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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劳动者现状的分析

杨 基 厚

什么叫农业劳动者 ? 我们这里给定的条件是
:
从事大田承包

、

以种植粮棉油为主
、

其他

兼业劳动时间全年不超过三个月或兼业劳动收入不超过家庭总收入 50 %的农民
。

他和现阶段

农村社会的其他阶层相比
,

有两个特点
:
第一

,

现今的农业劳动者
,

是 由过去人民公社社员

演变而来的
,

和 “
社员 ”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一方面
,

他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员
,

是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大 田承包的主体
,

是过去
“
社员

” 的继承和延续
,

必须较多地接受所

有权和计划管理的制约和影响 , 另一方面
,

作为拥有自主权和经营权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他与
“
社员

” 又有许多质的不同
,

表现在生产
、

交换
、

分配
、

消费等再生产的各个环节
,

享

有较多的利益选择和经营决策的自由
。

第二
,

现今的农业劳动者
,

也是农村改革以后
,

农村

社会结构分化
、

生产分工分业
、

劳动力不断外移
、

构成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母体和后备军
。

他不但要再生产物质资料和自身
,

而
.

段还要为其他产业准备资金和输送不同技能的人才
。

以

上两个方面的特点
,

是我们考察研究农业劳动者的基础和前提
。

1
。

农业劳动者的队伍庞大
,

收入偏低
,

康质较差

根据调查
,

目前农业劳动者的队伍仍很庞大
,

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程度仍然很低
,

大

多数以家庭内部分工为主
,

兼业分工为主
,

种养业分工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
、

以传统习惯为

导向的
“
三坊五匠

”
为主

。

而且
,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
,

分工分业的差别也较大
。

( 1 ) 农村分工分业的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呈正相关关系
,

即经

济收入越高
,

分工分业就越明显
。

( 2 ) 农村分工分业以后
,

农业劳动者与其他产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
,

出现明显的差距
。

根据对江苏省淮安市砖桥村和涟水县李集村的百户调查
,

当地农业劳动者的收入 (扣除

生产成本 ) 大致在 5 50 元左右
,

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收入一般在 1 1 3 7
.

2元
,

比农业劳动 者 收

入高出一倍多
。

( 3 ) 农村分工分业改变了农业劳动者的男女性别比
。

随着分工分业的加快
,

女劳力在

农业劳动者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

据对江苏涟水县李集乡李集村的调查
,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较少
,

农业劳动者的男女

性别比为 44
.

3 , 5 5
.

7 (即 1 , 1
.

2 6 )
,

而淮安市建淮乡砖桥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较 多
,

农

业劳动者的男女性别比则下降为 2 2
.

1 : 7 7
.

9 (即 1 : 3
.

5 2 )
。

( 4 ) 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
,

尤以农业劳动者为甚
。

从两村调查情况看
,

小学和文育占农村劳动力的 64 %
,

而农业劳动者中
,

小学和文盲占

7 3
.

4%
,

比平均数高 9 个百分点
。

2
。

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
,

农民负担过重

由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较低
,

除了维持温饱以外
,

余钱剩米甚少
。

加之近几年来
,



农民负担 日益加重
,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 使相当一部分农户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

一

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徘徊
,

分工分业受阻
。

据淮阴市农工部 19 90 年 3 一 4月间对全市 34 个

乡镇
、

1 02个村的调查表明
, 1 9 8。年人均收入为 5 0 3

.

8元
,

比上年 ( 4 5 0
.

2 ) 增 长 1 1
.

9%
。

而

合同内外的筹款人均为50
.

9元
,

比上年增长1 05 穷
,

负担增长速度相当于收入增长速度的 8
.

8

倍
。

农民负担占上年收入的 1 1
.

3%
,

比国务院
“
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 5 % 以下 ” 的规定高

1
.

2倍
。

如果加上农业税
、

农林特产税和代办费
,

人均筹款为 68
.

7元
,

占当年收入的 1 3
.

6%
。

还不包括自行车税
、

居民身份证
、

选举费和各种募捐
、

临时摊派和罚款等隐性负担
。

各行各业

竞相向农民伸手
,

各种筹款名目繁多
,

这次调查统计有 90 多种
。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的问题
,

从 1 , 8 6年开始
,

日趋严重
,

在以农业为主的产粮区
,

显

得更加突出
。

以淮阴市为例
,

每年产粮 1 17 亿斤
,

合同定购任务 20 亿斤
,

是全省乃至全 国 的

产粮
、

售粮大户
。

近几年来
,

按大帐匡算
,

由于
“ 两多两少

” ,

使农民吃亏约四个四亿元
,

按农业人 口平均
,

等于每人少收入近 2 00 元
,

相当于现有收入的三分之一
。

3
.

制约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因素较多
,

劳动力过剩已成为农村的一大向题

农民商品意识不断增强
。

但是
,

相当一部分农 民苦于无钱
、

无门
、

无法
,

只能局限在小块土

地 匕经营 ; 相当一部分乡村集体经济薄弱
; 国家机关和主管部门服务观念淡薄

,

因袭计划管

理的老思想
、

老方法
,

行政命令多
、

管卡压多
、

索取多
,

对 已经拥有自主权和经营权的农业

劳动者
,

尊重少
、

引导少
、

支持更少
,

致使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步履艰难
。

农业劳动者从事商品生产暴露出来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
“ 三低 一剩余

” 。

即 :
市场能见

度低
,

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突出
。

农民往往不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
,

需要多少
,

生产处于

盲 目状态 ; 产品档次低
,

缺乏竞争能力
。

农业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之余
,

搞一些传统副业
,

多

数是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
,

不太注意市场需求的变化
,

也不大讲究款式
、

工艺 , 经济效益

低
,

生产
“
小而全

” 。

农民不仅管生产
,

而且管流通
,

限于资金
、

人手
、

素质
,

生产规模难

以扩大
,

专业化程度难以提高
,

因而农副业生产的商品率和商品量都很低
,

形不 成 规 模效

益
。 “

一剩余
”
就是劳动力大量剩余

。

现在 4一 5 口之家
,

大部分耕地不超过 5 一 8 亩
,

田

间作业量每亩不超过 30 一 40 个工日
,

绝大多数农户是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
,

每人每年要有一

半以上的剩余时间无所事事
。

4
.

农村中新矛盾
、

新问题层出不穷
,

千群关系比较紧张

改革开放使农民的民主意识
、

参与意识
、

法制观念
、

价值观念大大增强
。

他们对不适应

农村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
,

提出了改革和改进的要求
。

但 由于现行政策不完备
,

法制

不健全
,

部分干部的思想方法
、

工作方法不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
,

因而出现了干部群众关系

的人为紧张和对立
。

农业劳动者的前途和出路何在 ? 我们认为
,

根本的是两条
:

一条是挖掘农业 内部 的 潜

力
,

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群体素质
,

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
,

进而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

用率
,

利用有限的空间获取更大的效益 ; 另一条是加速分工分业
,

促进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产

业转移
,

使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

而要做到内

部挖潜和外部转移
,

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

作者土作单位
:
中共江苏淮阴市委

责 任 编 辑
: 张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