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民一直占据着极大的人口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

先后催生了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量的涌入城市，形成

了一次次“民工潮”，着力于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主力军。但是，近几年来，这群“追梦者”逐渐的有了回乡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

作品通过分析 2009 年至 2017 年我国农民工有关数据，从“农民工收入消费”，“随迁

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惠农政策”，“众创就业”等两大

部分展开分析，探索农民工返乡潮的原因，及带给社会的思考。 

 

 

正文： 

新闻引入：在 2017 年底，中共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明确提出，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可以预

见，各级政府将以更大力度动员、支持农民工返乡创立一份事业。人社部对 2000 个村

进行了监测，在 2017 年的第四季度返乡农民工中，有 10.9%的人员选择了创业。根据

农业部掌握的相关数据来看，目前返乡创业的人员已经超过了 700 万。是什么让政府做

出了这样的选择，这股返乡潮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农民工

的流向和增长情况占比。 



 

截自 2010 年起，外出农民工人口增长连续 6 年持续走低，到 2016 年仅为 0.3%，

截至 2017 年我国外出农民人数才呈现回暖趋势，实现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双增

长，本地农民工 11467 万人， 比上年增加 230 万人，增长 2.0%，外出农民工 17185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1 万人，增长 1.5%，增速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通过上面的

图片展示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回流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外出务工人口持续走低，本地

务工人口持续增加，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务工，除了传统的落叶归

根思想，是农民工离开现在务工的城市，回到家乡，或者离家乡近一些的地方就业。农

民工不断的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渐渐入夏了，当我们回想起往年炎炎夏日肯定不想夏天来的那么早，最近几年各地

农民工因为高温发生事故不在少数，因为工地的地点变动，住宿条件不够，电费花费较

大许多农民工不愿使用空调，在基本的饮食上农民工更是节省有加，馒头加上青菜很少

有荤菜。当然这都是生活压力上的冰山一角。 

 

 

2012-2016 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月消费在不断增加，伴随着物价

上涨以及城市化的提高，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消费也随之增加。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也

倍感压力，虽然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也无奈于消费水平的提高。 

 

 



 

 

当然住宿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印象里住在铁皮房，环境差，但是这大多数都

是雇主提供的免费住宿，数据显示雇主提供免费住宿的比例一直在四成多，补贴的比例

也十分的少，这意味着许多农民工群体需要自己掏工钱去住宿，加上城市房价增长的速

度太快，住房的成本也在增加，这无疑给节俭的农民工出了一个难题，数据显示更少的

农民工会选择在外购房，虽然近几年有所涨幅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见。现实的原因让更



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返乡购房，这样更加节省成本也离家人更近。 

  

02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在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小候鸟，是流

动的群体，留在家乡的孩子们又有了留守儿童这个称呼。这两个群体孩子们的分布我们

来看一下。 

 

 

小候鸟们跟随着进城务工的大人进城，所以随迁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民

工，除了自身的权益，教育问题是困扰农民工的头等大事，由于户籍问题，城市的管理

许多农民工子女在外面上学受到许多限制，不能够顺利入学还有各种费用的增加，尽管

出台了许多的政策但是限制还是象一座大山拦在他们面前。在许多大城市需要提供繁多

的证件和社保，这让政策与政策之间更加矛盾冲突。根据《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显示，费用高，升学难，没人照顾，这三点是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上学面临的主

要问题前三位，很显然这些问题深深地刺着农民工群体痛点。农民工子女上学期间也比

较难融入的城市孩子的圈子没有归属感，许多农民工在孩子上到 4-5 年级便把他们送回

农村，这样也能提前去适应农村的生活。 



 

 
 

很多孩子也留守儿童的是农民工外出打工而留在家的孩子，大多数的孩子跟随者爷爷奶

奶生活或者独自一人生活，留守儿童的问题频发，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大量留守儿童因

为生活条件还有个人原因辍学。在这个年纪许多孩子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完整的家庭带给孩

子的关爱是金钱所弥补不了的。父母的陪伴可以给留守儿童一种看护,让他们更加稳定。让

他们返乡工作的农民工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 

 

 

03 劳动权益保障底 

除了在消费上面的增加，劳动权益的保障上面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根据《劳动法》

第三十六条“国家工时制度”，劳动者规定每天工作不得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

过 44 个小时。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2016 年间，外出农民工工作时间均



超过八个小时，而且每周工作超过 44 个小时的农民工比重均在 80%以上。农民工工作

的时间和强度远远高于法规的制定，一方面农民工因为自身的经济压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去赚取更多的报酬，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雇主对法规的忽略对农民工群体的轻视。

 

 

由于法律维权意识的淡薄，农民工给拖欠工资的现象比比皆是，被拖欠工资的金额也在

逐年增加，劳动合同的签订的比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反而逐年的递减，农民工

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这也给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04 社会保障低  

                                                              

在传统的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立

法的规制比较混乱，现在正在进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但是仍需要进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单独立法。没有城市户口的外

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难得到解决，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群体，其社会

保障问题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小结：消费水平的提高，住房问题，孩子教育问题,自身权益...这一系列问题犹如大

山一样压着农民工喘不过气，就像大山一样把农民工与城市隔在了两边，这些如同寒流

一样的问题驱赶着想要赶回南方的候鸟群。他们在这个陌生却又熟悉的城市为了无声无

息生活忙碌着，最后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城

乡二元结构，农村哺育了城市，农村无偿的为城市提供土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城

市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农村停滞发展为代价的。现在到了城市必须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不

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不真正改变农民工的地位。社会矛盾必然加剧，社会的发展

也将失去和谐稳定的基础。 

 

 

第二部分  农村的吸引力，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鼓励      

 

01 国家政策的倾斜 

 

国家近些年对于农村的发展一直是大力扶持的，优惠政策也不断的出台，随着国家

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家对于创新驱动的发展也是越来越重视，对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也

是大力支持。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农村返乡创业者已经达到 700 万人之多。中国

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旨在进一

步做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工作。农民工，农一字是他们最初的身份，惠农政策也是

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下面一图展示了 2010-2015 之间政府对部分农业醒目的投入

情况，这也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重视程度。 

 

 



 

 

02 农村的就业情况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正在

进行转型升级，从下面的表中我可以已看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在逐渐减少，非农业就

业人数也在持续减少，这意味着在农村就业不再局限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等非农

业就业的岗位也在持续上升，比如农村的农家乐、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还有果园基地

开发供游人水果采摘的新思路，这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选择，也给越来越多在外农民

工返乡带来更多的吸引力。 



 

03 故乡情结 

在中国，人们有着一个情节就是故乡情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个词已经深深刻

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每到过年前夕，新闻上面便开始大幅报道有关于农民工返乡

潮，这个问题，离开家乡快一年的人们都收拾着大包小包坐着火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因为数量太过于庞大，国家每年还会专门的进行春运指导工作。老一代的农民工是那些

在家乡生活了半辈子，他们为了子女，家庭的生活开销而去远在家乡之外的城市工作，

其中有的人甚至在农忙季节还会赶回家播种。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渐渐做不了体力上

面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些老一代农民工何时不想早点回家呢？那里有熟悉的

乡亲，暖和的被窝，热乎的饭菜，陪伴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

城市里给不了这些有浓厚乡土之情的农民工归属感，钱这个字在这时已经没有太多的诱

惑力了，所以年龄大了的农民工也成了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 

 

             第三部分   影响和反思                   

 

工作环境，工薪待遇，就业前景，社会福利，这些条件是老一代民工所没有太重视

的地方，但是随着带新生代的农民工（80 后）已经超过半数，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不一

样，他们有他们的追求，不再默默的闷头做着苦力，职业期待这个词更能体现他们的诉

求。胡铭慧，1984 年出生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农村。2006 年进入浙江省温州市一家大型

民营服装企业工作，从技术员干起，现在已经成为企业加盟中心总经理助理，目前税后

年收入有 30 万元左右。谈及当时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胡铭慧说，公司会花将近一年

的时间培养新人，包括新员工的职业规划、职业技能、职业规范、职业心态等。此外，

公司还有自己的大学堂、内部培训等平台，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其实刚进来的时

候收入真不高，看中的就是职业发展空间，这比加薪更重要。”胡铭慧说，从一无所有

到上市公司的“小头目”，除了自己拼搏努力外，正确的就业观也很重要。越来越多的

年轻农民工正在书写着他们的人生，带给城市不一样的新面貌。 

返乡的农民工潮流对城市来说一方面带走了大量的劳动力，给城市的用工带来大的

挑战，城镇化的进程也会有所影响，但是这也会迫使城市进一步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加

快城市的升级。对于乡村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大量农民工回乡创业一方面带来了的

劳动力，使得农村的“空巢化”现象得到改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们也都看到了希望。

促进当地乡镇的城市化进程，缩小了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返乡给当

地基础设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长时间脱离家乡导致就业信息的不畅通，当地的农民工

就业培训机制也不够成熟当然这些问题都会到解决。 

农民工他们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无论他们在哪从事什么工作，他们为社会做出

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何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就业福利才是我们需要做的。让农民

工享受发展福利才是真正讨论返乡农民工现象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