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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牧区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内容，

也是缩短当前城乡差距 , 缓解农

村和牧民的发展问题、发展牧民

经济能力和社会生活水平的重点

问题所在。而就业问题是最大的

民生 ,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重要

阶段 , 当下也在高度重视农村及

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机会工作。

正蓝旗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牧业

旗县 , 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

场东南边缘 , 是距离首都北京最

近的草原牧区 , 是以蒙古族为重

要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 其中

35% 为蒙古族。所以考虑牧区牧

民的就业问题对于正蓝旗经济社

会发展 , 以及对解决其他农牧区

劳动人民的就业问题都很重要。

一、内蒙古少数民族牧

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

特征

内蒙古少数民族牧区普遍存

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

牧区牧民展开相关 工作会有困

苏尼尔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积极转移牧区剩余劳动力外出工作、做生意

成为了当下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牧区虽然地广人稀，畜牧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不突出，但仍然存在着牧

区转移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提高牧区转移劳

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改善就业环境、提高牧区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对解决牧区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

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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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少数民族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以正蓝旗为例

难，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也导

致牧区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转

移到城镇时就业岗位也有各类困

难，其中正蓝旗作为典型的少数

民族地区，同时也是牧业旗县，

结合正蓝旗现状解决牧区牧民就

业问题也有一定必要。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公

报中的数据显示，2020 年锡林郭

勒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73.88%,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26.12%，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比乡村人口减少了110386 人。

其 中正 蓝 旗 总 人 口 69908 人，

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81967人减少了12509人。其中居

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31318 人，与

2010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乡村

人口减少了9932 人。通过数据对

比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员

正在向城镇转移。在 2020 年，

正蓝旗实现农牧区转移就业人

数 7293 人，牧区人口大量进入

城镇，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但随着城镇的发展，

各个岗位对就业人员的要求也有

所提高，而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增

加，使得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形

势变得困难，正蓝旗社会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使牧区劳动力的转移

也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一）牧区转移劳动力文化

素质偏低

正蓝 旗作为锡林郭勒盟的

牧业为主的旗县，通过 2008 年

全盟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状

况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锡林郭

勒盟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中未上过

学的人数占总数的 2.2%，小学

文化占总数的 21.7%，初中文化

占总数的 65.1%，高中文化占总

数的 7.5%， 大 专及以上占总数

的 3.5%，可以看出，锡林 郭 勒

盟的农牧区转移劳动力学历层次

明显偏低，初中文化程度占劳动

力的大多数。这种低下的学历层

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牧区就业人

员的就业能力和职业所要求的技

术水平。剩余劳动力缺乏系统的

职业技能培训，导致所从事的工

作只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少部

分有学习意愿的人会参加培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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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工、厨师等工作岗位。随着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

改变，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职业

技能和职业素质都有着更高的要

求。然而低下的转移劳动力面临

着就业难的问题，同时各个职位

也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二）牧区转移劳动力转移

就业的盲目性大

目前，大部分牧区剩余劳动

力转移到城镇是因为受到身边人

到外地打工的原因，盲目跟随他

人转移，经常到一个地方工作不

久便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劳动力

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信息

匮乏，劳动力获得就业信息的途

径通常为熟人介绍，虽然现代网

络信息已经非常发达，但是面对

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来说还是

很难充分利用这些途径来获得

有效信息。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不

仅会使牧区劳动力不能稳定就

业，同时也会对社会秩序带来负

面影响，为就业带来压力。

（三）异地转移和劳动力回

流现象并存

由于区域 差距和城乡收 入

差距，劳动力向异地外出打工是

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随着城

乡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导致许多劳动力更倾向到经济发

展较快，工业密集的地区去寻求

工作。相反内蒙古作为我国的西

部地区，相比南方沿海地区缺少

了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牧区

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机会也相比在

外地较少。所以导致越来越多的

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在异地

转移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劳动

力的回流现象，来自牧区的剩余

劳动力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业

时，往往会遇到户籍歧视、就业

歧视、社会保障不到位以及不能

受到平等的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歧视降低了劳动力的收益，

相比当地劳动力工资较低。与此

同时，各地政策正在鼓励劳动力

返乡就业，对于在外入不敷出的

牧区剩余劳动力来说，返乡就业

也成为他们更好的选择。

二、内蒙古少数民族牧区

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一）牧区劳动力自身素质

偏低

1. 文化素质偏低。根据上面

的数据可以看到，目前不论农村

还是牧区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

偏低，大多数人为小学、中学文

化程度。而受传统观念影响，会

有人选择中途退学或完成义务教

育后过早进入劳动力的队伍中。

这样的现象导致农牧区劳动力的

文化素质偏低的恶性循环。但是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区的

工厂、企业的技术工作由高新技

术所代替，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更

高，对各方面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要求也变得更高。

2. 职 业技 术 培训不足。 职

业技术培训目前已经成为劳动力

就业必要的一个过程，在锡林郭

勒盟共有 5 家公办职业技术培训

机构。在牧区劳动力中大部分人

也认为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是必要

的，但是职业技能培训的很大部

分没有达到理想预期。牧区劳动

力虽然认可培训的价值，但是真

正接受培训的人员并不多，其中

主要原因与培训的内容与培训费

用有关。职业技术培训的不足也

导致牧区劳动力的就业受到制约。

3. 思想 观 念 保 守。 思想保

守，观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牧区劳动力的转移。 很多农

牧民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意

参加有过多制度约束的工作，更

向往自由，害怕创新，不敢冒风

险，缺乏创业投资意识和开拓创

新精神。

（二）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

1. 城镇企 业吸纳牧区 剩余

劳动力的能力弱。相比经济发展

较快的城市来说，乡镇的小企业

或工厂都会有很多先天的不足之

处，一旦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些规

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相

对落后的企业和工厂会受到更大

的影响。因此其就业机会也会下

降，导致越来越多的牧区剩余

劳动力就业困难。除市场竞争导

致的就业困境以外，近两年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外很

多企业都面临裁员甚至倒闭的风

险。城镇的很多小型企业工厂无

法进行运作，也使越来越多的剩

余劳动力就业遇到困难。

2.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第

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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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而正蓝旗是以牧业为主的

旗县，牧民大部分会选择与畜牧

相关的工作，选择第三产业、服

务业相关产业的人相对较少。因

为正蓝旗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相比

沿海地区的城镇相对落后，导致

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较低，得不

到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不

足

劳动力在城镇的子女教育、

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方面还有很

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目前，大部

分转移到城镇的牧区劳动人员属

于青年或中年人，要在一个地区

长期稳定就业以及落户生活，需

要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也要考

虑自身的医疗、养老等各方面保

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

平衡导致转移就业的牧区劳动力

无法享受到与当地人民相等的就

业、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平

等权利和经济待遇。牧区转移劳

动力在转入的地区长期得不到稳

定的发展，会导致牧区转移劳动

力返乡，劳动力回流的现象发生。

 

三、内蒙古少数民族牧区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劳动力的自身素

质，加强就业培训

劳动力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

文化素质、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

练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生产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上文对

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参与职业技术

培训的分析可以看出，牧区劳动

力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职业技

术培训的参与程度不高。在城镇

化的大力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

的时代，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培

训已然成为劳动力不可或缺的部

分。鼓励牧民积极参加职业技术

培训可以通过创新农牧民工技能

培训方式，实行累计培训课时，

农牧民工利用闲暇时间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培训时长达到要求并

合格，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

（二）促进牧区劳动力向第

二、三产业转移

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

充足的劳动力的支持，这两个产

业的发展能有效带动劳动力的就

业。大力发展可以吸纳更多劳动

力的工业产业，为牧区牧民劳动

力转移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比如

正蓝旗奶食品是内蒙古乃至全国

都相对有名的传统奶制品，可以

通过打造更为流行、新颖的奶食

品制造业为牧区牧民提供就业的

机会。正蓝旗拥有优美的自然条

件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具备

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条件。牧民

作为“草原的主人”对草原文化

的了解更是广泛。因此，可以通

过发展旅游产业、服务业等第三

产业为牧民量身订造的一份职

业，例如打造更为现代化的旅游

点、景区服务等。

（三）改善牧区劳动力就业

保障制度，维护牧民合法权益

解决牧民社会保障问题，是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牧区转

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

社会的必然要求。牧区转移劳动

力到城镇务工大部分从事的是工

资较低的体力劳动，因此为牧区

民工做好住房保障、医疗保障、

工伤保障是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

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各个企业

或工厂应为牧区民工提供基本住

房条件，对住房、租房提供相应

的补贴。同时各部门应该引导牧

区民工积极参保，做好对工作岗

位的安全保障，改善牧区民工的

住宿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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