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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农村失业问题

及对策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 80%以 上

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后，随着家庭

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每个劳动

者仍配有一份生产资料—— 土地，

但是，劳动资料的合理配置问题就

提出 来了，当从事农业的劳动并不

需要那么多时，以家庭作为一 个追

求经济效益最大的生产单位，就要

把土地上多余的劳动力游离出来，

从事其它可能获得收入的非农产

业，如去乡镇企业作工，进城当民工

等。然而，一旦当那些非农产业的容

纳能力竭尽时，进一步游离出来的

农民便成了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

人口由于还保留着一块土地，因此

有时处于隐蔽状态，有时则成为汹

涌的民工潮。

中国的失业问题首先是农村劳

动力的大量过剩问题，因此，我们首

先要广开门路，稳定和发展目前广

大农村流行的三元就业结构：第一，

“不离 土不离乡”，开发“二高一优”

农业，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增加农村

劳动力投入；第二，“离土不离乡”，

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乡镇

企业的产品结构，增加乡镇企 业吸

纳劳动力的能力；第三，“离土又离

乡”，组织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

转移，这里特别是要加快农村小城

镇的建设，发展农村三产，减少民工

流向大城市的压力。但是，要真正解

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加快农

村城镇的建设，还需要城市工业适

当地向农村地区转移。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最好办法，是在市场机

制的作用下，做到双向流动。农村剩

余劳动力根据各自的素质、技能流

向不同层次的城市和农村城镇，各

类城市中经济效益处于边际地位的

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下

一层次的城市或城镇转移，逐步地

吸纳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摘自《经济研究》1994 年第 9

期  作者：袁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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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经济腾飞的

知识因素

韩国 70 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

10.2% ，80 年代为 8.4% ，其中 1986

— 1990 年间的年 平均经济增长率

为 10% ，成为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新

兴工业国家。韩国之所以能够实现

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最基本的

因素是，由知识进步所引起的技术

上的改进。

1945 年 8 月，划定北纬 38 度线

时，大韩民国 14 岁以 上的人口中仅

有 2% 文化程度为中等水 平，文盲

率为 78 % 。自 1945 年以后，特别是

在 60— 70 年代，韩国政府致力于人

力资源开发，重视教育。80 年代，韩

国小学入学人数增 长 5 倍，中学增

长 28.5 倍，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入学

人数增长 150 倍。与其它发展中国

家相比较，受直接教育的韩国 人数

所受教育的程度比预计要高得多。

当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07 美

元时，就相当于人均收 入 380 美元

的国家教育能力。由 于韩国的教育

投资多，受教育面广，在国民生产总

值相似的各国中，韩国各项教育指

数全部超过了其他各新兴工业化国

家和地区，这就为其以后的经济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韩国不但在国内提高本民族的

文化素质，还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

学，同时把他们的智力资源引入能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有利可图的工程

和自然科学上。仅 80 年代中期韩国

科学技术部就引回了约 1 200 名科

学家到各研究机构中，这些人在回

国后虽然报酬较低，但政府赋予他

们较大责任和竞争的目标，回国的

工程师和科学家担任他们在美国只

能是梦想的职务，因此尽管回国留

学生只占韩国工业中的高技术人力

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在美国工作学

习的经验使他们具有一种超过国内

培养学生的特殊优势。韩国能在经

济发展中获得那种“恰当的”技术，

与这些人才的智力开发是有很大关

系的。

（摘自 1994 年 10 月 9 日《中国

教育报》  作者：陈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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