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县人口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 新 玲

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要素
,

也是经济岑展的基本要素
。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迁

对社会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本文试图通过对山东省陵县人口的发展状冻及基对该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问 题 的
`

探

讨
,

为
;

碑县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人 口方面的依据
,

同时为与陵
一

县相似的社区将人 口发

展战略纳入井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块弓l玉之砖
。

、

陵县人口的变迁与现状
矛 奋

-

一

19 4 9年以来
,

陵县人口发生 了很大变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陵县人 口的自然增长 陵县人口 自然增长呈上升趋势
。 19 4 9年

,

陵县人 口总数为

40 介舫人
,
到 1 9 88 年已增加到55 6 95 2人

。

40 年间
,

人口总数增长 ` 53 66 7 人
。

人 口总数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人。 自炸增长率高
,

年平均为 1 1
·

“ 编。

率·

攀撰狠;蒸:)蒸袋淤默戴
下降

,

年平均为 12
.

01 编
,

这必然导致人口 自然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
。 .

据统计
,

这一时期陵县人

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达 2 1
.

37 编
,

平均每年净增近 乐千人
、

一

8 年间人 口 自然 增 长达 4万多人
。

一

第二阶段
, 1 9 5 8~ 1 9 6 1年

。

这是陵县人 口发展的低谷期
。

这一时期
,

由于国家经济政策

的失误及 自然灾害
,

粮食产量下降
,

人民生活困难
。

食物缺乏和营养不 良
,

危及到人 口再生

产的正常进行
。

这一时期
,

陵县人口一方面是冉生率锐减
, 1 9 60 年出生率为 7

.

40 编
,

比 1 9 5 7

年的 3 2
.

6 1编下降了25
.

21 输 , 另一方面是死亡率大增
,

1 9 6 0年竟高达 50
.

18 编
。

这使陵县人口

的自然增长率从 t 9 57 年的 2 1
.

11 编急剧下降
,

1 9 6。 年降到 一
:

招
.

7县编
,

年均自然增长率仅为

1
.

98 场
。 `

19 61 年比 1 9 5 8年人 口净减少约 4 万
一

5 千人
,

出现了建国以来唯一
次负增长

。

第三个阶段
, 1” ” 2一 l ” 7”年

。

由于党和国家卑取了一余列
_

重要措施
, 国民经 济 开 始 出

现回升的势头
,

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

伺时
,

由于国家对人 口缺乏计划控制
,

于是产生了

长达 12 年之久的第二个生育高潮
。

同全国一样
,

一

陵县人 口又开始恢复高增长的趋势
,

这一时

期
,

陵县人 口年出生率从 19 6 1年的 1 2
.

64 编
,

猛增到 1 9 6 3年的 46
.

14 输
,

此后虽有缓慢下降
,

但直到落9 7 3年仍维持在 20
.

67 编的高水平上
。

而这一时期的死亡率则逐年下降
,

从 1 9 6 2 年的

1 3
.

0 5喻下降到 l盯 3年
`

6
.

08 编的较低水平上
。

这
一

12 年中陵县人口从 料 9 68 7 人增加到 4 92 “

人
,
年平均净增约 7 7 30 人

,
、

人 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达 23
.

27 编
,

.

为以 往任何历史 时 期所 不

及一 其中最高的 1 0 6 3年达到 3 5
·

6 3编
,

创造了建国以来人 口 自然增攀率 的最高纪 录
。

这一时

期是俊县人口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
,

持续时间最长
,
影响最大的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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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下降
,

年平均出生率为 13
。

60 编
,禁黔织黑嘿

这一时期
,

人口出生率

均自然增长率为7
.

42 喻
,

年均净增人数约 4 千人
,

比前一个阶段年均净增人数下降了48 %
。

陵县人 口自然增长率逐年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 1 9 7 3年 以来

,

党和政府认真贯彻了计划生育政策
,

从上到下逐层建立 了

计划生育机构
。

80 年代开始
,

又明确提出了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
的政策

。

同时

把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

尽管如此
,

80 年代以来
,

陵县人口 自然增长率仍出现过两次回升
。

一次是 从 1 , 81 年 的

4
.

01 编上升到 19 8 2年的 5
.

40 编
,

增长了1
.

39 个千分点
。

另一次是从 1蛇 5年到 1 9 8 7年
,

人口 自然

增长率由 .2 11 输增到 5
.

90 输
,

增长 了3
.

79 个千分点
。

出现这两次回升的主要原因是
:

①50 年

代和60 年代两次人 口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已进入结婚
、

生育期
,

出现了第三次生育高峰 , ②

近年来农村实行独女户可 以有间隔地生育二胎的政策
。

19 8 6年二胎率比 198 5年增加 1 .5 5个百

分点
, 1 9 8 7年比 1 9 8 6年亦有所上升

。

③新婚姻法实行后
,

由于结婚年龄比提倡的晚婚年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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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年龄呈下降趋势

。

(见表 1 ) 早婚导致早育
。

在陵县
,

初育年龄较初 婚 年 龄 晚
1

、
2 岁

。

此外
,

早婚进一步加剧了第三
一

次生育高峰
。

画农村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料后
,

计划生育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
、

新间题
,

原有的一些办法有的 已不适用
,

计划生育工作有所

放松
,

致使计划外二胎率
、

多胎率有所上升
。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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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表明
,

实行计划生育
,

控制人 口增长
,

仍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

(二 ) 陵县人 口的年龄结构 在人口学中
,

通常把总体人口划分成 。一 14 岁 的少 年 人

口
, 1 5一“ 岁的成年或经济生产年龄人 口及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 口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

并按三

部分的比例将人 口的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人口型
、
成年人口型和者年人 口型

。

按目前国体通

` 20 护



用的人 口类型划分标准
,

陇县人口年龄结构属成年型
,

并有向者年人日型发展的趋势
。 (见

表 3 )
。

-

衰心 映县人口年麟结构类型与国际株准的终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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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
, 1 9 8 8年陵县人口中

一

。一 14 岁少年人 口的比例明显下降
,

由1 9 8 2年的 34 %下

降到 24 %
,

下降了27
.

6%
。

这说明
,

尽管陇县出现了 19 8 6~ 1 9 8 7年的人口回升
,

自 19 8 2年以

来
, 一

陵县的生育水平还是较低的
,

到 1 9 8 8年
,

15 ~ 时岁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约为 38
.

8万人
,

与

1 9 8 2年相比
,

占总人 口比重由60 %上升到 69 %
,

上升幅度较大
,

这主要是由于 1 9 4 9年后两次

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 已全部进入经济生产人 口层
。

与此同时
,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有所 上

升
,

由1 9 8 2年帅5
.

6%上升到 6
.

4%
,

年龄中位数为 2 5
.

3岁
,

比 1 9 8 2年的2 2
.

4岁提 高 了 近 3

岁
。

与 1 0 8 2年的成年型人 口结构相比
,

1 9 8 8年陵县人 口的年龄结构已开始向老年型发展
。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最形象的方法是人口年龄金字塔
。

从下画可见
, 1 9 8 2年陵县人口年龄

图 1 19 82年陵县人口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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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字塔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外凸
,

两个内凹
。

两次外凸是指2 5一 34岁年龄阶段和 10一 1 9岁年

龄阶段
,

它们对应着19 49 年前后和 19 6 3~ 1 9 7 3年的两次人口 出生高峰期的人口
;
两次内凹是

指“ ”一 ” 4岁和 ” 一 ’ 岁两个赞岭阶级娜
着三誓呢难叭期的人口增长低谷期和7”年代中期后

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的下降时拐
。

如上所示
,

陵县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俊县正处在一个历时十余年的人口生育高峰期
。

图中 1。一 19 岁年龄阶段的妇女已陆续进入婚龄育龄阶段
,

据测算
,

从羚87 年起至 19 9 5年
,

陵

县平均每年约有 7 0” o名妇女进入婚育年龄
。

如果按现行生育政策 (平均每个妇女生
`

·

石个孩

子 ) 严格控制人 口
,

每年仍要出生近 1万多个孩子
。

如果控制不严
,

每个妇女平均生 2个孩

子
,

每年就要增加近 1
.

4万个孩子
。

无论怎样
,

事实说明陵县正处在第三次人 口生育高峰期
。

(三 ) 陵县人口的文化结构 本文中人 口文化结构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 口占总人口 的比

重
。

人 口的文化结构表萌一个国家
、

地区
、

县人口的文化素质
,

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
。

从表 4可以看出
,

80 年代 以来
,

陵县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
,

每1。万

裹 4

七

阵县真奋奋种文化秘鹰雌人橄澡佳例

成 `% )

1 9 6多 1 98公
1 , 64 1 9 8 2

总总 人
.

口口 3 9 2 2 7 222

大大学
、
大学肄业或在校校 王毋毋 49444 0

.

0 555
,,,, .....

高高 中中 1 4孕111 邪翻 777 0
.

3888

初初 中中 7 6 6 444

10 9 24 7 2 1 3 4 37
2 7

.

5 , { 3 9
.

7 9

~ -

一
一 代, 戈~ ~

一—文 盲
、

半 文 盲 20 9 8 20 1 5 1肠9 5 3
.

4 9 2 8
.

加
. . ~ ~ . ` 侧 臼~ . . . 口 . . . 一~

一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已达 59 5 96 人
,

’

比19 6 4年的 3 0 23 0人增加 29 366 人
,

增 加 1
.

94

倍
。

其中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增长最快
,

分别提高了1 3
.

5和 1 1
.

9个百分 点
,

高

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提高了3
·

9个直分点
,

同时
、文育

、

半文盲的比例下降了25
.

3个百分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文盲
、

半文盲人数虽然减少
,
但这些文盲人数中

,

12 一 24 岁的青少年却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占文盲总数的 .8 6写
,

占1么二 24 岁青少年总数的 8
.

3%
。

女青 少 年 文 育

比例更为严重
,

占同龄文盲总数的 8 5。 9%
,

一

占同龄女青少年总数的 1 4
.

2%
。

到 19 8 2年
,

尚有

2 1
.

3% 的 6一 12 岁儿童没有入学
。

陵县人 口的文化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

同山东省和全国相比
,

仍存在很 大 差 距
。

(见表 5 )

表 5 每切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怪度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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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陵县人 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

科技人员的比例也较少
。

在业人员中各种专业技未人
·

员仅有 9 08 4人人
,

占在业人口的3 `
1冬%

,
一

其中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有 57 人
,

占该业 人 口的

1
.

4编
,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有 17 50 人
,

`

其中医生只有 1 26 人
,

平均每千人中只有 。沼尽名医生
。

透个比例远远低于全国每千人0 .8 5名医生的平均水平

二
_

因此
,

狠抓基础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
,

迅速提高陵县人
、

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

是摆在

陵县人民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值得欣慰的是
,

近年来
,

陵县各级平部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

特别是具有中专文化

程度的人页比例有了明显提高
,

从 1 9 8 0年的 29
.

4%提高到 1 98 6年的36
.

9%
,

其次是大专人员

比例从 7
.

6%提高到 1 0
.

3%
,

分别增加 7
.

5和 2
,

7个百分点
。

(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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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四 ) 陵县人 口 的城镇化水平 人 口城镇化是指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趋势
。

根据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

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

必然会 出现农业人 口向瓣农业人口
、

乡

村人百向城镇人百转移的人口城慎化过程
。

,

因此
,

非农业人口
、

人口城镇化水平表明二个国

家
、

地区的工业化
、

_

城市花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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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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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江从表 7可以看出
,

按户籍制度统计的陵县非农业人 日比重
,

近 4。年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发

要了很大变花
。

从 19 49 年的 2
.

4%提高到 1蛇啤的6
.

7%
,

提高了`
.

,个百分点
。

从表台可见
,

陇县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以
`

非农亚人口迁入和农转非为主要形式
。

自理 口粮

进镇经商的人数只 占很少比例
。

按 1 9 8 7年统计
,

上述三演分别占当年增加的非农业人口总数
的有沂%

、
一 3。%彩欢。瞬一

_

· - -

…

由此可见
,

陵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虽已有一定的发展
,

但发展水平偏低
。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陵县人 口的基本特点是
:
人 口基数较大

,

增长速度较快
,

年龄结

构属成年人口型
,

并有向老年型发展的趋势
,
人 口的文化结构较落后

,

城镇化水平 偏 低
。

因此
,

进一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

严格控粼人口 增长
,
迅速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

正确利用和引导年轻的劳动人口
,

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

将是陵县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

课题
。

这些间题解决得好
,

将会有力地促进陵县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二
、

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发展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

它本身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对于前一方面
,

本

文 已在上一节中作了概要分析
,

下面将着重探讨后一方面
,

并将重点放在陵县 目前的人 口状

况对其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上
。

人既是生产者
,

又是消费者
。

人 口作为消费者主要是通过人 口数量和人口结构 (包括年

龄结构
、

一

文化结构
、

城乡结构等 ) 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口作为生产者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
,

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数量与素质等因素发生作用
。

此外 , 人口素质
,

特别是人口的文化

, 琴4 、



素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重要作用
。

没有人口素质的提高
,

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

口的素质不同
,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亦不同
。

(一 ) 人口数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适量人口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过量人 口阻障社会经济的发展
。

陵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
。

首先
,

由于人 口增长过快
,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加缓慢
。

从 1 9 5 2年到 1 9 8 6年
,

陵县工

农业总产值 (按 1 9 8。年不变价格计算 ) 增长 了1 2
.

4倍
,

年平均增长 7
.

9%
,

其速度是不低的
。

但由于人 口增长过快
,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却十分缓慢
。

1 9 52 年陵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为 1 2。
,

6元
,

19 86 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 1 2 1 6
.

5元
,

增长了9
.

1倍
,

年平均

增长 7 %
。

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
,

陵县始终处于低收入的困境
。

其次
,

人 日增长过快
,

将减慢经济发展速度
。

这是因为
,

人 口增多
,

迫使政府拿出更多

份额的国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
,

于是消费比例增长
,

积累下降
,

导致生产性投资和教育投资

减少
。

再次
,

人 口增长过快
,

使自然资源受到更大压力
。

以土地来说
,

在陵县
,

由于人口增长
,

人多耕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

从 1 9 4 9年到 1 9 8 7年
,

陵县总耕地面积由 1 8 0
.

9 5万亩减少到 1 10

万亩
,

减少了 39 %
。

与此同时
,

人均耕地亦从 4
.

60 亩减少到 2
.

12 亩
,

减少丁
’

54 %
。

比总耕地

面积多减少了 1 5个百分点
。

虽然陵县 1 9 8 7年人均耕地高于山东省和全国的人均耕地面积 (分

别是 1
.

31 亩和 1
.

3 9亩 )
,

但从长远看
,

陵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只会越来越少
。

这是因为
,

从现

在起
,

陵县每年人口 自然增加近 7 千多人
,

而土地仅住房占地一项每年就减少 5 00 亩
,

因此
,

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只能是越来越突出
。

人均占有耕地的 日益减少
,

将影响陵县的经济发展
,

特别是农业的发展
。

此外
,

它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
。

如
:

①随着农业生产力 的 不 断 提

高
,

将出现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
,

他们的出路何在 ? ②为确保人均 占有粮食不致下降
,

必须

在有限的耕地上精耕细作
,

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
,

努力提高单产
。

这将是一

项十分艰 巨的任务
。

最后
,

人 口数量过大
,

会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
。

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
,

无论男女老

少
,

病弱伤残
,

都要吃穿住用
,

都要消费
,

以维持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
。

另一方面
,

生活资料

却是有限的
。

因此
,

人 口数量和生活资料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
,

如果人口过多
,

与生活资料

比例失调
,

人们的消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
,

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
。

陵县 当前的人 口和粮食

比例就不很协调
。

据统计
, 1 9 4 9年陵县粮食总产量为 1 8 0 2 5万斤

, 1 9 8 6年为 7 1 26 3万斤
,

提高

了 2
.

9 5倍
。

而人均 占有粮食 从 4 47 斤提高到 1 2 9 5斤
,

只增长了 1
.

90 倍
。

这就是说
,

平均每年

有 51 3
.

26 万斤粮食被新增人 口吃掉了
。

人均占有粮食少
,

就不可能拿出更多的粮食投入其它生

产
,

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 的 物 质 需要
。

公正地说
,

陵县人 口 的自然增长率 已降到较低水平
。

但由于人 口基数较大
,

因而每年增

加人数仍然不少
。

此外
,

陵县当前正处于第三次人 口生育高峰期
。

人口增长过多
,

陵县经济

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就会被新增人 口所抵消
。

总之
,

人 口过多
,

不但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
,

而且粮食和住宅的供应
,

教育和劳动就业

需要的满足
,

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

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
。

所以
,

控制人 口增长
,

确实

是关系到陵县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



`二 ) 人 口年龄结构对杜会经济的彩响

人 口的年龄结构反映一个国家
、

地区中劳动人 口和非劳动人 口的比例
。

劳动 与 非劳 动

人口的比例不同
,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同
,

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政策亦不同
。

少年人 口和老年

人口多
,

社会负担指数就高
,

每个劳动人 口养活的人数就多 , 反之
,

劳动人口多
,

社会负担

指数就低
,

但就业问题会相对突出
。

目前
,

陵县人口年龄尚属成年型
,

老龄化的程度不算高
,

少年人口 比重也有明显下降
,

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较大
。

这种人 口年龄结构对陵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
:

1
.

1 9 8 8年与 1 9 8 2年相比
,

少年人 口系数明显下降
,

对今后控制人 口增长和加快经济发

展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

同 19 8 2年相比
, o一 14 岁组人 口比例由 34 %下降到 24 %

,

人 口绝对数

由 1 8 3 4 1 1人降到 13 3 6 6 8人
。

这意味着当这个年龄组人 口进入婚育年龄时
,

婚育龄人口的增

长势头将减弱
,

即使妇女生育率不变
,

仅由于这一因素也会使那个时候的人 口自然增长率下

降
。

如果妇女生育率再有所下降
,

婚育年龄有所提高
,

那就将加快人 口 自然增长率的下降
,

延缓人 口的增长趋势
。

O一 14 岁年龄组绝对值和比例 的下降
,

也意味着当这个年龄组进入学

龄和就业年龄时
,

将会减轻对学校教育和就业的压力
。

这样
,

就会有更多的力量用于加快经

济
、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2
。

陵县人 口虽属成年型
,

但老龄人口比例处于上升趋势
。

从少年人 日系数和老少人口

之比这两项指标看
,

陵县人 口年龄结构 已接近或进入老年型人 口结构 (见表 3 )
。

特别是待

两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进入老年时 (在 2 0 1 0~ 2 0 3 0年 )
,

人 口老龄化问题就会格外突出
,

这意味着
,

为赡养不断增长 的老年人 口
,

适龄劳动人 口将承受日益沉重的负担
。

由于今后老年人 口数量的增加
,

一

与老年人 口有关的经济
、

社会问题将变得突出起来
。

在

陵县
,

由于农村人 口占90 % 以
_

L
,

因此
,

老年问题主要是农村老年问题
。

农民到晚年便失去

劳动能力
,

主要靠子女赡养
,

众多的老年人 口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

要做 到 老 有 所

养
、

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
,

就需要加强对老年人口的投资
,

逐步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险体系
。

该体系至少要向老年人提供三个方面的照顾
:

养老金
、

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
。

(三 ) 经济生活年龄人口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生产年龄人 口在总体人 口中居于多数
,

(陵县 目前在 60 % 以上 )
,

而且
,

这部分人

是真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
,

他们不但要生产满足 自身消费需要的财富
,

还要生产满足

老
、

少人口消费需要的财富
,

社会积累和公共需要的财富
,

因而构成全部人 口 的主体
。

他们

的劳动就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受年龄结构的影响
,

陵县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

经济劳动人 口将大量增加
。

据统计
,

到

1 9 8 8年底
,

陵县全县人 口 已达 5 5
.

6 9万人
,

其中经济劳动人口达 38
.

83 万人
,

约占总 人 口 的

69 %
。

另据测算
,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
,

平均每年将出现约 l
。
1万人的新劳动力

。

如此 众 多

的新劳动力
,

虽然可 以为陵县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

但是
,

如果劳动力供给过

快增长
,

超过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撑能力
,

也会形成 巨大的就业压力
,

给社会和经济发展

带来一系列难 以解决的问题
。

-

1
.

城镇经济劳动人口 的就业 随着陵县人 口城镇化 的发展
,

非农业人口正 在 迅 速 增

加
,

加之年龄结构的影响
,

陵县城镇经济劳动人 口随之猛增
,

超过了该县经济发展的需要
,



因此、近年来
,

、

长
。

(如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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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来越多的待业人口 以及今后每年新增的劳动适龄人 口
,

如术尽早安排就业
,

就会给

社会带来一定韵压力
,

甚全彭响胶县社会的安定
。 一

但是
, `

硬性安排这些人 口的就业
,

·

对经挤

的健康发展井不一定有利
。毛

一

主妻原霭是
,

新增努动力的就业需要一定的资金
,

而国家无法提

供
。

据估计
: 目前安排一个新的劳动者在全民所有制雄位就业犷

`

其费用至少要在 9 0 0元以上
,

陵县若每年安排功 ” ”名就业水垦、
拱

就需摹钾万早爪这就会给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增加撕的负

担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味扩大就业还会造成冗员过多
,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面对今后经济生产年龄人 口不断增长的趋势
,

就业的战略重点必须转变
。

在所有制上要

采用多层次结构
,

要多发展一些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
。

因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一

所 需 投 资

少
,

而容纳的努动力较多杯近几年来
,

’

陵县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仅.19 84 , 1移眸的 3年伺
,

就安置了3 7 9 6人就业
,

占全部安 置 就 业 人 数 的

“ % 。
’

;

陵县城镇的个体经挤成分虽也有一定的增长
,

到 1兜 7年
,

个体成分从业人数 已达 1 0 5 7

一 人
,

但它在各种经济挑型劳动者中却只占3
.

5%
。

`

*

从 目前的态 势看
,

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企

、 业
,

对解决大量就业人尸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

2
。

农业劳动力的出路何在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

广大农民将逐步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
,

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殉幕他部门
。

这是尽为多数国家豹发展衡证明韵一条客观规律
。

陵

县是 , 个传维的农业异
,

农业劳动力古全县总人口和余社会劳动力的绝大部分
,

·

它的每一变

动称食择木娜影响薄多雄舞个肚拿释落瑟装
碑

因些毛如利正确把握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

对陵

县经济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

-

·

① 、 农典劳势者对产典李产
.

的华晌
、

在陵县
,

,

由于本业机械化水平不高
, 总的说来

,

劳

_ 动力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碑正扣美乡̀低晕矛
.

随着农业生产拉术的进步
,

一

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

响
,

这种正相关的关系正在逐渐减弱
。

据隆县统计局奔料计算、 姜95 2
,

一 1 9” 年该县农业产值

~ 与劳动力的相关为久叩
,

且卿扮终87 年这种相关仅为.0 那
今

、

二
]

一为了进二步说明农准劳动煮对罄个弈
`

业生产的影响拭下面对影响农业产值的几种主要因

素作一考察
。

衰 10 衣业产位与几种 . 分帅相关
: 。 . 78 一 1.多6年 )

」」」

)
农业机械化总马 “ 一一

自 `

化 肥
一

施 用
’

量
---

一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积
落落

一

农 村 劳 动 力力力力
盆

巴
、

「「

{{{{{{{{{{{

农农好值
’

几 ··

0
.

60
·

。 ,

四
`

..... _ _ _

典吸
_ _

、、 _ _

二
_ _ _ _

.0 9 1
_ ___

一一 左左左左左左

井 铁 1吻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
’

二
` ’ 一 `

一 ,
- ,

1
一 、

由表 1。的结果着出
,

农村劳动力
、

农业机械化水平
、

删巴施用量以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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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个困青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是不同颐
,

_

就 1 9 78 , 1分86 年的悄
值的相关最高

,

其次是农作物惠播种面积
、

化肥施用量
,

农村

况看声妙热
械
岭妙笋

产

劳动力与农业产值增加的相耸
极低

,

这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狱整个农典产炎增加的鬓煦澳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因耸
,

对

农业劳动力实行有效故转移是麟甚面
,

临钓升项迫切枉务1戮找
_

一

② 陵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状况 从表 n 可以看到办孕8 2年以来
,

虽然陵县农村劳动力的

总数增加了 .1 6万人
,

增长 了8
.

“ %
,

但真正丛事衣林牧副渔业第一产业的人数却减少了。
.

“ `万

人
,

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 1 98 2年的 9 2
.

2%下降到 1 9 8 7年的 8 4
.

4%
,

下降了 7
.

8个百分点
,

其

中种植业劳动者的比重也由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1
.

4%下降到82
.

1匆
,

与此同时
,

从事工业

生产
,

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人数比重则由 2
.
,%上升到 -6蜘

,

上升的幅度是三个产业中最大

的 , 从事有业饮食业等第三产业的比熏则由 4 ; 。%上升到 8
、 7%

。

由此可见
,

、

仅 19 82 ~ 1 9 8 7年

的名 年间丫 陵县农村中已有 .1 跳万人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就业犷肺着农村劳动力的内部转移
,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开始向着新的更合理的方向转化` 睦县农村王大产业锹业比重的变

北
,

说明陵县农村的经济发展正在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

_

裹 1 1 1二 2~ 拍 87 年健县农村势劝力的就业结构
·

(万人
,

% )

年 份 农村劳动力总计
.

}一
-

一 } 人 数 {竺
1 9 8 2 2 0

。

0 2 几a
. ` 5

·

1 8
0

7 2
. ·

、
一

二竺色
~

91汤
-

互兰韭笠 i全丛
器

一

卜篆一
一

}器刊攫
一

8一7719 助

2伍列

从“ 七

2 1
.

62

1 8
,

肠 .1 兄 l 乳口
:

一

!
`

.1 67

1 9盯 工肠
.

解

肠沼
-

翻
.

4
`

6
、夕 ! 1

。

朋

注
:
第一产业指农村中的农

、

林
、

收
、

副
、

渔业 ; 第二产业指乡村工业
、

建筑业 ; 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业
、

商业饮

食服务业
、

文教社会福利
、

科学研究
、

咫舞管理
、

外出临时工及其它 一
_

.

③
`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姗韵裸讨 实规农业规代化犷必须解决树余劳动力 的 出 路 间

题
。

因为
,

将这些劳动力全部稀留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既刁诩
、

要也不合么 转移农业剩余劳动

力所遇到的何题之一就是转移钩规模与速度猫 已有的研究表明
,

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并不是越

快越好
,

它应遵循下列几条原则
:

一
一

丫
-

(1 ) 农业劳动办栩牌产业的转移
,

·

应当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前提
。

在我

瓦 应保证农业生产
,
特别是种植业的生产不致因劳动力的转移而下降 ,

’

( 2) 它应当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 一

( 3) 它应当有利子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

’

使社会经济效益随着转移过程而逐步提高
,

( 4 )
`

它应当以国家 ( 地区
,

县 ) 财力所能承受的支禅力 (包括财政
、

厂

信贷及各方面资

源 ) 为限
。

根据这些原则
,

究竟应舀裸持念样的瑞番晚役魂亨由手资料有限
,

我们很难估算睦县农
, 汁 ~ ~

~ ~
~ ~

节卜 一 ` 月
,

~一 J ~ ~
好 ~

`
t

~ ~
心

一

~ 粼 岌
」 ~

. ~ 淤

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

但国务院发展中心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
组的研究

,

认为我国今后农

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应高于 2 %
,

否则将会给整个国民经挤带来一系列不 良影响
。

农业劳动力主要转向哪里全 这些劳动力应保持怎样的就业结构? 一般来讲
,

出路只有两

条
: 或是转向大中城市

,
一

或是在农村
诊

中就地转移
。

就中国目前情况看
,

大中城市吸收消化农

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

困此
,
陵县的剩余劳动力只能走后二条路

。

南于各种 因 素 的 影

夕 名8



响
,

近年来陵县农村游离出来的众多劳动力几乎无一流向大中城市
,

由这两方面可预测
,

今

后陵县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数量亦不会大
。

目前
,

从陵县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仍播留在该县
。

为解决其就业间题
,

陵

县农村中的产业结构在今后十几年内将发生新的变化
,

在第二
、

三产业就业的劳动者人数和

比重将会继续增长
。

农村中的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
、

采掘业和建筑业
。 一

为了更好地发挥眸县
农村劳动力多

、

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优势
,

其制造业应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
,
并以当

地的棉花等原料优势为主多加工对象
,

·

由初级加工逐步向深加工
、

精加工发展
。

此外
,

陵县

距济南
、 一

青岛城市近
,

要大力参加城市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

在推动
、

促进大工业发展的协作

中求得自身长期稳定的发展
。

公

今一

,

1

户
~ 沪,

月 . 、 、

一 (四 》 人口文化介贯对杜会经济发展的形晌
一

国际国内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
,

人 口文化素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
。

随着人 口文

化素质的提高
,

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相应提高
。

因此
,

人口文化素质已被称为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最宝贵的
“
人力资本

” 。

、

前面 已指出
,

尽管 19 妇年以来
,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陵县人民的文化水平及科

技人员比例有所提高
,
但仍明显低于山东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

陵县人 口文化程度和技术水

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
。

、

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发展商品经济
、

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收入的重要条件
。

城镇
、

农村各类专业户的发展是陵县商品经济发展
、

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因 和 突 出 表

现
。

陵县专业户与全县人口文化素质相比
,

有两个明显特点
: 一是专业户中具有各种文化程

衰 12 2 2肠名专业户的文化程度与全县水平 比较 (% )

` 一二二一一通斗望
! 。

.

4 }

} 0
·

。盯 !

初 中 小 学 }文盲和半文盲

8
。

0

5
.

2

32

2 0
一

9

5 2
。
9

40
。

1

6
。

7

34
。

2

衰 13 2是S名专业户攀扭技术专长人次

种 植 业 养 殖 业 加 工 业 服 务 业 建筑建材 } 拖拉机及汽车驾驶

人次 、 )

{
。

·

度的人员比例普遍高于全县水平
。

如表 1 2所示
。

二是专业户懂技术的人较多
。

如表 13 ,, 2 2 5

名专业户中
,

懂得非农技术的有 1 45 人次
,

具有一定农业技术水平 的有 131 人次
。

、

城关镇素有兼营工商的传统
,

是陵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

对该镇专业户的调查也

证明
,

专业户文化素质较高
。

例如
,

城关镇南街村运输
、

加工
、

摊贩三类专业户经营者的文

化程度普遍高于本村人 口的文化程度
。

(如表 14 )

相反
,

文化素质不高
,

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陵县社会经济的发展
。

这种限制作用至少

表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

,
.

文化素质低
,

不利于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

陵县袁桥乡张文成村的

户 2 9 ,



衰 , 4 城笑彼南衡兰灸食业户与全村人。 女化程炭仕吸 (% )

高中及其以上 } 初 中 } 小
:

学 文 盲

犷
业 ”

_ }
24

,

} 40
_

32 _

_ }
_ _ _

_ _

_

二
南 街 村 1 3

.

6 2 5
.

亨 40
.

1 加
.

4

文化水平较低
。

据统计
,

农业劳动力中文盲
、

半文盲人数古 41
.

8 %
,

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的人仅占25 %
。

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
,

懂得农业技术的人也较少
,

全村只有两名

农民技术员
,

占总人口 的 1 %
,

无力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
,

因而该村虽然农业投入较

多
,

效益却往往不好
。

1 9 80 年
,

全村小麦播种量参达每亩幼斤
, 万趁邀正常用种量的 1/ 3 , 氮

肥施用量有的高达 2 00 斤
,

由于施量过高
,

`

反而造成小麦倒伏减产
。
有人对袁桥乡袁桥村的调

查也反映出这种情况
。

如表 15 所示
,

抽样调查的 69 户棉花
、
粮食生产与该村科技户

、

一级农

衰 1 5 衰桥村技术员与全村衣业投入产出比律

6 9户平均 袁 龙 成 吟夕户平均 袁 成 龙

单产 (斤 )

农药费用 (元 /亩 )

种肥药费用 (元 /亩 )

物质费用 (元 /亩 )

每元费用产侮 (元 )

, 一

工230 15 1 8

1 2
。

名 9
.

肠 7 5
。

7

617

一
.

一
7 7

。

1

肠
。

7 7 52
。

4

1 14
.

8 10 2
。

7

单产 (斤 )
-

种肥农药费 (元/亩 )

物质费用 (元 /亩〕

每元费用产值(元)

128
*

2 5

1
。

7 5

1 2 3

1
。

8 2

业技术员袁成龙户相比
,

投入高
、

产出低
、

农业效益差
。

显然
,

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

首先

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
,

加强对农业技术的指导
。

、 ,

其次
,

人 口文化素质低
,
还影响咬县工副业的发展

。

例如
, 坤 84 年余县总产皮棉 1 08 万

担
,

可产籽棉 1
.

李亿斤
,
棉柴 4亿多斤

,

但棉籽不能全部榨油
,

饼皮大部分直接做 J
’

肥料
,

棉

柴除当柴烧外
,

其余的都还田 了
。

陇县虽有宁些农刚产品规工企业
,

但只能进行初加工
、

粗

加工
,

加工半成品的多
,

加工成品的少
,

综合利用更少
。

班现这种情况除资金缺少外
,

主要

原因是人才缺乏
, ` 人 口文化素质较低

。

最后
,

文化素质低
,

还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

前面讲到的陵县专业户的情况实际上从反

面论证 了文化技术水平低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树约性
。

由此可见
,

陇县人口的文化素质远不能适应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因而造成了一方面

人 口数量多
,

劳动力出现剩余
,

另一方面
,

技术人员严重厦乏的状况
。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
。

对截县来讲
,

人 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 是将众多人口变为发展优势的

关键
。

要迅速改变陵县劳动力人 口文化技术条质落霭的状态
,
就要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

这是陵县的当务之急
,

各级领导必须象重拐经济那样重视教育事业
。

从以上分析可见
,

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

人 口的数量
、

素质
、

年龄结构

气
粉

都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或制约作用
。

这种作用
,

不仅是多方面的
, l衍且是长期的

。
因

名0 .



此
,

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
, 不仅要看到经济发展对人 口的作用

,

而且要看到人 口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作用
, 不仅要看到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

, 而且要看到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 , 不仅

实使
要重视经济发展计划

, 而且要重视人 口控制和智力开发
。

要把人 口政策和发展战略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之中
, 使人 口的发展 目标

、

指导思想
、

客观依据
、

实施步骤和措施
、

现的可能性等与本地区
、

本县的社会

人 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经济
、

自然资源
、

环境生态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

就陵县 目前的情况看
,

要达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 今后的任务是

:

在发展经济

的 l可阿
,

恐速投刷人 口数量
,

提高人口质量
,

进一步实现
“ 人 口转变

” ,

即将陵县人口再生

产类型由高出生率
、

低死亡率
、

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进一步转变为低出生率
、

低死亡率
、

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
,

最后达到人口的零增长
,

以缓解人口 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

为陵县发

展创造一个较好的人口环境
,

以促进陵县工业化
、

商品化
、

现代化的逐步实现
。

主要资料来源
:

① 《 山 东省陡县 第三次人 口普查资料汇编 》 山 东省陡县人 口普查办公室

② 《农村发展研完》 1 9 85
、

1
、

中国社会料学院陵县 农村发展研究组

③ 陡县 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 任 编 辑
: 王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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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启 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 寄递邮件逐步实行邮政编码
” 的规定

,

寄发

邮件要求书写收
、

寄件人的邮政编码
。

本市互寄信件从 1 9 8 9年 6 月 1 日起
,

外省市

信件从 198 9年 10 月 1 日起
,

除写明收
、

寄件人的地址外
,

还要在信封的左上角和右

下角写明收
、

寄件人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

以便邮局能够及时
、

准确地传递信件
。

`

为此
,

本刊编辑部通知如下
:

凡本刊的订户要及时将本人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函告本刊的订购处 ;

一

、
作者在投寄邮件时

,

要注明本人所在地区的挪政编码 ,

凡属与我刊进行资料交换或属我刊赠阅的单位及个人要及时将所处地区的邮政

编码函告我部
」

。

逾期不告者
,

我部将因邮局拒绝投递而终止寄送
。

请大家协助和谅

解、

本刊地址
: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 《社 会 学 研

究》 编辑部
。

邮政编码
: 1 0 0 7 3 2

。

木刊编辑部

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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