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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业外来

劳动力问题研究

召声 秦

本文系作者 19 9 2年在北方两岛一 湾 ( 山东半岛
、

辽东半岛
、

环渤海区 ) 的三省

一市 (河北
、

山东
、

辽宁
、

天津) 沿海渔区调查渔业流动人 口的科研成果
。

自 19 8勇

年渔业率先在大农业进入市场 经济后
,

导致劳务市场迅速 发育成长
,

呈现大批外来

劳动力涌入的新动向
。

文中初步探讨了流动性新渔民的流量
、

流向
、

年龄
、

性别
、

从业构成 以及劳务合同的墓本状况 ; 分析流入的社会
、

经济动因
; 提出综合治理 的

相应举措与具体建议
。

作者
: 邵 秦

,

女
, 1 9 3 8年生

,

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所副教授
。

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首先推动了沿海地区快速发展
,

相应引发内陆人 口洪流持续大规模地

向沿海地区流动和迁移
。

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第二
、

第三产业
,

甚之波及到沿海

农村
、

渔村的第一产业
。

自1 9 7 9年迄今中国渔业经济和水产业发展之迅速
、

变化之显著
,

跃

居全国大农业榜首
。

尤其自 1 9 8 5年以来
,

深化了渔业体制改革
,

认真贯彻中央
“ 以养殖为主

,

养殖捕捞
、

加工并举
,

因地制宜
,

各有侧重
” 的方针后

,
1 9 9 0年水产品产量达 1 2 3 7万吨

,

成

为当前世界上三个产量超千万吨的国家之一
。

拍 90 年水产品产量是 1 9 7 8年的 2
.

5 倍
,

其增长

量 占世界增长量 20 %左右
。

尤令世人瞩 目的是沿海渔业区走上
“

耕海牧渔
”
之路

。

渔业经挤率

先迈 向市场经济
,

水产品价格全面放开
,

进行市场调节
,

搞活水产流通领域后
,

我国渔民收

入普遍大幅度增长
,

渔民人均收入和劳均收入分别从 1 9 7 8年的 93 元
、

2 69 元
,

增长到 1 9 9 0年的

1 3 9 2元
、

3 2 3 2元
,

相应提高 13 倍和 n 倍
,

沿海渔区更为显著
,

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

作者

于 1 9 9 2年对山东半岛
、

辽东半岛和渤海湾沿岸渔业区进行了渔业经济与人 口劳动力调查
,

其

重点为山东荣成
、

长岛
,

辽宁长海以及河北黄弊
、

唐山
,

天津塘沽沿海渔区
。

于此发现富裕

起来的沿海渔区吸引了大批外来青壮年劳动力
,

业已成为沿海渔业以及为其服务系列化建设

项 目的新生力军
,

这批流动人 口一方面积极促进 了沿海渔业的经济发展
,

是渔业不可忽视的

劳动力资源
,

一方面又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

研究探讨沿海渔业发展中外来劳动力的流

量
、

流向
、

构成和综合治理方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兴课题
。

一
、

基本状况分析

(一 ) 外来劳动 力数量规模

据有关渔业部门统计
, 1 9 9 0年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业乡村的渔业人

.

口有 1 32 万人
,

约占全

国沿海渔业乡村人口的 2 6
.

9 6 %
,

其中渔业劳动力有 50 万人 (专业劳动力 40 万人
,

兼业劳动

力 10 万人 )
,

占全国沿海渔业乡村劳动力 24 %
。

自1 9 8 5年迄今
,

外来劳动力不断涌进
,

补充

了当地劳动力的不足
,

以一年以上合同工和流动季节工计量
,

每年平均有 15 一 20 万人左右
。



据公安部门
、

劳动部门
、

水产部门统计
,

经作者整理测算
,

1 9 9 0年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区外

来劳动力有 1 8
.

5万人
,

占该地区总渔业劳动力的 27 %
。

从同年对山东荣成和长岛
,

辽宁长海
,

河北黄弊
、

唐 山以及夭津塘沽区统计资料表明 (见表 1 )
,

这两岛一湾的六个主要渔业区渔业

劳动力有 14 万人
,

外来劳动力有 7 万人
,

约 占从事渔业生产总劳动力 21 万人的 3 3
.

18 %
。

外来

劳动力中荣成数量最多有 4 1 0 0 0人
,

占渔业总劳力 3 9
.

80 %
,

而比重最大的是全国首富县长岛
,

表 1 1 , 9 0年北方两岛一湾六个渔业区渔业劳动力状况

业人
(人少

渔业劳动力 外来渔业劳动力 外来渔业劳动力占总劳力

8080洲203000183959447623331 6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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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岛海弊山枯荣 计长长黄塘唐合

占 5 9
.

8 0%
,
已超过当地渔业劳动力

,

第二位是辽宁长海县
,

占 4 4
.

5 %
,

位居渤海湾的塘沽
、

黄弊
、

唐山地区比重小
,

分别占23 %
、

7
.

2 %
、

6
.

3 %
。

(二 ) 外来劳动 力的来源

两岛一湾外来的渔业劳动力以本省为主
,

其他来自全 国十多个省区
。

渔区中以本省为主

的
,

除塘沽区外
,

均占60 %以上
,

其 中属于海岛型的长岛
、

长海外省人涌入的比重稍大
,

吸引

范围广泛 ; 而沿渤海湾的黄弊
、

唐山基本吸纳本省本区附近农村劳动力或兼业劳动力
,

由于

这两地本地劳动力充足
,

易于就近转化
,

农忙季节务农
,

渔汛期前来打短工
,

一年以上合同

工基本也是临近地 区流入的青壮年劳动力
。

渔区外来劳动力多以本省为主
,

反映流动人口吸

引范围趋向距离就近原则
,

由于地缘相近
,

交通来往方便
,

信息灵通
,

语言习俗趋同性
,

容

易与当地渔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融合
。

又据调查统计两岛一湾沿海渔业吸纳的外省劳动力
,

其覆盖面达十多个省
,

有河南
、

安徽
、

陕西
、

甘肃
、

山东
、

河北
、

辽宁
、

山西
、

江苏
、

浙江
、

四川
、

吉林
、

黑龙江等省
。

山东荣成外省涌入渔业劳动力 占外来劳动力 4 0 %
,

长 岛占3 4%
,

长海 占26 %
,

唯有天津塘沽区比重高达 60 % 以上
,

因为塘沽隶属天津市
,

为城市化地区
,

又

是北方重要的外贸港口
,

本地区海洋化工和第三产业发达
,

临近农民趋向渔业劳动者比重极

小
,

因而只有广招外省人从事捕捞或养殖业
、

加工业
,

以弥补渔业劳力之欠缺
。

(三 ) 外来劳动 力的年龄
、

性别构成和婚姻状况

表 2 说明北方两岛一湾六个沿海渔区吸纳的劳力中
,

1 8岁至 24 岁年龄组的青年占绝对多

数
,

山东荣成占97 %
,

长岛占弱%
,

辽宁长海占88 %
,

河北黄葬 占87 %
,

天津塘沽占74 %
,

唐山最低也占到 62 %左右
。

外来渔业雇工中 95 % 以上是未婚青年
。

沿海捕捞业招工只招收年青

的男劳力
,

因为海上作业劳动强度大
,

具有风险性
。

荣成
、

长岛和长海具有现代化大渔业生

产力
,

钢壳渔输马力
、

吨位大
,

除近海作业尚进行远洋捕捞业
。

大型渔输必须由当地有熟练

技术和经验的
“ 渔老大

”
掌舵

,

外地新来年轻劳动力只能充当辅助劳务
,

要求招收更年轻化

的小青年帮工
。

渤海湾临近的黄骆
、

唐山地区渔船小
,

多在 比较风平浪静的内海作业
,

如唐

山地区乐亭县用固定架子网捕鱼
,

无大流网作业
,

人们戏称
“
守网待鱼

” ,

无须丰富的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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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一般吸收本地农民来打季节工
,

故相对年龄稍大的青壮年多些
。

自1 9 8 5年 以来沿海渔区养殖业和水产加工业蓬勃兴旺
,

招致女性青年劳力相继奔赴渔区
,

渔业
“

外来妹
”

变成沿海陆上养殖场
、

加工厂的娘子军
,

逐渐使外来雇工的性别比接近 1 : ,
。

如山东荣成寻山镇渔业公司
, 1 9 8 8年招收外来雇工只有 35 0人

,

全部是从事捕捞业的男性青年
。

1 9 8 9年走上
“ 以养兴渔

”
道路

,

养殖规模由1 98 8年的 2 0 0 0亩跃增到 6 0 0 0亩
,

渔业系统加工工

业由 6 个变成 13 个
,

产值一年翻一番
,

招用外来雇工达 2 0 0 0人
,

比上年增加 4
.

7倍
,

其中一

半是女性
,

呈现
“ 渔娘娘下凡

”
的新景象

。

倍受人们夸赞的是吃苦耐劳又心灵手巧的 t’) “妹

子 ” ,

多数来自贫困的巴中县
,

不少人被评为
“ 三八红旗手

” 。

山东长岛与辽宁长海
“
外来

妹
”
也与日俱增

, 1 9 8 5年长岛与长海只占20 %
,

1 9 9 0年男女各占一半左右
。

长海该年外来男劳

动力有 3 5 0 0人从事捕捞业
,

而从事养殖业有 1 0 3 6 2人
,

其中6 9 0 0人是青年妇女
。

长海捕捞业吸

收的外来男雇工占}
.

7%
,

养殖业外雇工占 60 %
,

其中半数以上亦是
“
外来妹子

” 。

(四 ) 外来劳动 力的文化素质

表 3 1 9 9。年北方两岛一海六个渔区外来劳动力文化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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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
,

涌入渔区外来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
,

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
,

区别于流入沿海大

中城市流动人 口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的特征石尤期轰岛与长海两县 i 歼省贾困地区而灭著
多

,

小学文化程度 比例均在 55 %以上
,

其次是初中文化程度占 30 %左右
,

平均低于当地渔民

文化水平
。

如长岛县渔业人口大专者占1
.

24 %
,

高中占 1 4
,

39 %
,

初中和小学文化占61
.

6 6 %
,

外来雇工中竟无一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

不过外雇工文盲
、

半文盲率却低于当地人
,

这主要

因外雇工年龄构成中青年人比重高
,

多数上过小学
,

而当地 50 岁以上老渔民童年生活在旧中

国
,

有许多人无读书识字机会
。

再从地域差异观察
,

渤海湾沿海地区外来渔业雇工初中文化程

度相对 比例在42 %以上
,

高于海岛县
,
这是由于该地区外雇工由本地农村转化而来比例大

,

一

般受过普通中学教育
。

塘沽地区招收捕捞业
、

加工业雇工规定须具备初中文化程度
,

其比抓

占 5 9
.

2 2 %
,

文化素质接近沿海大中城市外来人 口的水平
,

同时文盲
、

半文盲率也最低
,

占

4
.

96 %
。

依调查统计看
,

外来流入劳动者中女性文化程度低于男性
,

女性小学文化程度者约



占6 5~ 7 0 %
,

文盲
、

半文盲率占10 ~ 22 %
,

也高于男性
。

’ .

’

(五 ) 外来劳动 力的从业构成

外来劳动力从业构成中以养殖业为主
,

捕捞
、

加工业为辅
,

其他围绕渔业系列化服务
。

表 4 1 9 9 0年北方两岛一烤六个渔区外来劳动力从业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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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
,

外来劳动力一半以上从事海水养殖业
,

山东荣成名列第一
,

其次两个海岛县

长岛和长海各占60 % 以上
,

沿渤海湾次之也占一半以上
。

海捕业却相反
,

河北唐山占20 %以

上居第一位
,

黄弊占1 4
.

66 % ,水产加工业中居第一位是天津塘沽占 2 1
.

4 4 %
,

第二位是唐山占

1 8
.

3 0%
,

黄弊占17
。

86 %
,

而长海
、

长岛
、

荣成分别为 14
.

10 %
、

8
.

90 %
、

7
.

21 写
,

低于前者
。

外来劳动者在渔区从业构成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产业结构
,

山东荣成和长岛以及辽宁长

海均是我国有名的海珍品生产基地
,
养殖业高速发展必然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

。

本区较大型

现代化捕捞业多数由本地传统渔民承担
,

吸收外来雇工比重小于渤海湾地区
。

在加工工业中
, 、

京
、

津
、

唐水产市场的需求使其水产加工工业发达
,

吸纳外雇工比重相应较高
。

需要说明的

是表 4所列建筑业
、

工业
、

其他三项从业构成系指围绕为水产业服务的系列化项目中外来劳

动力
,

如船坞和渔码头 以及船舶修造和网具制作等等
。

(六 ) 外来雇工签仃劳动合同和保险
、

福利情况
.

两岛一湾吸纳的外来劳动雇工大多数实行书面合 同
,

少数是口头合同
,

即称
“

君子协议
” 。

如 山东长岛县 1 9 9 2年外雇工有 10 21 0人签订书面合同
,

其中长期工占95 %
,
季节工 占4 5 %

。

书

面劳务合同采取三种方式
: 一是由乡镇劳动服务站签订

,

依政府对雇 工有关政策统一办理手

续 , 二是由渔村依上级精神结合本村具体情况签订 , 三是各用工单位 (或个人 ) 与雇工协议

签订
。

渔业村联产户
、

承包个体户多采用 口头合同
。

从实践看
,

双方签订书面合同有文字条

例约束
,

能严格遵守政府规定的多项方针政策
,

社会经济效果好
,

可避免劳务纠纷
。

山东荣

成
、

辽宁长海
、

天津塘沽地区都有与外来劳工签订书面合 同的规定
,

劳动部门本着
“
谁用工

,

谁负责
”
的原则

,

检查监督用工单位履行劳务合同
,

并保障外来雇工合法权益
。

河北黄弊与

唐山渔区体制以个体承包和渔业联合体经营方式为主
,

故采取
“ 口头协议

”
方式者居多

,

尤
.

其季节工因流动性强
,

采用书面合同者更少
,

常出现双方经济纷争
,

诉讼事件屡有发生
。

`

沿海渔区普遍实行对外来雇工必要的劳动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
,

对 日常医疗
,

因公
.

致伤
、

致残或因公死亡均有一定保障
,

抚恤金较为优厚
,

甚至超过当地渔民标准
。

在海捕业中规定

要为招用工办理人身保险
,

但外来雇工参与人身保险者廖廖无几
。

一般渔村在对外雇工劳动

保护用品发放上与当地渔 民一视同仁
,

在生产中胶皮衣裤
、

水鞋
、

救生圈能配齐
。

据调查发

现外来雇工的社会福利可分三种
,

一是全福利制
,

即与当地渔民
“
有福同享

” ,

多数是长期

合同工 , 二是半福利制
,

如医疗费由双方负担 ; 三是无福利制
,

季节工多数无福利可言
。

沿

海渔区对外来雇工食宿安排较为妥善
,

文化娱乐活动活跃
。



山蒸长岛对外来雇工的正式迁入有新举措
,

即规定连续工作五年以上
,

表现突出
,

有特

殊贡献者
,

经民主讨论
,

村委会同意
,

本人自愿
,

报请上级部门批准可吸收为正式职工或给

予在本地落户
,

近年来该县有少数优秀外来雇工
,

已经变为正式职工或者在岛上安家落户
。

山东荣成寻山渔业公司
,

养殖业中 70 %是外来雇工
, ,

为解决一千多人住宿而建立四幢共八千

平方米宿舍楼 、 其中两幢为家属楼
,

积极鼓励外来雇工安家落户
,

凡带家属者可分到 8 平方

米单间
,

1 9 9 2年 已有 48 户迁入新居
。

两岛一湾沿海渔业 区对外来劳动力妥善安置
,

大大激发了雇工的生产热情
,

增加了主人

翁感
,

稳定了新劳工骨干队伍
,

也逐渐造就了沿海渔区新一代流动性渔民
。

二
、

流入的主要动因

当今外来劳动力洪流奔流不息
,

一浪高过一浪
,

其中一股
“
人流 ,, 为什么会涌向沿海渔

业区 ? 究其根潦是有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

渔业体制改革的深化
,

水产业政策的宽松
,

尤

其 1 9 3 5年渔业市场经济的崛起
,

必然驱动渔业区劳务市场的活跃
,

为信息传播和外来劳动力

跨区域
、

跨行业流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
,

对于流向北方两岛一 湾沿海渔业的具体动因
,

侧

略述管窥之见
。

(一 )
:合海渔 区对外来劳动 力的 “ 引力 ” 作 用

工
.

汇
·

海的区位优势
。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
,

环绕着黄
、

渤海水域
,

其沿海渔点区处于海

陆交接地带
,

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

海陆交通方便
,

乃 京津门户
。

两岛一湾相临海域而积

1 5
.

1万平方海里 (指水深 20 0公尺的大陆棚面积 )
,

占全国 3 5
.

0 3 %
,

渔场面积占全国 1 5
.

52 %
,

海水可养面积 (包括浅海
、

滩涂
、

港湾 )占全国 46
.

68 %
。

辽阔的水域犹如蓝色田 野
,

是 消 化

吸纳过剩劳动力的新天地
。

19 85 年 国务院提出
“ 应 向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利用

” ,

激

励沿海渔业开拓
“
耕海牧渔

” 的新途径
。

据测算
,

人工养殖每亩海平面相当 10 亩以上耕地产

值
,

海水养殖业投入产出比是 1
,

5
,

_

平均每亩年经济收益达万元
,

一个养殖劳动力年收入平

均 3 0 0 0元
,

一个捕捞劳动力年均收入幼 00 元以上
。

若以开发一亩海面约需投入认 06 个劳动力

系数算
,

本地区有海水可养面积 1 8 2 1万亩
,

即可吸纳 10 0多万劳动力
。

2
.

渔业经济快速发展
。

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
,

尤其是 自80 年代

中期突飞猛进
,

是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 “ 以养兴渔

,

以渔富民
,

养捕与加工
、

副业全面

发展
,

贸工渔综合经营
”
新路子

,

使沿海渔区区域经济呈现碧海龙腾的态势
,

以水产业为龙头

的副业
、

建材
、

建筑业
、

第三产业劳动力缺口大
,

迫切需要新增劳动力
,

而本地 区劳动力又

不足以补缺
,

吸引外来劳动力参与劳务市场的竞争成为必经的途径
。

从农业部水产部门系列统计资料汇总
,

北方两岛一湾所属的山东
、

辽宁
、

河北及天津市

( 包括塘沽 ) 三省一市海水养殖面积
、

海水产品产量的发展
,

需求新的劳动力大军
。

19 90 年

海水养殖面积是 1 9 7 8年的 3
.

8倍
,

是 19 8 4年的 2倍
,

其中山东省海水养殖面积居第一 位
, 1 9 9 0

年是 1 9 7 8年 3
.

9 1倍
,

是 1 9 8 4年的 2
.

78 倍
,

增
一

茂速度也最快
。

三省一市海水养殖水产品比里猛

增
,

而捕捞量有丰有歉
, 1 9 8 4年海捕量 ” 万吨尚不如 1 9 7 8年百万吨多

, 1 9 9 0年才升到 1 6 8万

吨
,

与之对照海水养殖产品从产量到品种都与 日俱增
, 1 9 9 0年海水养殖产量是几9 7 8年 3

.

5倍
,

1 9 8续年的 3倍
。

从海带养殖发展到海珍品养殖
,

如扇贝
、

鲍鱼
、

刺参
、

虹蹲鱼
、

虾夷贝
、

对

虾等
,

成为高收益的出 口创汇产品
。

山东跃居第一大农业省
,

其中渔业经济发展
、 “

海上山东” 的开拓起了重要 伶炭
,

它的

水产品产量已超过浙江
,

仅次于广东
。

山东沿海 已有两个地级市和八个县水产业产值超过种



植业
,

变为当地农村第一产业
,

财政收入一半靠水产业
,

誊为
“
金柱子

”
产业

。

闻名的海岛

县长岛和三面环海的荣成是耕海牧渔之后富裕起来的典型
。

长岛 1 9 9 1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比

1 9 7 8年增长 4 1 8
.

5 %
,

人均年收入突破 1万元
,

人均年储蓄存款达 7 5 0 0元
,

居全国各县之首
,

r

并有 1 0项人均占有主要指标名列全国 12 个海岛县榜首
。

长岛早在 1 9 3 2年率先提出
“ 一养

, .

二捕
、

三加工
”
方针

, 1 9 8 4年养殖业产值产量 已超过捕捞业
,

不仅是中国著名的 海 珍 品 基

地
,

并开始步入现代化大渔业行列
,

该岛大型钢壳渔输已到北非
、

西非
、

南太平洋进行远洋捕
.

捞作业
。

渔业和水产系列大发展
,

带来劳动力严重不足
。

据 1 9 9 0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
,

长岛地

区 10 个乡镇常住人口 4 9 4 12 人
,

渔业劳动力 9 3 0 7人
,

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只有 5 %
,
已远不适应渔

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

1 9 85年海水养殖劳动力本地有 2 3 3 9人
, 1 9 9 2年本地新增到 2了0 0人仍感

不足
,

只有吸收比当地多 3 倍的外来劳动力补充
,

繁忙渔汛期甚至还要招外雇工 2万多人
,

不

仅超过当地渔业劳动力
,

甚至接近 占当地总人口 (常住人 口和暂住人口 )的 1 / 3 ,

并呈现长期工

超过季节工比重的新趋向
, 1 9 9 0年长期合同工占总劳动力 3 4

.

2 8 %
,

季节工占 25
.

5 4 %
,

而 1 9 9 2

年长期工比重又上升到 3 6
.

8 8 %
,

进一步表明长岛县 日益需求札对
“

稳定
”
的渔业劳动力队伍

。

荣成位于山东半岛东端
,

是我国渔业发展最快地区之一
。
王9 9 0年水产品产量和渔业收入

分别比 1 9 7 8年增长 1
.

6倍
、

1 7
.

6倍
。

水产品产量 占山东 1/ 4 ,

全 国1/ 20
。

沿海有 19 个渔业乡镇
,

4的 多个渔农结合村
, 2 6个大型渔业公司

,

30 个渔业养殖场
,

是我国坚持集体化 规 棋经营体

制
、

渔工贸一齐上的现代化渔区典型
,

荣成面对渔业大力发展的需要
,

一是缺少地盘
,

二是

缺乏劳动力
。

采取两种解决途径
;
第一种是变当地农村为渔农结合村

,

辟部分低产农田为养

殖场
,

将农民转为农业和渔业兼业劳力
,

甚至过渡为专业渔业劳动力
。

另一条路是招收外来

劳功力
,

据 1 9 9 0年统计共新增 4 万渔业劳动力
,

当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各占一半左右
,

依

调查材料预测到 1 9 95年荣成市劳动力 尚缺少 5 万人
,

其中尚待补充 2 万多外来渔业劳动力
。

辽东半岛东南部的长海县
,

与 山东半岛隔海对峙
,

由1 12 个岛
、

佗
、

难组成
,

海域辽阔
,

1 9 8了年养殖总产量 已超过捕捞量
,

是我国最早引进 日本虾夷
.

贝养殖地区
。

1 9 9 0年该 县 人 口

8
.

2万
,

总劳动力 3
.

8万
,

其中渔业劳动力 1
.

2万
,

外来渔业劳动力 0
.

9万
,

随着
“
发挥海岛优

势
,

建立海洋牧场
” 的立体开发水域格局

,

仍潜在着不 断吸引外来劳动力的趋势
。

位居渤海沿岸的河北黄弊
、

唐 山
、

塘沽因频临京津唐城市群
,

黄哗港和唐山王滩大港近

期建成
,

环渤海公路的修建
,

渔业更加兴旺
,

渔业
t’
春虾秋蟹

”
除供应毗邻的大城市高级宾

馆
,

满足
“
生猛海鲜

” 日益增长需求外
,

海捕对虾及养殖大虾是国际市场走俏的海产品
,

随

着本地区科技兴渔
,

海水养殖港虾
、

车虾面积扩大
,

仍要不断吸纳外来新的渔业劳动力
。

3
.

沿海渔业劳动力经济收入高
。

渔业在大农业中首先推行市场经济
,

水产品价格全而

放开
,

进行市场调节后
,

使一般渔民收入远高于农民平均水平
。

1 9 9 0年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

民人均收入 1 5 3 7元
,

高于全国渔民收入水平
。

从本地区渔民收入变化看
, 1 9 9 0年是 1 9 7 8年的

8
.

3 7倍
,

是 1 9 3 4年的 2
.

5 4倍
; 劳均收入 3 2 6 7元

,

是 1 9 7 5年的 7
.

9 1倍
,

1 9 8 4年的 2
.

5 5倍
; 他业

户平均储蓄额是 1 9 7 8年的 1 5倍
, 1 9 8 4年的 8 倍

。

对照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和劳均收入平均水平

比之高出 2一 3倍
,

比落后的贫困地区高出 10 倍左右
,

且收入落差仍在 日益加大
。

总的说来
,

地 区经济收入差别悬殊是吸引外来劳动力的主导动因
。

外来渔业劳动力涌入渔区
,

劳均收入

接近当地渔民水平
,

基本是同工同酬
。

1 9 9 0年外来渔业劳动力劳均收入平均值是 30 30 元
,

只

比当地渔民少 2 3 7元
。

高收入使外来劳动力往返率高
,

并相继
“

奔走相告
”

广传信息
,

随之乡亲故

归纷至踏来
。

幻抑她

乍̀母
·

甩



4
.

沿海渔区渔民群体不断出现
“

转行
”

分化趋向
。

虽然渔民收入高
,

但是劳动强度大
、

风险性强是渔业生产的主要特征
,

传统渔业户子女在富裕之后又有了
“
文凭

” ,

不少人面向

城镇或转向其他行业
,

不愿上船从事风吹浪打的捕捞业
,

渔业招工名额在本地常不满额
。

1 9 9 0

年塘沽渔业户子女有 3 0 0。人去从事工业生产
,

转为工业户 口
。

这种代际分流现象在国际渔业

行业中也普遍存在
。

当地传统渔民多在 30 一 40 岁以上
,

逐渐老化
、

弱化
,

迫切需要注入新的

活力
,

造就一批新的年青渔业劳动力
,

包括必须吸收培养大批外来流动性渔民
。

(二 ) 对外来劳动 力的
“推 力” 作 用

1
.

经济发展后进的内陆省份
,

人多地少
,

大量农业劳动力闲置
,

而当地商品经济不发

达
,

乡镇企业发展迟缓
,

就业机会少
,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于就地转移消化
,

旋即离土又离乡
。

文化素质达到初中水平或有劳动技能的手艺人如工匠
、

裁缝
、

理发匠可以流向沿海大中城镇

落脚谋生
,

而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青劳力无一技之长
,

则流向沿海渔区从事渔业系列

辅助劳务
,

凭借自身强壮体力获取高收入
。

2
.

近期有些内陆甚至渔区临近农村农民负担过重
,

种 田收益甚微或入不敷出
, “ 谷贱

伤农
” ,

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
,

粮油征购和各项摊派及税收负担加重
,

甚至打 白条拖欠农民

现金
,

促使年青有地可耕的农民弃农转业
, “

打工潮
”
除南下北上

,

东进沿海渔区是一条求

生存发展的新路
。

3
.

改革开放后
,

追求
“
打开眼界创天下

” 的新观念
,

推动闭塞的内陆年青男女
,

汇入

流动人 口大军
,

到海阔天空沿海去增广见闻
,

去学本领
,

甚至到祖国星罗棋布的海岛上寻求

自身的价值也是一种驱动力
。

三
、

对策与建议

外来劳动力异军突起不断涌向沿海渔区从事渔业
,

是近期中国人 口再分布新动 向
,

总体

说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

利大于弊
。

首先是对流入地与流出地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

满足充实了北方两岛一湾沿海渔业快速发展 中劳动力不足
,

为国内外提供了紧缺的水产品
。

据统计表明
,

自1 9 8 5年至 1 9 9。年 5 年间
,

平均每位外来劳动力人均养殖
、

捕捞和加工海水产

品 2 0余吨
, 1 9 9 0年每人生产出水产品 4

.

3吨
,

以该区当年外来新渔业生产者计算共产出 80 余万

吨
。

对于流出地社会经济效益更为明显
,

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
,

开拓了新的就业机会
,

还冲

破了落后地区封闭的小农意识
,

打开了眼界
,

更新了观念
。

涌入沿海渔业劳动者 1 9 9 0年平均收

入达 3 0 3 0元
,

已超过同年南下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
, 5 年间累积万元户者不

乏其人
,

富裕起来的劳动者
,

自身消费扣除 1邝
,

其他寄回家乡
,

平均每年寄出 3
.

6亿元左右
。

但是在外来劳动力取得明显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

也导致了一系列间题
,

主要表现在流入渔

区的社会治安
、

住房
、

交通
、

户籍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
,

必须制订相应的综合治理方案
,

兴利除弊
,

于此作者提出几点对策与建议
:

(一 ) 加强宏观调控
,

完善劳务市场
,

测度数量规模
- -

- - -
-

-
-

-
-

- - -

一—1
.

健全外来劳动力管理机构网络
,

分工协作
,

各司其职
。

当前两岛一湾沿海渔区提出
“
谁用工

,

谁负责
” 的 口号

,

对分散管理有一定效用
,

然而统一规范化管理尚不足
。

今后应

明确 由劳动部门牵头
,

公安
、

法律
、

妇联以及计划生育部门联合成立
“
外雇工管理委员会

” ,

统一协调治理
。

劳动主管部门及所属各级劳动服务公司或乡镇劳动服务站联网
,

负责琉导
、

咨询以及职业介绍
,

并建立个人档案登记卡
,

公安部门和边防站负责外来雇工各种证件审查
和登记

,

暂住户 口签证手续
,

法律部门要制订法令
、

法规
,

进行法律宣传教育
,

妇联与计划生



育委员会对外雇工妇女权益与计划生育加强管理
。 2

.

完善劳务市场机制
,

目前本地 区劳务

市场有三种形式
,

一是由劳动服务公司
、

乡镇劳动服务站牵线搭桥
,

去本省或外省招聘雇
.

工
,

一般只占 5 ~ 10 % ; 二是由外地四面八方流入形成自发的劳务集市
,

自投门路 ; 三是介于二

者之间由渔村
、

镇用工单位或个人招用
,

多数由原雇工介绍推荐而来
。

据调查后两种方式占

外招雇工的 90 %以上
。

建议今后加强第一种主动招聘式
,

减少盲目性
。 3

.

摸清用工底数
,

预测引进数量规模
。

今后随着
“

海洋热
” 、

沿海
“
外向型

”
渔业经济的拓展

,

沿海渔业区年

均渔业劳动力尚缺 口 5~ 10 %左右
,

沿海滩涂开发潜力 大
,

还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吸纳新的外

来劳动力
。

不过
,

海岛型渔业区缺乏淡水资源
,

现有技术和财力 尚难输入大量淡水
,

制约着

外来人 口数量的增长
,

对海岛地区综合规划时
,

要认真研究本区劳动力构成趋向
,

有步骤地

引进开发年青的外来劳动力资源
。

(二 ) 大 力提 高外来劳动者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
,

不断开展教育与培训工作

1
.

举办水产职业技术业余培训班
,

对于上船出海参与捕捞业的外雇工进行航海知识
、

天文
、

气象
、

轮机管理技术培训考核
;
对于参与养殖业者要进行养殖技术实习操作

,

为科技

兴渔培训一批优秀的新渔民队伍
。

2
.

举办文化补习夜校和妇女扫盲班
,

学习成绩优秀者给

予奖励
。

(三 ) 制定并公布地方关于外来雇工 的法规
、

法令和政策
,

形成综合治理局面

1
.

对外雇工依法治理
,

定期进行法制教育
,

确保社会秩序安定
。

据公安部门统计
,

两
`

岛一湾渔区刑事案件中有 50 ~ 70 %发生在外雇工中
,

结帮拉伙打架斗殴事件屡有发生
。

由于

两岛一湾居京津门户
,

属海防前沿阵地
,

社会治安至关重要
,

渔政管理
、

海上稽察巡逻不可

松懈麻痹
。

2
.

严格监督执行用工单位与外雇工签订书面合同制度
。

长期雇工一定要签订书

面合同
,

并进行公证
,

季节短工也应鼓励签订书面合同
,

以防止
“ 口头协议

”
带来不必要的

纷争
,

主管部门要定期检查并监督合同的执行
,

保障双方合法的权利和义务
。 3

.

坚持同工

同酬
,

按劳取酬原则
,

对于外来雇工既要体现技术工种与普通工种差别
,

又要体现劳动强度

与环境优劣的差别
,

随着外雇工劳动技能提高
,

工资收入要相应上升
,

对长期留用人员晋级

和奖金与本地渔民应一视同仁
。 4

.

建立专门的外雇工劳动者协会
,

协助当地外雇工管委会

共同管理外来劳动者
,

体现自尊
、

自爱
、

自立和互助精神
,

发挥自己管理自己的主动精神
,

协调外来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双边关系
,

促进融合本地与外地渔民亲情
,

整合来自四面八方
-

外来劳动者的凝集力
。

5
.

为相对稳定外来劳动力骨干队伍
,

对于一批素质较好
,

连续工作

5 年以上的外雇工
,
根据本人申请

,

经上级批准
,

可转为正式职工或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

与

当地渔民融为一体
,

逐步成为新一代渔民
。

6
.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

防止早婚
、

早育和超生
、

逃生现象
。

外来劳动者中
,

年青妇女与日俱增
,

多数未婚
,

除少数嫁给当地人落户
,

一般回

家乡成婚常带爱人共赴渔业区
,

其生育政策应按流出区对待
,

严格按计划生育合 同 条 款执
行

,

及时与流出地计划生育部门挂钩
,

多方位搞好计划生育管理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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