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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加入 WTO，我国的对外劳务输出事业取得了快

速发展。对外劳务输出不仅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在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出了越来

越明显的作用。本文以河南省濮阳市一个有名的“出国村”——T村为个案，以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事业的发展为背景，结合劳动力迁移的相关理论，从各个角度

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起始动因和影响因素， 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了

政策建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研究

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等。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运作机制和濮阳市跨

境就业的运作过程，为理解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动因提供了客观基础。第三部

分为理论介绍，主要介绍了推拉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迁移文化理论、新

家庭经济迁移理论、迁移选择理论以及迁移投资理论。第四部分为本文的主体部

分，其内容是运用上述六种理论，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结合笔者

的访谈资料探讨了 T村人跨境就业的起始动因和影响因素。第五部分为结论，对

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务输出；跨境就业；劳动力迁移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China's foreign labor exporting has made rapid development. Labor exporting 

is not only one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t also one 

important way to migra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s; it plays a more and more obvious 

role in 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hina’s rural labors. This article takes T village, 

which is a well-known “immigration village” for the case, and uses the Labor 

migration theories to discuss the initial motive for rural labors’ immigration in every 

point of vie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foreign labor exporting’ development, 

and it gives conclusions at last. 

This article has five parts. 

Part one is introduction;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the content, the 

significance, the framework and the ways of research. Part two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of foreign labor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process of cross-border 

employment in Puyang city, which provides an objectiv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 of cross-border employment. Part three introduces some theories; include 

Push-pull theory,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theory of migration cultural, new 

theory of family migration, migration choice theory and theory of migration 

investment. Part four is the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it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six 

theories above and the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initial motive for rural labors’ 

cross-border employment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Part five summaries the full text 

and gives conclusions, it also giv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government. 

 

 

Keywords: labor exporting; cross-border employment; labor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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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

加人 WTO 以后，对外劳务输出已成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的“第三

条道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

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将会出现严重短缺，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输入

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从国际劳务市场的现状来看，全球每年的劳务需求在 2000

万到 3000 万之间，主要分布在建筑、服装、服务三大产业。像建筑工，主要来

自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而劳动力丰富的中国在世界海外劳务市场仅有

40 万左右，与 13 亿的人口大国极不相符，这也说明中国在海外劳务市场有很大

的拓展空间。
①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有了对外劳务输出，但都是以援助

或援建的形式输出到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遵循的是“无偿性”或“优

惠性”原则，并不讲求经济效益。因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劳务输

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劳务输出起始于 1979 年。随着劳务输出渠道的

逐渐扩大，各种形式的劳务输出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截至 2009 年 3 月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 579 亿美元；合同

额 616 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70 万人。
②
目前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具有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企业约 2000 多家。外派劳务遍及 189 个国家和地区，广

泛分布在制造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领域。对外劳务合作为国

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加深了与东道国的了解与友谊，拓宽了中国与世界各国

的政治和经济交往。
③
 

 

                                                        
① 林斐．中国农民大分流[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8 
②
 中国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 

③ 郝冰．中国对外劳务输出问题研究[Ｄ].优秀硕士论文.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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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 

1.2.1 概念厘定 

一般认为，劳动力跨国流动包括国际移民和劳务合作两种形式。
①
 

（1）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对“国际移

民”的定义为：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

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性居住在内；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 

有关移民的概念，比较一致的社会学解释是：个人或群体跨越象征性的或政

治性的边界，进入到新的居住区域和政治共同体的永久迁移运动。它指国际移民，

不涵盖从乡村到城市的一国内部人口迁移，也有别于难民，属于一种跨越边界的

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和运动，来自于个人和群体的自由意志，没有政府强制。至于

当代国际移民的发生、发展，则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它不仅在

世界经济，而且也在国家政治、社会关系、文化变迁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当代国际移民，主要指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以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改变了传统的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接

受和鼓励移民（主要包括家庭团聚、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此后，从发展中国

家移往发达国家的移民逐步增多，到 90 年代，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加速，

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移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

民（包括家庭团聚、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劳工移民、投资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等）

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移民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因此，当代移民社会的一个主

要特点在于：不断增长的移民跨国居住，其日常活动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
②
 

（2）对外劳务合作 

劳务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输入和输出形成了国际劳动力的迁移，是劳动力

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具体表现。我国的对外劳务输出主要是在对外经济合作框架

                                                        
① 杨云母．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分析[J]．人口学刊，2006，（6）． 
②
 吴前进.当代国际移民概念及其全球化特征[J].现代国际关系，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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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两个渠道进行和展开的。
①
对外劳务合作，

是指境内企业法人与国（境）外允许招收或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公司、中介机构

或私人雇主签订合同，并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有组织地招聘、选拔、派遣我国公民

到国（境）外为外方雇主提供劳务服务并进行管理的经济活动。这里的劳务合作

不包含派往外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任务的人员以及自行到国外就业的我国公

民。
②
  

（3）境外就业 

境外就业是指我国公民与境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在境外提供劳动并获取劳

动报酬的就业行为（个人行为）。
③
境外就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由劳动保障部门负

责。我国公民到境外就业可通过境外就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境外就业中介机构

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未经批准及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境外就业中

介活动。 

（4）跨境就业 

本文中的跨境就业既不同于国际移民也不同于境外就业，它是对外劳务合作

中对外劳务输出的一种。 

首先，与国际移民相比，本文中跨境就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在境外为雇主

提供劳务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而国际移民的根本目的在于永久性或暂时性地

定居迁入国。 

其次，本文中的跨境就业与境外就业相比，在主管部门、签订合同的性质等

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跨境就业的主管部门是商务部，而境外就业的主管部门是劳

动保障部；跨境就业是境内劳动力与与境内具有劳务派遣资格的中介组织或企业

签定劳务合同；而境外就业是劳动力本人与境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因此，本文中的跨境就业是指国内的劳务人员通过与具有劳务派遣资格的劳

务经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的派遣而实现跨国就业的就业转移

行为。从根本上说，它是劳动力在国际间的迁移行为，也是劳动力国内迁移行为

的延续和拓展。 
 

                                                        
① 尹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综述[J].人口学刊，2002，（6）． 
②
 许南、陈长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第 168-170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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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个案 

1.濮阳市概况 

（1）地理概况。河南省濮阳市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冀、鲁、

豫三省交界处，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交通发达。 

（2）行政区划。河南省濮阳市建立于 1983 年 9 月 1 日，至 2004 年底，濮

阳市辖五县一区，即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和华龙区，下辖 61

个乡，17 个镇，7个办事处，共有 2946 个村民委员会，84 个居民委员会。 

（3）人口概况。1983 年建市之初，濮阳市人口总数为 262.29 万人。2006

年末，全市总人口为 359．50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07.14 万人，占 30.32％；

乡村人口 247.89 万人，占 69.68％。从整体上来说，濮阳市是一个农业人口占

大多数的城市。 

（4）自然概况。 

濮阳市位于中纬地带，常年受东南季风环流的控制和影响，属暖温带半湿润

季风型大陆性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雨量大，秋季

晴和日照长，冬季干旱少雨雪。光辐射值高，能充分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 

濮阳市土地面积 4188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 64.3％，人均 0.091 公顷(1.36

亩)。其基本特征是：地势平坦，土层深厚，便于开发利用；垦殖率较高，但人

均占有量少，后备资源匮乏。 

濮阳市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中原油田的所在地。因此濮阳市是

一个石油资源型城市，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是石油化工业。 

濮阳市的气候特点、土地状况以及资源拥有量决定了濮阳市农业生产活的特

点，这将直接影响濮阳市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的状况。关于这一点，本文在

第四部分会进行详细描述。 

2.濮阳市对外劳务输出概况 

濮阳市的对外劳务合作在 1992 年以前是随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开展的。

劳务人员的工资费用由本国负担，外国不负担，即实际上的对外援助。1992 年

至 1996 年的劳务合作是随省公司或其它口岸联合组队开展的，劳务合作人员多

以借调的身份参加对外工作，这期间的劳务合作统称劳务输出。1997 年濮阳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获得外经经营权，劳务输出改称劳务合作，即外派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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