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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 30年展望

李 周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在农村发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分 3个阶段勾

勒了 7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凝练和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接着从

消除贫困、实现小康和追求富裕 3个层次递进的任务阐述了中国农民流动的目标变迁，最后阐述了农

民工返乡创业对促进乡民共同富裕的现实意义和政府应履行的责任，并就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未来 30

年乡村发展的贡献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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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

（一）基于农业增长的农村发展

最初，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学者认为，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是优化农业生产工艺和农业要素投入

结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土壤普查、土壤改良、作物布局和土地规划，从宏观上追求农地有效利用；

通过培育和推广良种、采用最适宜的株行距和深耕、深松等农艺措施，从微观上追求农作物和农地有

效耦合；通过探索最优施肥时间、施肥部位和肥料构成、用肥量，以最少的用肥量使农作物获得最适

宜的养分供给；通过兴修水利和探索最适宜的灌水时间、灌水部位和用水量，以最低的水量和成本满

足农作物的水需求；通过作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措施，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通过工具改

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减轻农民劳动强度（Stanton，2001）。这些措施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显

著的效果。然而，仅靠这类就农业论农业的措施还无法全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问题。要使农

村实现全面发展，还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过多的问题。

（二）基于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发展

农业就业不足是一个早就存在的问题。农民主要采用在农闲季节从事工副业生产的方式来消除农

业就业不足的负面影响。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于是出现了自发的农

业劳动力转移行为。其中既有因遭遇种种变故而破产，被迫进城去寻找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也有向

往城市生活主动进城寻求发展机会的农民。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刘易斯针对这

个问题提出了他的二元经济转型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处理好先转移者和后转移者的关系，把激励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改善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统一起来。这是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无限供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A3%A4%E6%99%AE%E6%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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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应该实行制度工资的依据。

刘易斯熟悉经济史。他清楚地知道，发展中国家普通百姓的消费倾向很高，所得收入都消费掉了，

致使这些国家的积累率非常低。所谓制度工资，它既要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以激励农业劳动力转移；

又要把它控制住，以维护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工资的不断提高会改善先转移者的生活，但又会影响

企业再吸纳转移者的数量。把已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创造的经济剩余更多地留给企业家，有利于创造出

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降低后转移者的转移难度，进而加快二元经济转型。这是刘易斯提出制度工

资概念的主要理由（参见Lewis，1954）。

中国学者也想加快二元经济转型，但并不琢磨刘易斯提出的制度工资概念中保障先转移者和后转

移者公平的含义。他们认为要通过不断提高工资来保障剩余分配向转移者倾斜，而实施制度工资是不

适宜的。他们只看到工资水平提高会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更快地做出转移选择的一面，却忽略了

它会恶化后转移者的转移条件的另一面，即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完毕之前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

现象。中国实行制度工资能不能达到刘易斯预期的效果，或许具有不确定性。然而，从长期和全局看，

实行制度工资显然是有道理的，一方面让先转移者过上比未转移者更好的生活，以激励未转移者做出

转移决策；另一方面让先转移者为后转移者做出一点牺牲，以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三）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农村发展

除了完善农业技术体系和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外，实现农村发展还要加大农村的人力资本投

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并非因为他们缺乏理性或没有能力根据自己掌

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找到最优资源配置，而是他们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太有限。所谓人力资本

投资就是针对农民面临的问题开展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舒尔茨，2006），

不断扩大其寻求最优解的可行域，进而不断提高最优解的水平
①
。

二、7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笔者最初准备按照改革前后两个阶段梳理 7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但考虑到农业劳动力

流动数据始于 1980年，故将第一阶段延迟到 1979年。国家统计局 2008年把农民工列为专项调查后，

有关信息显著增加。鉴于把 1980年以后列为一个阶段会损失很多有用信息，笔者又把 1980～2018年

的时段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笔者把 7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分为 3个阶段的主要原因。

（一）1980年以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劳动力统计始于 1952年。鉴于此，本文把 1952年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始年

份。由于 1980年前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统计或调查，所以只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统计资

料推算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具体做法如下：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那么当年农业劳动力数量应为

上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当年全国劳动力年增长率的乘积；这个数减去当年农业劳动力统计数，就是当

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这个估算方法隐含了城乡劳动力增长率一样和城乡人口增长率的差异不变两个

①
限于篇幅，也为了突出主题，本文就不对这一理论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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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乡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份额由 1952年的 83.5%减少到 1979年的 74.5%，下降了 9个百分

点，但一直保持很大比重。该阶段城乡劳动力增长率的差异，不会对第一个隐含假设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实行了比乡村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人口增长率的差异会

由此变大，但该政策对乡村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在 1979年前还没有显露出来，它对第二个隐含假设的

影响也不会太大。为了验证该算法是否合理，笔者还用它计算了 1980～2017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

结果发现，计算出的农业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与基于农业劳动力流动数据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农业劳

动力累计转移人数很接近；一些年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同基于农民工调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

也很相近。由此说明它可以作为一种替代算法。

从图 1和表 1可以看出：第一，1958年有 6117万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1959～1963年又有 6252

万人返回农业；若把这 6年视为一个区间，则该区间几乎没有发生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1976～1978

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分别为 527万人、515万人和 1599万人。据分析，除了正常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外，

城市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很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①
。第三，1952～1979年，全国共转移 5177万农业劳

动力。这些农业劳动力有进城的，但主要转移到了县城和乡镇的非农部门和社队企业。

图1 1952～1979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表 1 1952～1979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单位：万人

年份
农业劳动力

计算数

农业劳动力

统计数

农业劳动力

转移数
年份

农业劳动力

计算数

农业劳动力

统计数

农业劳动力

转移数

1952 17317 1966 24322 24297 25

1953 17847 17747 100 1967 25120 25165 -45

1954 18136 18151 -15 1968 26064 26063 1

1955 18563 18592 -29 1969 27133 27117 16

①
顾洪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中写道，“1978年末在乡知青共有606万多人……也就是说，全国1791

万知青在1979年前已经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回城了。”详见顾洪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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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19167 18544 623 1970 28102 27811 291

1957 19151 19309 -158 1971 28771 28397 374

1958 21607 15490 6117 1972 28584 28283 301

1959 15241 16271 -1030 1973 28912 28857 55

1960 16089 17016 -927 1974 29422 29218 204

1961 16825 19747 -2922 1975 29843 29456 387

1962 19994 21276 -1282 1976 29970 29443 527

1963 21875 21966 -91 1977 29855 29340 515

1964 22870 22801 69 1978 29917 28318 1599

1965 23569 23396 173 1979 28933 28634 29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二）1980～2007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从图 2和表 2 可以看出，同 1952～1979年相比，1980～200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有较大的

不同。第一，稳定性显著增强。在这 28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只有 1年（1989年）是负增长，有

4年（1981年、1990年、1991年和 1999年）的转移人数低于 250万人。第二，新增转移量最为快速。

这 28年的年均转移量为 744.36万人，高于 1952～1979年的 191.7万人和 2008～2018年的 549.2万人，

特别是出现了两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转移量过 1000万的时期，其中，1982～1987年的年均转移量为

1013.4万人，2000～2007年的年均转移量为 1101.3万人。经过 28年的快速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总

量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由 1980年的 6.37%提高到 2007年的 44.30%，增加了 37.93个百分点。第

三，出现 6年翻两番的记录。1981～1987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累计转移总量由 2050万人增长到 8130

万人，翻了两番。

图 2 1980～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和增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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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200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和年增长率

年份
农业劳动力转

移总量（万人）

占农业劳动力

总量的份额

增长率

（%）
年份

农业劳动力转

移数量（万人）

占农业劳动力

总量的份额

增长率

（%）

1980 2028.0 6.37 3.84 1994 11964.0 26.79 8.79

1981 2050.0 6.10 1.08 1995 12707.3 28.21 6.21

1982 2714.0 8.01 36.11 1996 13027.6 28.77 2.52

1983 3044.7 8.78 12.18 1997 13526.8 29.43 3.83

1984 4282.6 11.91 40.66 1998 13805.8 29.73 2.06

1985 6713.6 18.11 56.76 1999 13984.7 29.82 1.30

1986 7521.9 19.80 12.04 2000 15164.6 31.62 8.44

1987 8130.4 20.85 8.09 2001 15778.0 32.71 4.04

1988 8611.0 21.49 5.91 2002 16536.0 34.08 4.80

1989 8498.3 20.76 -1.31 2003 17711.0 36.17 7.11

1990 8673.1 20.65 2.06 2004 19099.0 38.43 7.84

1991 8906.2 20.67 2.69 2005 20412.0 40.51 6.43

1992 9764.6 22.29 9.64 2006 21558.4 42.30 5.62

1993 10997.5 24.85 12.63 2007 22795.0 44.30 5.7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三）2008年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图 3主要给出两个信息：第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同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8年发生了

国际金融危机，在它的冲击下，中国农民工数量出现了负增长。第二，农民工增长出现减缓的态势，

即 2010年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趋于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图 3 2008～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和增量（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在改革初期，尤其是在乡镇工业快速发展期间，农民工是以本地打工为主的。乡镇工业发展高潮

过去之后，农民工主要采取外出打工的方式。从表 3可以看出，2008～2017年，农民工仍然以外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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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为主，但所占份额有下降趋势。其中，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由 11182万人提高到 13710万人，增

加了 2528万人，但它占农民工总数的份额由 49.6%降至 47.9%，下降了 1.7个百分点；举家外出农民

工由 2859万人提高到 3475万人，增加了 616万人，但它占农民工总数的份额由 12.7%降至 12.1%，

下降了 0.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由 8501万人提高到 11467万人，增加了 2966万人，它占农民工总

数的份额由 37.7%提高到 40.0%，上升了 2.3个百分点。如果把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同异地城镇化、就

地城镇化两种城镇化方式相匹配，那么就地城镇化可能会成为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本地农民工

占农民工总量的份额增大是反映中国城镇覆盖面不断扩大和开始走向全域发展的一个指标。

表 3 农民工流动方式的变化

成员外出 举家外出 本地

数量（万人） 份额（%） 数量（万人） 份额（%） 数量（万人） 份额（%）

2008 11182 49.6 2859 12.7 8501 37.7

2009 11567 50.3 2966 12.9 8445 36.8

2010 12264 50.6 3071 12.7 8888 36.7

2011 12584 49.8 3279 13.0 9415 37.2

2012 12961 49.4 3375 12.9 9925 37.8

2013 13085 48.7 3525 13.1 10284 38.2

2014 13243 48.3 3578 13.1 10574 38.6

2015 13421 48.4 3463 12.5 10863 39.2

2016 13585 48.2 3349 11.9 11237 39.9

2017 13710 47.9 3475 12.1 11467 40.0

2018 13506 46.9 3760 13.0 11570 4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从图 4可以看出，2008～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一直以省内打工为主。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

所占份额由 79.7%提高到了 82.8%，上升了 3.1个百分点。相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以省外

打工为主，但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所占份额分别由 29.0%和 37.0%提高到了 39.4%和 50.4%，各自上升了

10.4个百分点和13.4个百分点。这是反映中国城镇覆盖面不断扩大和开始走向全域发展的另一个指标。

从图 5可以看出，16～2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所占份额是持续下降的，从 2008年的 10.7%减少到

2018年的 2.4%，这说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越来越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选择。21～

3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的占比在 2017年以前一直最高，在 2018年略低于 41～5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

比，是农民工的主体，但他们的占比趋于下降，这很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结果。31～40岁年龄

段的农民工的份额保持在 22%～24.5%之间，较为稳定。41～5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的份额从 2008年的

18.6%提高到 2012年的 25.6%后开始稳定下来。50岁以上年龄段的农民工所占份额从 2008年的 11.4%

开始持续增长，2018年达到 22.4%，几乎翻了一番。这说明打工不再是农民在特定年龄段的选择，他

们若能找到工作很可能会一直干到退休年龄，而不再是过去干几年就回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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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份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图5 农民工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008年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从图 6可以看出，新生代农

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份额由 2013年的 46.6%提高到 2018年的 51.5%。在 2018年 14851万新生代农民

工中，“80后”占 50.4%，“90后”占 43.2%，“00后”占 6.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另一个信息是：2013

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 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 46.6%，占 1980年及以后出生

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 65.5%①
。

①
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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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占农民工总数的份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四）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调查和统计始于 1980年，但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是 1980年出现的新现象。为

了较为完整地勾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笔者试图把 1952～1979年的数

据和 1980年以后的数据对接起来。具体做法是：对 1952～1980年阶段，用上年城镇劳动力乘以当年

劳动力增长率的积，减去当年城镇劳动力统计数，作为当年转为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数。这个阶段还

会有少量进城谋求生计的农民，假设其数量是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村人口数量的 5%①
。通过上述方法求

得 1952～1980年进城农民工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同 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时间序列数据对接。

从图 7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953～1978年）转移缓慢，26年共转移 3918万人，年均转移 151

万人；第二阶段（1979～2010年）转移很快，32年共转移 22697万人，年均转移 709万人，约为前

一阶段的 5倍；第三阶段（2011～2018年）转移放慢，8年共转移 4613万人，年均转移 577万人，为

上一阶段年均转移量的 81%。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如果实行制度工资，可用来创造就业岗位的经济剩

余会随着转移人数的增多而增加，由此带来的转移条件的逐渐改善，会为更多的人提供转移所需的就

业岗位。中国在农业劳动力仍占 30%左右的情形下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下降的局面，过早地出现

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过早地出现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的丧失，同国内一些学者反复强调提高农民

工工资的重要性，而不太重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精髓有密切的关系。

从图 8中的两条趋势线可以看出，尤其是 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升，农民工的

净增加量趋于下降。中国过早地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说明只强调先转移者应得到更多工资的合

理性、忽视先转移者与后转移者之间公平的重要性，以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既不全面，也不利于

尽快完成二元经济转型任务。

①
主观假设盲流人数占当年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村人口数量的5%是为了说明，即便有极为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农民进城

谋求生计的行为也是不可能完全抑制住的。



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 30年展望

- 9 -

图 7 1953～201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图8 1988～2018年农民工净增加量和年工资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三、农业劳动力流动目标的变化

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最初 20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消除贫困；第二个

20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今后 30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在这 3个阶段中，

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文化、观念、行为有明显差别，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目标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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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除贫困的农民流动

第一代农民工是 20世纪 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的打工

经历始于乡镇企业。他们中除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少部分人现在仍在非农部门打拼外，绝大

部分人已经返回农村。

这个阶段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家庭收入。他们干得极为劳累，吃得极为简单，住得极为

简陋，活得极为艰辛。他们进入城镇主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不

是为了让自己享受城市生活，而是为了让家庭成员住好一些的房子，用好一些的物品，上好一些的学

校，特别是为了具有让孩子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支付能力。他们为此而最大限度地挣钱、省钱和攒钱。

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乡村的住房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使乡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消除农村

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体上看，第一代农民工是生计型就业。他们为了挣钱，不仅能忍受苦活累活，还能忍受低工资

待遇，甚至能忍受歧视。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觉得城市设置门槛是天经地义的，期盼长期在城镇

工作、得到城镇户籍和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极少。虽然他们干得多挣得少，有时还遭城里人白眼，

甚至遭遇了很多困境，但总觉得外出打工要比呆在农村好很多，要比留在农村的其他农民好很多，因

而能够承受各种不公平待遇。

（二）奔向小康的农民流动

虽然 2000年以来农村依然存在绝对贫困，但温饱问题在总体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此后参与流动的

新生代农民工
①
旨在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而不再是为了摆脱家庭贫困。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是发展型就业，这是城市就业管制不断放松和城乡存在较大差异双重作用的

结果。对他们来说，进城就业不仅要有合乎自己要求的工资，还要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自己喜欢

的工作环境、吃住环境、娱乐环境等。他们最大的要求是一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不再返回农村。他

们会为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主动地参加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他们会为了识别和提升自己的能

力而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这是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跳槽的主要原因。为了保持在城里生活的稳定

性，他们会重视自己可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而会把企业给不给自己交保险作为就业选择的一个标

准。他们会把自己在城里获得的各种权益作为自己融入城市的重要指标。这是他们会主动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而不像其父辈那样逆来顺受的重要原因。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是有偏误的。

第一，他们批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其实，城市的苦活累活仍然是农民工干的。新

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下降，同许多苦活累活改由机器完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宜根据新生代农民

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差异，就得出他们吃不起苦受不了累的判断。

第二，他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存在种种不足。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以

上文化水平，这是其父辈所不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了解程度和适应能力、目标追求

①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 30年展望

- 11 -

的多样性，包括精神需求，都是其父辈所不及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融入城市所做的适应性调整，更是

其父辈远远不及的。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平等就业的权利意识、

平等分享公共服务的权利意识，特别是这些意识的表达，促进了国家制定旨在保障农民工各种正当权

益的法律法规的进程。城市对他们在就业、租房、购房、子女入托、上学等方面的包容度也是其父辈

所不及的。正是这些改进，使新生代农民工把进城打工作为改变其发展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机遇和途径。

第三，他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融入城市。其实，农民工融入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其能够

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有关数据表明，在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

其中，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为 79.2%①
。按 1/3的进城农民工在 500万人以上大城市务工和认为自己

是“本地人”的比例为 16.8%推算
②
，进入中小城市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的比

例为 48.6%。在进城农民工中，81.1%认为自己对所在城镇非常适应或比较适应。其中，已定居农民工

中，持这种看法的比例为 92.6%③
。换言之，市民是由市场认定的，是由工作地、生活地的稳定性认定

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的一道手续认定的，更不是由终究要被扬弃的城市户籍制度认定的。户籍改革

的取向是把附着在城市户籍制度上的特权清除掉，而不是让更多的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第一代移民

融入一个新地方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些年，各个城市都在改造棚户区，这

些棚户区大多是改革前甚至 1949年前第一代移民的居住地。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农民工完全融

入城市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不宜把融入期的所有问题全都归咎为体制机制上的缺陷。

一些学者倾向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各种公平性的评价，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他们为融入城市所采

取的适应性调整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融入城市的目标追求，还有融入城市的能力提升和融入城市

的适应性调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城市可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打算在城里长

期工作生活下去，成为世世代代的城里人。他们的选择又具有多样性，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想进大城市，

大部分人想进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由此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融入城市的意愿，而且有融入

哪类城市的非常具体的打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视角”课题组

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参见陆文荣等，2014）：60.76%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为 2835.15元，比新生代城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性收入（2989.37元）

低 5.2%。48.19%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所得全部由自己支配，25.43%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把工资所得

的少部分交给家里。新生代农民工每个月平均消费 1729元，平均存款 1624元。50.36%的新生代农民

工在老家有田地/林地/山地，其中，有 48.99%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土地
④
。如果只能选择一种身份，只

有 3.8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7.77%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合在一起只占 11.59%；17.58%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④
由此可见，“90后”和“00后”农民工可能没有种过地，但仍有一半人对土地、对农村是有感情、有依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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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59.77%认为自己是打工者。

新生代农民工既有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又有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从长期看，城市居民价值观的影

响力会逐渐增大，而乡村居民价值观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

而回乡的比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小。正是这些变化，会使中国的城镇化变得越来越稳定。

（三）追求富裕的农民流动

最近 40年，农民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农村到城

市的单向流动，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今后 30年，这一过程还将

延续下去，但随着中国由点状发展、块状发展走向全域发展，农民将由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跃迁

到全域流动。一些农民回到乡村并非因为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而是乡村出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是

他们追求福祉、追求富裕的理性选择。

农民从进入城市的单向流动跃迁到全域流动，有以下几个背景：

第一，工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生产，尤其是大批量、标准化的工业品生产集中在一

起，便于形成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便于形成产业链，还可以使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可

以减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这是工业集中在城市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融合的重要原因。

然而，可快速解决复杂设计的智能化制造的崛起，使得个性化制造变得越来越可行，特别是电力、通

讯、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的全域覆盖，使得把生产集中在城市的经济性不断降低。这为中国从点状发

展、块状发展走向全域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大量乡村人口离开农业，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商品

化，这些变化为乡村带来了创新和创业机会。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的边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城乡文明的差异，特别是

乡村生态环境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第四，中国已经进入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展阶段，向往乡村环境和乡村文化的人会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越来越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乡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及互联网、GPS导航和共享汽车、

共享单车使用范围的城乡全覆盖，各地对乡村信息的可获得性会越来越充分，城里人进入乡村各个地

方的便利性会越来越好，进入乡村各个地方的自由度会越来越大。

鉴于从发达国家发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构建了发展经济学理论。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目标是创造物质财富，

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求；发展是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进而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农村人口不断减少

的过程；农村是农民居住和生产农产品的地方，只要把农业做好就可以了。现在发现，人们除了物质

需求外，还有很多非物质需求，例如去乡村看看各具特色的环境；农村不仅有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功

能，还有一系列其他功能，例如农业的景观功能、乡村的文化功能等，只是过去未把它们当作资源。

这些新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表明发展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追求富裕阶

段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了。这是人们必须加以关注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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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民共同富裕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一方面学到了非农技能，获得了更多收入，推动了城市产业发展；另

一方面成为增加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扩大城市消费规模的重要群体，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在这

个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但它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另一个很值得

关注的现象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些外出农民工返乡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福祉，但也有乡村建设情怀、

乡村依恋情结和乡村文化认同等因素。他们凭借着在外学到的生产和（或）管理技能，积累的资本和

人脉关系，特别是在乡村的人脉关系，做出了返乡创业、带动父老乡亲共同富裕的选择。这是非常值

得关注的经济行为或现象。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意义

第一，他们的行为同国家创业创新战略高度契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

略的重要措施，是把该战略落实到中国全域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振兴乡村和带动乡民共同富裕的有

效措施。返乡农民工平均文化程度高，掌握了现代经营理念和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创新乃至创造意

识。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增大
①
，他们会成为乡村创业和创新的主体，会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越

来越大的贡献。

第二，他们的行为同乡村产业升级目标高度契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新亮点，是

提升县域产业结构的新动能，是建设家乡、发展家乡、富裕家乡的新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范围覆

盖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特色旅游、电子商务、特色农产品开发等，而不再局限于种养业。返乡农

民工创办的企业 80%以上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
②
。据农业部调查，浙江省 85%

的返乡创业者把经营领域延伸到了加工、休闲、网络营销、物流配送等二三产业，安徽省的这个比例

为 82%，在这两个省所调查的 17家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中，创业前三年最低投资 200万元，最高

接近 2亿元
③
。

第三，他们的行为同解决乡村社会问题高度契合。返乡创业农民工了解乡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他们的努力会对解决乡村人才匮乏、“三留守”、老龄化、村庄凋敝、文化凋零等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①2016年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为 450万，占返乡创业人数的80%（参见《全国返乡创业创新人数累计达570多万》，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1/c_1120034758.htm）；2017年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增长到480万（参见

《人民日报：让返乡成为农民工更好的选择（附20个最新农村创业项目）》，https://www.sohu.com/a/192292019_672147）；

2018年增长到590万（参见《发改委：我国返乡创业人数初步统计达到740万》，https://www.sohu.com/a/243428780_776086；

作者仍按照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占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的 80%进行推算）。

②
参见上一个脚注中的《人民日报：让返乡成为农民工更好的选择（附 20个最新农村创业项目）》一文。

③
参见《450万农民工大军返乡创业 这届农民很现代》，www.sohu.com/a/111568937_43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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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他们的行为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这批返乡创业农民工有能力，有乡情，有梦想，

他们熟悉当地资源优势，有创业的经济基础，有带动父老乡亲共同发展的情怀，更容易成为乡民共同

富裕的带头人。

（二）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

各级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为他们创造机遇、消减困难，使他们的家

国情怀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第一，编制完整的乡村振兴规划。各级政府应立足地区资源比较优势和发展全局来谋划农民工返

乡创业，包括进一步提升道路、电力、通讯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经济形势、市场需求、

就业状况等信息服务，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实现以优势引导

创新、以创新支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

第二，构建良好的创业服务机制。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培育技术市场，解决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

缺乏技术，另一方面大学、科研院所里的成果束之高阁的问题；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解决干部不作

为和乱作为等问题；进一步做好政府服务、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协同，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

第三，制定完善的技能培训制度。中国经济正在由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实物资本发挥作用的要

素生产率驱动向技术、制度、组织、生态改善等非实物要素发挥作用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型。人力

资本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要改变关注培训人数统

计和培训证书发放的做法，把重点转向改进培训内容，拓展培训渠道，提高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上。

第四，推广可复制的共同富裕典型。各级政府要善于总结和宣传可复制性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带

动乡民共同富裕的典型，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更多乡村人口受益和共同富裕水平提高三者的统一。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展望

最近 40年，农民通过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通过外出打工达到了小康。今后 30年，通过人力资

本投资实现富裕，决不会是天方夜谭。最近 40年，农村覆盖面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是学校教育，

而是外出打工。就此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经济实质是把这部分人力资本再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这

种转移对今后 30年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工返乡

创业正在成为覆盖面越来越大的现象。改革初期，一些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使很多侨乡获得了快速发

展的机会，但它的覆盖面有限。今后 30年，具有家国情怀的农民工会发挥同样的功能，它的覆盖面

将是全域性的，将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乡村是个熟人社会，非常重视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熟人社会中

的成员，乡民对他们有高度认同感，这是外来投资者无法比拟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新乡贤，在乡

民中有很强的号召力，这是外来投资者无法比拟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有营利目标，还有建设家乡、

扶持乡民的目标，这是很多外来投资者不具备的。

返乡创业既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家庭福祉的理性选择，也是传承中华民族认同的达则兼济

天下的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会为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注入新动能，会为乡村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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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与发展带来新观念，会为农村社会进步提供新活力，他们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将是全方位的。农民从

走出去到返回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标志，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也是非常值得

总结的新经验。

相当一部分返乡创业者是为了家庭，所选的是自营项目，包括养殖和种植等。他们返回农村是为

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增加家庭的总福祉。由于达到特定福祉水平在农村所需的支出要显著小于城市，

他们的收入绝对量略少一些也是可能的，即他们的最大变化是成为职业自营者和家庭福祉的显著增加，

而不一定是收入绝对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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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Migration: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Past 70Years and Prospects
for the Next 3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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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in the

theory of rural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outlines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n three stages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Thirdly, it elaborates the changing objectives of

peasant mobility in China, from eliminating poverty, to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and finally to pursuing prosperity. Fourthly, it

probes into the impacts of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ir villagers,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fill in the proces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returnmigration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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