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 8  
.


西藏城郊农村就业结构变化 的 个案研究


——以 2 0 0 1
—

2 0 1 1 年 间 达村 为例


格 桑 卓玛


[ 摘要 ] 文 章 通 过 一

个 新 的 视 角
——西 藏农 村就 业 结 构 来 研 究 西 藏 农村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问 题 ,

希 望 从


这个视 角 解 读 西藏 农村 经 济 的 变 化 。 作 者指 出
,
农 村就 业 结 构 变 化 最 显 著 的 地 区 多 邻 近 城镇 、 经 济 中 心


或 者位 于 重 要 的 经 济 发展 带 。 因 此
,
作 者将 实 地 调 查 点 选在 拉萨 周 边 的 达村 。 通过 对这 一

个 案 的 研 究 ,


作者 力 图 能 从微 观 角 度 了 解 西 藏农 村地 区 劳 动 力 就 业 问 题 的 特 殊性 ,
并 为 探 索 研 究 随 着 西 藏 城镇 的 发


展 和 经 济 中 心 辐 射 面 的 扩 大而 在 更 偏远 的 农 村 地 区 也可 能 产 生 的 类 似 问 题提 供借 鉴 与 思 路 。


[ 关键词 ] 西藏 ; 城郊 农村 ; 达村 ;
就 业 结 构 ; 个 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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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 构是反 映社 会经济发 展水 平的 重要 标 志
,
反 映国 民 经 济 的 总体 发展 水平 以 及 社会 劳动 力 资


源投 入方 向 的 总体 状况
,
在 国 民 经济全 局 运行 和 就业活 动 中 具有极 为重 要 的 意 义 。 上世 纪 7 0 年 代末 的


改 革开 放在 中 国 这 片 古老 大地上掀起深 刻 的 变革 。 中 国 经济 发展产 生的 结 果之
一

是就 业的 增 长 和 结构


的 变化 。 探究这样 的 变化是 如何 产生的 对理 解过去 3 0 年 来 的社 会转 型十 分重要 。


位于 西部 地区 旳 西藏 自 治 区 目 前也 处在 历史 上经济 发展 和社会 变化 最显 著 的 时 期 。 这 不仅体 现在


经 济 数量的 变化 上 , 如 G D P ( 2 0 1 2 年 7 0 1 亿元 ) 、 农 牧 民人 均纯收 入 ( 2 0 1 2 年 5 6 4 5 元 ) 都达到 西藏 历史 的 最


高 水平 ; 也 体现 在 经济 结 构的 变 化上 。 西 藏产 业结构 由
“
一

、 二 、
三

”

转 变 为 现在 的
“

三 、 二 、

一
”

的 结 构 。


许 多学 者对西 藏 经济 发展 中 的 数 量变化有 大量丰 硕 旳 研究 成果
,
但 是对西 藏经 济结 构 问 题 的 研究 还不


多 。 而 目 前 提 出 的 转变 经济发 展方 式主要 强调 的 就是 调整经 济结构 。


西 藏是具 有二元 经济特 征的 农业 地区
,
体现 在农 业 人 口 多 ?

,
农 业地 域 广 ,

“

三 农
”

问 题有 其 自 身 的


特 点 。 根据西 藏历年 有关统 计 资 料
,
其 农村 经济 问 题 突 出 地 表现 在 农村经 济增 长速 度慢 、 结构 变化 小 、


非农产业滞 后等方面 。
? 因此研 究西 藏农 村地 区 的经济 结 构 问 题 显得 尤 为 重要 。


当前对 就业 问 题 的 研究是事关 西藏 民生 的 重要 问 题 。 在经济 结构 中 就业 结构 的 变化也 很显 著 。 本


① 根据 2 0 1 0 年第六次 人 口普查 , 西藏 乡 村人 口 比例 为 7 7 . 3 %
。


② 钟祥浩 、李祥妹 : 〈 西藏 自 治 区
“

三农
”

现状分析及发展 战略 与对策	> 【
?

! 】 , 〈 中 国 科学院 院刊 >  
2 0 0 3 年第 5 期

。




西藏 城郊农 村就业结 构变 化的 个 案研究——以 2 0 0 1
—

2 0 1 1 年 间 达村为例	 .

5 9  
.


次研究 以
一个 新 的 视角

——西藏 农村 就 业结 构来 研 究 西藏 人 口 最 多 、 从业 人 员 规模最 大 、 居住 地域 最


广 、 发展 水 平相 对滞后 的 农 村地 区 旳 经 济 发展 问 题 , 希望 从这个 视角 解读 西藏 农村经济 的 变 化 。


根据笔 者 之前 的 研究 和其 他学 者对西 藏社会 经 济的 调 查
, 我们 发现农村就业结构 变化最 显著 的 地


区多 邻近城镇 、 经济 中 心或 者位 于重 要 的 经 济发 展带 。 因 此
,
笔 者将 实地调 查 点选 在城郊农村

,
拉萨 周


边的 村庄——达村 。 希 望通 过 对这
一

个 案 的 研究 , 能从微 观 角 度 了 解西藏 农 村地区 劳 动 力就 业问 题 的


特殊 性 , 并 为探索 随着 西藏 城镇的 发展和 经 济 中 心辐 射 面的 扩 大而 在更偏 远 的 农村地 区也可 能产 生 的


类 似问题提供借 鉴与 思路 。


一

、 研究方法 : 文献梳理和实地调査


就业 问题
一 直是社 会 各界广泛 关注 的 焦 点 问 题之 一

。 综 观 中 外学者关于这 方面 的 研究脉络和 最新


研究成果 , 可 以 看 出
, 西方 经济 学家 和马 克 思 主义 经 济学 家对就业 问 题的 研 究有着 不 同 的 视角 ,

中 国 学


者在 就业 问 题上 的 研究充 分结合 了 中 国 的 具 体 国 情 , 相关研究也 不断丰 富和深 化
,
成 为笔 者研究的 理论


基础 。 中 外学者 对藏 区 农 村社会 和经济 发展 , 西藏 人 口 和 劳动 力要 素 领域 有大 量精彩 的论 述 , 其 中 也涉


及到 对就 业的 关注 。 如马戎 教授和旦增伦珠 博士 从社会学 和 民族 学研究 角度对 西藏 流 动人 口 的 结 构和


流 动 动 因 进 行 的 深 入研 究 ,
特 别研 究 了 西 藏流 动 人 口 的 就 业 问 题 。

? 罗绒战 堆 博士在 所从事 的 西 藏农


村经 济 的 研 究 中 也 提 出 就业
“

机会
”

的 重 要性 。
? 王洛 林 、 朱 玲研 究员 主 持的 有 关藏 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


课题和 相应 的 研 究成 果 中
, 中 国 社科 院 的 学 者们 也就 西藏 农牧 民 参 与市场 等专 题开展 了 与就 业相 关的


研究 。
? 美国 学者戈 尔斯 坦 教授 在长期 对 西藏 农牧 区社 区 的研究 中 对西藏 农牧 民 非 农就业 问 题有 独到


的 思考 。
④加 拿大 安德 鲁 ? 菲 舍 尔 博士 对 西藏 及其他藏 区经济 的 深入研究中 也 特别关注 藏区 当 地 劳 动


力 参 与市 场竞 争的 能 力 。
⑤


除了 对前人相关 理论 、 成果的 梳理 和研究 , 本研究 采取个 案调 研的 方法开展 了 实 地调查 。 2 0 1 2 年夏


天我 们研究 团 队在达村开 展了 为期
一

个 月 的 实地调 查
,
采 用 随机抽 样 的 方法 从 2 0 3 户达村 农户 中 抽 取 6 0


户 发放调 查 问 卷
, 并进行入 户 访谈

,
最终 得到 有效 问 卷 5 3 份

,
涉及 2 1 8 人

,
覆 盖到达村 1 / 4 的 家庭 。 调 查 问


卷 主要 围 绕 2 0 0 1
—

2 0 1 1 年 间 当 地 的 就业变化 和 当前 的就业现 状展 开的 。


二
、 对达村的调研


本 调 查点 在 西藏 拉萨 市堆 龙德庆 县下辖 的柳 梧 乡 达村 。 堆 龙德庆 县按 自 然单元分为 1 个纯牧 区 和


3 4 个半农 半牧 业 区 。 2 0 1 0 年全县人 口 达 5 2 2 4 9 人 , 人 口 年龄进入成 年型 。 2 0 1 0 年 堆龙 德庆 县农 牧民 人均


纯收入 达到 5 3 2 8 . 2 3 元 ,

? 1 0 年 间 增 长近 3 倍 。 当 地 农 业人 口 大约 4 万 多 人 。 由 于 当 地修建青 藏铁路 和火


车 站 , 政 府征用 农 户 旳 土地 较多
, 因 此截止到 2 0 1 0 年堆龙 德庆县农村富余劳 动 力 有 3 0 0 0 余人 。

⑦


在 当 地 大 力 发展 多 种经 营的 政策鼓励 与扶持 下 ,
当 地农业领 域 出 现了 具 有城郊经 济特点 的养 牛专


业 户 、 养 鸡专 业户 、 养猪 专业 户 , 非农 业就 业 领域 也 出 现 了 新的生 机 与 活力 。 在 乡 镇企 业发 展 较快 的 行


业 , 如工 业 、 建 筑运 输业 、 商业服务业 、 旅 游业 、
养殖 业 、 矿 产开 发 以 及民 族手 工业领域也可 以 看 到许 多 当


地农村 劳 动 力 的 身 影 。


距离 县城 4 0 公里 的 达村 是 乡 政府 所在地 , 当 地 农 业基 础 条件好 。 在城镇 发展 的 带 动 下经 济发 展迅


① 马 戎 、
旦増伦珠 : 	 <  

拉萨市 流动 人 口 调査 报 告 〉 [
J

】 , ( 西北 民族研究 〉 2 0 0 6 年 第 4 期 。


② 罗绒战 堆 : 〈 西 藏 的 贫 困 与反 贫 困研 究 M M
】 , 北京 : 中国 藏学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


③ 王 洛林 、 朱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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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数据来源 : 拉萨 市统计局 。


⑦ 数据来 源 :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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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 地 区生 产 总 值 1 0 年增长 1 0 倍 。 达村现 有 人 口 7 2 0 人 , 共 2 0 3 户 ,
分 成 4 个村 民 小组 。 村 里 的 人均耕 地面


积 2 .  8 亩 ,
无耕 地人 口  1 9 2 人 。 2 0 1 0 年 达 村 国 民 生产 总 值达 到 5 0 0 万元 , 人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中 农业 贡 献率


为 1 4 . 4 %
,
副业 的 贡 献 率 占 5 5 % 。

2 0 1 0 年 由 于高 速公路 、 拉 日 铁 路工 程建设 的 参 与度 髙
,
村 民 的 收 入增


长 很快
,
当 年人 均 纯 收入达 到 3 2 0 0 元 。 2 0 1 0 年 达村 收 入构 成 中 2 0 % 来 自 农 业 和 副 业

,

5 % 来 自 畜 牧 业
,


1 5 % 来 自 资源补偿 、 环保补貼 ,

6 0 % 是参与机场高速 公路 工程 建设 的 劳务 收入 。 而 2 0 0 9 年全 村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为 2 0 0 万元 , 人均 总收入 为 2 6 0 0 元 。 去 年机 场高速 通车 后达 村到拉萨城区 的 车程 只有 1 5 分钟 。


1
. 被 调 查 家庭 总 体状 况 在达 村我 们共调查 了 6 0 户 , 在 顺利 完 成 问 卷调 查的 5 3 户 中

,

3 0 位男 性 接受


访 谈 , 占接 受 访谈 总 户 数 的 5 6 . 6 % , 女性 2 3 人 , 占 4 3 . 4 % 。 被访 者平 均年龄 3 9 .  9 岁 , 年纪最 大 的 6 1 岁
,
最


小 旳 2 0 岁 。 我 们把被访 者分 成 6 个年 龄组 ( 表 1
) 。 本次 调查 的 对 象都 是家庭 里的 主要 劳 动 力 , 他们 主要


是 青壮年 。


表 1 达村被访 者 的年龄结构	表 2 被访 者家庭人 口 状 况


年龄组 人数 比例 年龄 组 人数 比例 家庭人 口 数 户 数 百分 比


( 岁 ) ( 人 ) ( % ) ( 岁 ) ( 人 ) ( % ) 1 
一

 5 9 . 4


名 2 0 1 1
. 9 4 1

—

5 0 1 7  3 2 . 1	
	

1

	

&
	 ——


2 1
—

3 0 1 2  2 2 . 6 5 1
—

5 9 8 1 5 . 1		

^

		

1 ^ |

——


3 1
—

4 0 1 2  2 2 . 6 彡 6 0 3 5 . 7		

?
	

j

	 	


I

钟
1

5 3  W 	户敕
8

兑计	▲	』。

7

。


被访者 家 庭 的 人 口 数 以 3 — 5 人居 多 , 这 种家庭 占 被调查 户 数 的 7 5 % 。 家庭 规模 超过 7 人 ( 含 7 人 ) 的


占 7 . 5 % 。 达村 平均 家庭规模是 3 . 5 5 人 ,
5 3 个受 访农 户 的 平 均家 庭规模是 4 . 1 人 , 都低 于 自 治 区 六普 数据


4
.
 2 3 人 。 ( 表 2

)
① 从家 庭人 口 结构 看 ,

达 村 已 婚 受访 者 中 有 4 5 % 旳 人 有 2 个孩 子 ,
将近 3 0 % 的 人 只有 1 个


孩子 。 据调查 了 解
,
近年来 当 地人 的 家 庭观念有 了

一

定 的 变化 。 许 多老人 与他们 成年 的 孩 子分家 生活 ,


因 为 老人与成年子女住得很近
, 子女 可 以 照 顾到老 人 。 7 8 . 2 % 的 人 已 婚 。 由 于距 离 城 市较近 , 家庭人 口


规模 不大 , 核 心家庭数量 增加
,
就近 就业成 为他们 择业的 首选 。


西藏 农牧 业与 全国 的普 遍情 况
一样

,
也面临 着	表 3 被 访者 受教育 程度


突 出 的
“

人 地矛 盾
”

,
西 藏人 均拥 有 的 耕地面积 不	受 教 育程度 人数 百分『


足 2 亩
,

而且耕 地 资 源质 量 不 高 。 随 着 人 口 的 增	文 盲 
.

5 9 . 4

—


加
, 达 村 人 均 耕地面 积 日 益 减少 ,

2 0 1 1 年全 村 人		 	J 3
	

6 2 . 3


均 耕 地 2 . 8 亩 。
② 因 为工程 建设 ( 机 场高 速路 、 拉 日		H 		

	


高 中 4 7 . 5


铁 路 ) 征用 部 分土 地 , 加剧 了 当 地的 人地 矛 盾 。 被	
	

3

	

s 7l

~


访 家 庭 的 人均 耕地面积只 有 2
.

0 5 亩 。 在 调查 中 发	^ 	3 5 ^ 7

~


现
, 最 重要 的 生产 资料——土地 的 稀 缺也是促使 当	总 计	 5 3 1 0 0 . 0

—


地 劳 动 力转移就 业 的 主要原 因 之一

。


当 地劳 动 力 学 历普 遍不 髙 ( 见 表 3 ) 。 被访 者 中 , 小学 文化 程度者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 达 6 2 . 3 % 。 年 龄和


受 教 育 程度 的 交 互分析 显示 , 年 轻 人受 教 育 旳 程 度 相对 高
, 因 此 有利 于 他们 从 事生产 技 术 要求高 的 行


业 。


2
. 达 村就 业 结 构 的 变 化 在 掌握达村社 会经 济基本 情况 的 基础上 , 进入 对其就 业结 构 的 研 究 。


从表 4 的 年龄一职业 结构 可 以 看 出
,
各 年 龄组 的 被访 者相对 集 中 在农 牧业 、 运 输业 和批发 零售 餐 饮


业 。
6 6 % 的 人 实现 了 非农 领 域旳 就业

, 集 中在 第三 产业 , 其 中 从事运 输 业 的 人最 多
,
占 全部 被访 者人 数


的 2 6
.

4 %
; 而且 覆盖的 年龄段最 广 。 此外 , 商业 、 服 务业 领域的 当 地 农村 劳 动 力 人 数 比 重加 大 。 西藏 第


① 〈 西藏 自 治区 2 0 1 0 年 第六 次全 国人 口 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 [
N

]
, 〈 西 藏 日 报 〉 2 0 1 1 年 5 月 4 日 版 。


② 中 国农 业的人 均 占 有 的 自 然 资源 非常少 , 目 前人均大概只有 1
. 3 8 亩的耕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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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1 年 间 达村 为例	.
6 1  .


一条 高速 公 路 、 拉 日 铁路 这两项 大 型公共 基 建项 目 以及 乡 村道 路整 治 等工 程为这 个村 提供 了 许多就业


机 会 。 在政府协调 下大 量 沙 石运 输等技 术 要求不髙 的 工作 优先交 给 当 地 劳 动 力 完成 。 虽 然 由 于达村 与


拉萨 市 区 的 距离 近 ,
经济 辐射和 观 念影响 较 大 , 早在 上世纪 8 0 年代村 里就有 人从 事运 输业

,
但是像 现 在


这样 规模 的 就业 变化还 是从 2 0 0 9 年 开 始的 , 同 时村 里购买重型 货 车 的 家庭越来越多 。	
’


从 问 卷 数据看 ,
从事 批发零 售 业的 人 数 也不少 。 达村 村子 不大

, 由 于是 乡 政府所 在地
, 乡 村的 行政


机 关相 对集 中 。 加之近 几年周边 工程项 目 的 开工建 设
,
外来建 设施工 人员 的 大量 涌入 带来 了 频繁而 密


集 旳 人 口 流 动 。 人员 的 汇 聚 自 然 带 动起 当 地 消 费 市场的 发 展 。 如 村里 的 小商 店就 从 2 0 0 1 年的
一家增 加


到 2 0 1 2 年 的 4 家 , 小餐馆 也 出 现 了 3 家 。 就 是本 村人 在工作 任务重 、 时 间 紧 的 时候 也常 常到 小餐馆 就餐
,


或 者在 小 商 店买 包方便 面 , 再来 一 瓶可乐 来解 决一 顿午饭 。 资金投 入 少 、 劳 动 强度 小 、 时 间 灵 活等行 业


优 势使 批 发零 售 餐饮业 也 成 为 当 地 村 民 乐 于 从 事 的 非农 业产业 。 如果 再加 上清 洁 工和 歌手 这两个 职


业 , 那么 作 为 商业 、 服务 业领域 的 当 地农 村劳 动力 人 数 比 重则 进
一

步加 大 。


表 4 被访 者的年龄一职业结 构 单位 : 人 ,
%


年龄 组 	

F
—				

[
7 ^

~ 							


( 岁 ) 农 工 清洁 工 : i 建筑工人 教师 电信 职工 银行职员 歌手 总计


	

人 员 餐饮业 人 员
	

养 护 员
	

修人 员
	


矣
 2 0	 1	1


2 1
—

2 5	1 1 1	1 1 5


2 6
—

3 0	 3 2	1	 1	 7


3 1
—

3 5	5	 3	 1	T 1 0


3 6
—

4 0	1	 1	2


4 1
—

4 5	1 2	 1	4


4 6
—

5 0	6	 3 1	1	 1 1 1 3


5 1

—

5 5	3	 2 1	1	 1 8


5 6
—

6 0	1	1	2


彡 6 1	1	 1


人数 1 8 1 4	7	 5 2 1 1 1 1 1	1 1 5 3


总 计
			


比例 3 4 2 6 . 4 1 3 . 2 9 . 4  3 . 8 1 . 9 1 . 9 1 . 9  1 . 9 1 . 9 1 . 9 1 . 9  1 0 0 . 0


* 表 示 本 数据 是 受访者 在 农 业 生 产 之 余从 事 的 职 业 。


在高度 分工 的现 代 社会 中 , 许 多职业或者工 作 岗 位需要有
一

定 的 教 育背 景甚 至接受 专业 培训 。 从


表 5 可 以 看 出
,
达 村被访 者的 主要 教育程度 在 小学和初 中 水平 。 拥有 大 学学历 的 从业人员 能进入事业 单


位 , 获得 稳定 的 收入来源 。 而 自 报 为文 盲 的低 学历者 主要集 中 农业生产 领域 , 也有 自 己 经营小 卖部或 者


帮 助亲 戚看店 的 。 从事运 输业 的从 业人 员 的 学 历跨度 较大 ,
说 明 技术 含 量不髙

, 而且相对其 他行业收入


更丰厚 的 运输 业吸 引 了 各种文化 水平的 劳 动者 参与其 中 。


在 调 查 样本 中 , 达村 的 就 业结 构在 这 1 0 年 里发 生 了 显 著 的 变 化 , 6 6 % 的 劳 动 力 从 事非 农 业生产 活


动 , 非农 产业和 非农业收 入 己 经在 当 地的 发展 中 占 有 非常重要 的位置 , 非 农业 活动能 从多种 渠道影响农


村 经 济 。 从 表 6 可 以 观察 ,
5 3 位被 访 者 中 , 从 事农 业生 产的 人 数 1 0 年 间 减 少了

一

半 以 上 。 而第 三产 业 的


从业 人 员 比例 则 有较 大 幅度 的 上升 。 当 地 劳 动 力 在 三次产 业 的转移 总体 是符 合配第一克 拉克 定律①
,


① 1 9 4 0 年 , 英 国 经济学家 科林 ? 克拉克 在威 廉 ? 配第的 关 于 收 入与 劳 动 力 流动之 间 关系 学 说研究成果之上 完成 , 计 量和 比 较 了 不


同 收 入水平 下 ,

就 业 人 门 在三 次 产 业 中 分布结 构 的 变 动趋势后得 出 的 。 克 拉克认 为他的 发 现只 是 印证 了 紀第 在 1 6 9 1 年提 出 的 观点 而


已
, 故后人 把 克拉 克 的 发现 称之 为 K 第一克 拉 克定 理 。 配第一克拉 克定理 揭 示 了 经 济发展 中 劳 动力 在三 次 产业中 分布 结构 的 演变规


律 , 指 出 劳 动 力 分布结构 变化的 动 因 是产 业 之 间 相对收入的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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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产 业 正在替代 第
一

产业成为 当 地吸纳 劳 动 力就业 的 主要领域 。


表 5 各职业从业人员 的受教育 程度


受 教育程度

职业	

						


文 盲 小学 初 中 高中 大学 总计


农业	 3 1 1	2 1 1 7


运输业	9	3 2 1 4


批发零售餐饮 业	2 4	1 7


临时工	5	5


清洁工	 1	 1 2


歌手	 1	 1


银 行职员	 1	 1


电 信职工	1	 1


公路 养护 员	 1	 1


建筑工人	1	 1


教师	 1	1


汽 车维修	1	 1


总计	 5 3 3	7 4 3 5 2
*


*
5 3 份问 卷 中 有 1 人 未提 供教 育 程 度 的 信 息 。


表 6 被 访者职业变 化的对比


|	目 前 的 职业


原来职业
——	————						—


农业 运输业 枇发零售 临时工 敎师 清 洁工 肷手 ? 厅老板 建筑工人 公路养护 员 汽修店 员 琅行职员 电信职工 总计


农业	1 8 1 2 4 4 1 1 1 4 1


学生	2 1 1 1 5


保 洁 员	1 1


服务 员	 1 1


工人	 1 1


加工店雇 员	1 1


开饭馆	1 1


临时工	1 1


司机	 1 1


总计	 1 8  1 4 6 5 1 2 1 1 1 1 1 1 1 5 3


农村 非农产业能 提供 大量 的 就业机会 , 吸收农业 剩余劳 动 力 , 缓解 人 口 对 土地的 压 力 。 非农业 活 动


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
,
增强农 户 的 投 资的 能 力 和扩大再生产 的 能 力 , 降低收入 的 波 动性 。 农村 生产 责 任


制 的 实行使家庭成 为生产单位 , 作为理 性经 济人 , 农 民 自 然将 收入 的 极 大化作 为所有经 济活 动 的 目 标 。


他们 的 决 策直 接体 现在 家庭劳 动 力 的 分 配 , 即 各种生产活 动 的参 与上 。 农村 剩 余劳 动 力 数量 的 日 增 和




西藏 城郊农村 就业 结构 变化的 个 案研究——以 2 0 0 1
—

2 0 1 1 年 间 达 村 为例	 . 6 3 .


传统 农业 的 低 收益 形成
一

股力 量 , 把大量 农户 推 向 非 农就 业领域 。


表 7 各职业从业人 员 的 收入 比较


收入

~

 
1 ^ 平 均收入


<  1 0 0 0 元 1 0 0 0
—

2 0 0 0 元 2 0 0 0
—

3 0 0 0 元 3 0 0 0
_

5 0 0 0 元 5 0 0 0
~

1 0 0 0 0 元 > 1 0 0 0 0 元 总计

职业 ( 人 敌
	

( 元 )


农业	3 1 2	 3 1 8	 1 6 1 5
. 3


运输业	 1	5 2 3 3 1 4	 5 8 0 7 . 7


枇 发零售餐饮业	3	 4 7	 2 2 6 6


临时工	 1 4	5	 1 6 9 8 . 9


请洁 工	 2	2	1 0 0 0


歌手	1	1	1 5 0 0


银行职员	 1	 1	2 5 0 0


电信职工	 1	1	3 0 0 0


公路 养护 员	 1	1	8 0 0


建筑工 人	1	1
.

	 1 8 0 0


教师	1	1	1 2 0 0


汽车 维修	1	1	2 0 0 0


总 计	5 2 6	 1 3 3 3 3 5 3

*


* 以 农 业 生 产 为 主 业 的 农 村 劳 动 力 中 有 5 人 在 农 闲 时 也 开 着 自 家 的 拖 拉 机参 与 沙 石 运输 等 工作 中 。
而这 5 个 人 的 月


收入最 低 能 达 到 1 5 0 0 元 , 最 髙 可 以 达 到 3 0 0 0 元 。 他 们提 升 了 农 业 劳 动 力 整体 的 收 入水 平
。


表 7 各 个职业 的 收入 比较 中
,
运 输业 很 明 显是达 村创收能 力最 强 的 行 业。 2 0 1 0 年该村的 人均纯收入


中 , 6 0 % 来 自 参与 机 场髙速 公 路工 程建设 的 劳 务收 入 。 建筑 运输业 的 高 收入 得益 于在达村家 门 口 修建


的机场 高速 路和拉 日 铁路 , 尤 其工期紧 、 任务重的 情 况下对参 与工程建设的 劳 动者 的 务工报酬 也高过 日


常 建设项 目 ,
加 速 了 达村 居民 财富 的 积 累 。 当 然 , 运 输业对从业 人 员 也有 一定 要求 ,

其 中 基本 的
一项就


是掌握 驾 驶 技术 。 如果能 拥 有 自 己 的 运输工具
,
那 么从业 人员 所获 得的 报酬更丰厚 。


批 发零 售餐 饮业也是 当 地收入 高 的行业 之
一

, 从事这 个行 业对 资金的 投入有要求 ,
其经营者也面 临


投入成 本与 利润 回 报 的 问 题 。 而这
一

行业的 高收益和高 参与率也得 益于 当 地公共基础建 设项 目 带来 的


人员流 动 和富裕起 来 的 人们 更多更 高 的 消 费 需求 。


另外两 个高薪 职业是 电 信职工 和银 行职 员 , 其从 业 人员都 有大 学学 习 的经 历 。 但是在金 融 、 电 信行


业就 业对 从 业人员 文化 素 质和 知 识水 平 的 要求 使这 两 个行 业的 就业 门 槛髙 , 即 使 收入 水平高也 难 以 吸


纳更 多教育 程度 集 中在 小学 和中 学 水平 的 当 地 农村 劳 动 力 。


由 于 当 地近 年来 的 工程 建设项 目 多
,
而 且达 村临 近拉 萨 市和堆 龙德庆县县城 ,

就 是没 有 其他非 农 技


能
, 也 没有 资金开 饭馆 、 商店

, 许多 当 地 人仍 可 以通过 简 单 的 劳 动投 入寻找 到 自 己 的 就业途径
,
例 如 在建


设工地打工
,
为农 场 、 苗 圃 育 苗

,
当餐 厅服 务 员得 到现 金收 入 。 这 两 年就是在 建筑土地当 小 工

,
搬运砖石


建材
,
毎天 的 收 入也基本 不低 于 6 0 元 。 因 此 , 村 里临时工 和外 出 务 工者 的收 入普遍高 于农牧 业从业 者 。


那 么 这 些 改变 了 职业 的 被访 者是 如何 重新 就业 的 ? 据 我们调查 ,
3 5 个 从事 非农 产业 的 达村 村 民 中


有 2 5 人 , 即 7 1
.
 4 % 的 人 的 非农 就业机会是 他们 自 己谋 得的

,
其原 因 之一 是这些农 村劳 动力 多数 在 当 地就


业
,
就 业信 息 易 于获得 , 就 业机 会 易 于把握 。 其 二

, 西 藏城镇的 劳动 力 市场包 括 劳动 中 介组织并 不发达 ,


更不 用 说 农村 地区 。 因此 靠 亲 友等社会 网 络 实现 农村 劳 动 力 的 就业转 移仍 是除政 府 和基层组织 安 排 之


外的 唯
一就 业 渠道 。 另外 , 村 里 自 发 组织 的 车 队 为村 民 联 系就业 也被 当 地人 视为是 自 谋职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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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 组织 的 劳 务输 出 的 安排 和 帮 助 也起 到
一

定的 作用 。 5 3 名 被 访者 中 1 名 公路 养护 员
、

1 名 小学


教师 和 2 个 沙 石运输 司 机 等 非农 领域和 3 个护 林 、 除 草等 农业 领域 的 工 作就是在县 、 乡 政府 和村委会 的 安


排 下获得 的 。 5 3 人 中 只 有 4 个人 的 工 作是 由 亲 友介 绍 的 。


从达 村 5 3 位 被 访者对 未来职 业 的 设想 和规 划 中展 现 出 当 地 非农 就业的 发展 趋 势 。 有 4 9 人对他 们工


作 的 现状 是认 可 的 。 针对 未来就 业 的 考虑 这样 的话题 ,
7 4 . 5 % 的 受访者希望 从事 当 前的 职业 不变 , 而剩


下 2 5 . 5 % 的 人 中 1 / 3 的 人想 转 而从 事运 输业 。 计 划 改 变 职 业的 人中 有 4 1 . 7 % 的 人认 为 目 前 的 工作不是


自 己 理 想的 工作 。 据调 查 分析
,
新 一代农 村劳 动力 对 就业 和 生活有 了 更高 的 追求

, 更愿意 为 实现 自 身价


值 而付 出 。 该 村 劳 动 力 未 来 的 就业 趋势是 以运输 业
、 商 业 、 服 务业 为主的 第三 产业 比 重 的 进一步加 大 。


3 . 对 达 村就 业 结 构 特 征 与 问 题 的 分析 通 过对达村 就 业结构 及其变 化 的 调查 , 我们对 当 地就 业结


构有 以 下 5 点认识 :

一是 达村 在 西藏 获得 国 家大 力 扶持 、 大 规模基础 建设 中 获 得 了 在 当 地 从事非农 产业


的 就 业机 会 。
二 是 当 地 劳 动 力在 非 农业 就 业 中 自 觉地组 织起 来 , 提 高 了 他们 择业 和应 对经 营风险 的 能


力 。 三是 该村 紧 邻 拉 萨市 区
, 其就 业 结构 受拉 萨城市 的 观 念和 经济 辐射 的 影 响 。 四 是当 地 人整体 生活


水平 旳 提高 和新 的 就 业带来 的 生活 方式 的 改 变 , 反 过来催生 出 新 的 消 费 需求
, 形成 区域性 的 消 费和 服务


市场
,
产业结构 和就 业结构更 加 多样化 。 五 是非农 就业 的 收入使 当 地农 户 有 了 积 蓄 ,

通过 扩 大再 生产也


增加 了 车辆 等家 庭 的 资产储 备 。 学 习 驾 驶技 术和 车 辆维 护 的 技能 也使 当 地人 获得 了
一 定的 技能储 备 。


这些 资 产 和技能 储 备也为 当 地就 业结 构的 变化提供 了 更多 的 可能 。


而 目 前 当 地就 业 中 存在 的 问 题 主 要 有三 点 :

一是 就业技 能缺乏 或 者 单
一是 制 约 达村 农村劳 动 力转


变就 业结 构 的 主要 因 素 。 二 就业结 构 的 变化 与国 家和 当 地 政府的 政策 关 系 密 切
,
甚 至 可 以 说对政策 的


依 赖性过 强 , 非农 就 业 的稳 定性 差 。 三 是 目 前 从农业 劳 动 中 转移 出 来 的 从 业人 员 多 从事 技术 含量 低 的


工作
, 其技 能 的 局 限性使得 他们 的 就 业前景 堪忧 。


三 、 西蔵城郊农村就业结构的思考


由 于 历 史 、 自 然条 件等 因 素
,
西藏城镇化水 平低

,
传统上能 吸 纳 劳 动 力 就业的 第二产 业也 不 发达

,
投


资与 消 费 仍 是 目 前西藏 经济 发展 的 两 大推 动 力 。 在 这样 的 社会经 济 条件 下
, 针 对西 藏城 郊农村就业机


构 问 题 有 以 下 4 点 思考 :


1 . 区 位优势 为 城郊 农村 劳 动 力 转 移提 供 了 离土 不 离 乡 的 非农 就 业模式
, 可 以依 靠 国 家 的 大 中 型建


设 项 目 就 业
, 使 其 收入最大化

,
但远 郊农 牧 区

,
尤其是偏 远 农牧 区 目 前 还没有这 样 的 优势 。 而 且这 种 利


用 区位优 势和依 靠工程建设项 目 的 就业模式 的可持续性 也将面临挑 战 。 2 . 西藏 各地兴 建 中 的 国 家大 中


型建设 项 目 为 当 地人 提供了 大量 的 就业 机会 。 各级政府 鼓励 和积极 支持 当 地农 村劳 动力 参 与这 些项 目


中
, 在 实践 中 学 习 技 能

,
增 强就业 能 力 。

3 . 农牧 民 根据 比 较优 势 和 因 地制 宜 的 原 则放 弃进 城务工 的 机


会
,
在 当 地 实 现劳 动 力 转移

, 不 仅有 益于 改 善 民生
,
也 对发 展壮 大 乡 村经 济有促 进作 用 。 政府要提高 农


村地 区 的 公共 服务 水 平 , 以 及加 大 基础设 施建设和 劳 动 力 市场建 设 , 完 善 就业服 务体 系 , 为 农村就 业 结


构 的 积极 变化 创造 良好 的社 会经济 环境 。 4 . 劳 动技能 的 缺乏 或者技 术水 平 的 局限是 影响 西藏农村 劳 动


力 就业 水 平的 主 要 因 素 。 根据当 地项 目 建设 需求 和 市场 的 实 际需求 ,
加 大对 农村 劳 动 力 的 培 训 力 度 成


效 显著 。 同 时
,
政府 要鼓励 分散 的 农牧民 组 织起来 , 利用 在 当 地就业 的 优势通过 合 作分 散风 险

,
并获得


市 场谈 判 能 力 , 获得 更好 的 市 场 收益 。 达村 自 发形 成的 运 输 车 队 在 市场 竞争 中 就 为 当 地 农村 劳 动 力 争


取 到 了 最大 的 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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