（产业）总流出蜇

＠农村劳动力总流出量

- （2)双向转移总流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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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把各部门（产业）的分流壁指标按部门（产业）加总，就可以得到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总流量指标。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流量统计的分析
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流量统计指标后就可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统 计分

析。主要的分析可有以下几方面。
(1)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流蜇指标，通过分部门（产业）的分流蜇和总流 量数据对
比，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流向和流量。即哪些部门（产业）流出蜇比较大，且主要是
流向哪些部门（产业），以找出国民经济就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变化对国
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农村劳动力转出的主要部门（产业）的转出速度，计算总流出劳动力人数占该部门
（ 产业）劳动力资源总人数的比重，分析农村劳动力转出部门（产业）劳动力转移对本部门
（产业）生产发展的影响。

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象，即主要的劳动力转入部门（产业）的转入速度，计算总流
入农村劳动力入数占该部门（产业).原有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分析农村劳动力转入对该部门
（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转移（城乡转移） 和就地转移转出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关系，分析
城乡一体化政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农村工业等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
响。

(2)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态分析。
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发展变化，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总 指数，揭示劳动力转移的

规律，分析劳动力转移动态的阶段特征。
研究劳动力转移动态制约因素，如劳动力资源增长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劳动

报酬变化影响等。分析这些因素影响对各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态的作用。
(3)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间 、地区间的比较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间的研究可运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蜇矩阵进行比较分析，农村劳动
力各部门（产业）转入转出分流量和总流篮都可以在转移流量矩阵里反映出来。具体描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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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部门（产业）间转移流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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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由i部门（产业）向j部门（产业）转移。

其中＄ i为移出部门 j为移入部门
其中mij为实际统计资料中每年由i部门

向j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转移流量矩阵中mi1是第i部门向第j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人数。从转出部门看为m佑从转

i = 1, 2, 3 ······n 

j=1, 2, 3 ……n n=n 

mij中，当i寸时 mij = 0 

入部门看为m加在双向流转的关系中m1; =m品各转出总流 量 指 标应 为m�= � m沁在
j = 1 

k 
双向流 转关系中也存在MY=M!。整个农村部门（产业）的总流出量则为M° = 2 M?， 

i=l 

这里假定农村各部门（产业）数为K个。通过上列分流量指标 和总流量指标就可以进行农村
劳动力部门（产业）间比较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地区上进行比较分析，应从上一层次进行， 比如省里可以把省内各县

编制的劳动力转移流量矩阵进行对比， 分析研究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水平、速度、规模的关

系。分析地区间的平衡性，寻找劳动力转移的活跃地区或劳动力．转移的死角地区。

(4)农村劳动力转移预测分析。

衣村劳动力转移分析工作，为了适应国家或地区宏观调控的需要，还可进行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预测分析。主要的预测分析方法有以下几种＄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线性预测，＠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投入产出预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马尔可夫链预测。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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