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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农民工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从 2008 年 9 月开

始 ,大量农民工因失业而提前返乡 ,形成了约 2 000 万农民工需要再就业的严峻形势。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等

方式 ,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总结了返乡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分析了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

业问题的现实意义及困难所在 ,提出要妥善解决农民工再就业的问题应消除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体制障碍、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 ,在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并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转变农民

工就业观念等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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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 ,最明显的表现在于 :珠三角、长三角

等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的部分外向型、中小劳动密

集型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有些甚至面临停产、停工、

倒闭、破产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工成为最直

接受冲击的群体 ,大量的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

截至 2008 年 11 月底 ,10 省份 (四川、重庆、河北、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

大省) 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 485 万名 ,占 2008 年

9 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 5. 4 %。2009 年 4 月 ,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占

到现有农民工总数的 15. 3 % ,约达 2 000 万人[1 ] 。

因此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

点。很多学者对农民工再就业的障碍如制度不完

善、缺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及乡镇企业不发达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本文从返乡农民工的群体特

征入手 ,对影响农民工再就业的现实因素进行了研

究 ,着重分析了妥善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

对策。

　　一、返乡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2008 年 9 月以来出现的返乡民工潮具有以下

特征。

1. 务工行业相对集中

返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

密集型且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 ,从事制造业

和建筑业的返乡农民工占返乡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36. 1 %和 28. 2 %。这两个行业中 ,返乡农民工占外

出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 46. 2 %和 73. 3 %。由于技

术含量比较低 ,工作的环境和条件都非常艰苦 ,就业

的门槛相对低 ,成为很多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都不

高的农民工的首选。在本次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需

求量减少的影响下 ,这些对国际市场依赖性比较强

的出口型企业和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容易受到波动并且倒闭 ,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

2. 区域性明显

这种区域性特征 ,一是体现在返乡农民工原主

要是在广东、上海、浙江等沿海城市和发达地区就

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截止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 ,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返回的农民

工的比例分别为 62. 4 %、16. 1 %、和 21. 3 %。其中

从广东省返乡的农民工占 24. 6 % ,从长江三角洲返

回的农民工占 17. 2 %[2 ] 。沿海城市主要依靠出口的

外向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

波动 ,从而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二是体现在返乡

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广西、四川、安徽等劳务输出

大省。

3. 返乡农民工自身先天不足

从返乡农民工素质情况来看 ,一是表现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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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对 2008 年 9 月以前返

乡的农民工抽样调查显示 ,其中初中以下文凭的农

民工占 82. 9 %[3 ] 。由于文化程度低 ,技能不高 ,使

得农民工在就业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技术含量不高

的工作 ,就业面比较窄 ,也很容易受到失业的威胁。

二是年龄偏大。返乡农民工大多年龄偏大 ,一般都

在 45 岁以上 ,他们的综合素质低 ,适应能力差[4 ] 。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这个

没有文化技能和年龄优势的群体首先受到冲击 ,是

必然的 ,受冲击的程度 ,也是可以想象的。

　　二、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重要
意义

　　1.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农村人多地少 ,大量的失业农民工集中返

乡 ,势必对农村资源的既有配置格局形成强烈冲击 ,

大大增加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妥善解

决好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 ,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

定 ,进而有利于全局的稳定。

2. 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很多地区 ,农民的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

现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再就

业问题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 ,扩大农村消

费市场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进而有

利于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3. 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的向城市转移 ,不仅给城

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而且缓解了农村地区

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采取多种途径促进返乡农

民工的再就业 ,有利于在社会发展方面形成城市与

农村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局面。

　　三、影响农民工再就业的现实因素

影响农民工再就业的障碍 ,除了制度不完善、缺

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乡镇企业不发达等之外 ,还有

如下现实因素 :

1. 就业信息不对称是当前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最

大障碍之一

农村地区缺乏专门的劳动力中介组织来调节和

指导农民工的就业。农村地区政府主办的劳动力中

介机构由于属事业单位 ,不但数量少而且缺乏市场

活力 ,往往不能充分、及时的传播市场就业信息。农

民工往往只有通过在外面务工的亲戚朋友获取就业

信息 ,这些就业信息来源微弱、易失效失真 ,从而易

导致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和就业的风险性。

就业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劳动力资源不对称的现

象。由于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就业信息 ,结

果造成一些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 ,“有人没事做”;而

有些地区或有些企业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 ,“有事

没人做”。这两种现象鲜明对比的背后 ,是农民工对

就业信息不对称的无奈。

2. 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少 ,而且未能反映市

场需求

农村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主要是由政府劳

动部门主办 ,存在数量少、缺乏市场活力、能提供的

培训课程有限的缺点。难以胜任对数量庞大的农民

工群体进行职业技能分类培训。另外 ,这些由政府

主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了

解不够 ,在培训内容上与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 ,往往

不能满足农民工的就业需求。

3. 缺乏鼓励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机制

(1)缺乏管理、税收等优惠政策。城镇职工失业

后凭下岗证可以享受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而失业

返乡的农民工却不能同等的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失

业返乡的农民工也不能享受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的优

惠政策。

(2)创业融资难。融资难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

主要障碍之一。由于各大商业银行已基本上撤出了

农村金融市场 ,而邮政储蓄银行贷款门槛高 ,仅凭农

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难以满足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需

求。

(3)产品供求信息获取难。返乡农民工多处于

内地省份 ,返乡创业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之间存

在着产品供求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农村地区的政府

未能发挥及时提供产品供求信息服务的职能 ,也没

有相应的政策来弥补这一不足。

4. 农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突出

当前农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一方

面农村人口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耕地面积减少、淡水

资源短缺 ,森林、生物、矿产等资源日趋减少。这些

矛盾只有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现代农

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途径才能得到缓解和

解决。以传统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就业容量以及

农村资源的承受能力已无法容纳数量庞大的返乡

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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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妥善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
题的对策

　　1. 统筹城乡就业

(1)改革或取消歧视和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

一系列政策体制 ,给予农民工公平、平等就业的制度

保证 ;建立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实行城乡一体化

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 ,把农民工纳入统一的劳动

力市场体制之下。

(2)完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 ,通过信息和网络技

术把劳动力输出地和劳动力输入地连接起来 ,让农

民工更及时、准确的把握各个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状况 ,有针对性的外出务工 ,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

性。完善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服务体系 ,提高劳务输

出的组织化程度。

(3)由市场来调节劳动力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

化配置。

(4)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通过政府来规范引导

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组织农民工合理有序的流动。

2. 多渠道分流和疏导农民工再就业

(1)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与县域经济 ,促进农民

工就地转移。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结合起来 ,

促进农民工就近转入小城镇与中小县城就业 ,既有利

于降低农民工非农就业的成本和风险 ,又有利于扩大

就业门路。同时 ,加大对县城和乡镇的开发 ,通过劳

动密集型的轻工工业以及农副产品的加工业来吸纳

更多的劳动力 ,更好的解决农民工再就业的问题。

(2)大力发展农业 ,促进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 ,

扩大农业内部就业容量。首先 ,推进农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 ,发展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通过市场需求引导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提高质

量获取效益为目的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

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经营 ,促进

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 ,为农民再就业创造条件。

其次 ,发展区域重点和地域优势突出相结合的农业

产业带 ,并在优势产区优先建设加工流通储运设施。

同时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旅游业 ,加

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最后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修复和保护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

施 ,建设灌溉配套设施 ,对江河湖海进行治理。

(3)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 ,努力拓

宽就业门路。通过落实优惠政策 ,在资金技术信息

培训方面大力支持 ,激发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热情。

同时政府还应该创建信息服务平台 ,为农民工提供

信息服务指导 ,改善服务环境 ,增加就业机会。

(4)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推进我国劳务市场国际

化。瞄准国际巨大的劳务市场 ,充分发挥我国劳动

力资源密集的优势 ,结合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 ,有针

对性的进行劳务培训 ,重点向建筑业、商业、加工工

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输出 ,加大劳动力输出的能

力和规模。

3. 深化制度改革

(1)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消除二元体制所

带来的不合理的身份差别 ,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身

份地位机会的平等。首先 ,废除旧的户籍管理制度 ,

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以及由此带

来的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其次 ,建立健全城乡

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 ,逐

渐向农民工开放城市户口。最后 ,改革社会福利制

度 ,保证农民工在医疗和培训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

有同等的待遇 ,保证其各方面的权利 ,增强农民工在

城市就业的竞争力。

(2)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 ,明确产权主体 ,深化

土地流转机制。首先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土地制

度。只有赋予农民更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 ,

明确土地产权主体才能稳固他们投资经营农业的决

心和信心。其次 ,按照产权明晰 ,用途管制 ,节约集

约 ,严格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

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股分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

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最后 ,建立健

全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更好的促进土地流转的速度、

规模和效益 ,为城市市民化的农民工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提供服务。

(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改变农村社会

保障的真空状态。贯彻广覆盖 ,保基本 ,多层次和可

持续原则 ,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第一 ,建立

完善新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农村人口的基

数大 ,养老需求绝对量也十分庞大 ,导致农村养老保

险成为一个沉重的压力。因此 ,农村养老保险应该

是首先由个人缴费和国家扶持相结全 ,然后逐步向

商业保险发展 ,创造条件把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

衔接起来。第二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大

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 ,保证农村贫困人口的最

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第三 ,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合作

保障制度 ,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坚持政

28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2 期 甘卫星 等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对策浅析 　

府主导 ,整合城乡卫生资源 ,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 ,建立覆盖农村广大地区的服务系统 ,

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第四 ,加快农民工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应立法强令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确立

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 ,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安全。

从而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稳定性。

4. 提高农民工的综合适应能力

(1)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全面提高农民

工的整体素质。首先 ,真正夯实农村基础教育 ,加大

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以提高农村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其次 ,大力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 ,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和实用技术的培

训 ,把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就业体制紧密结合 ,普

及科学文化知识对农民工进行再就业和创业培训 ,

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再次 ,鼓

励社会力量投资参与农民工培训 ,建立多元化多层

次多方位的农民工培训体系 ,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

力度。

(2)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及职业道德和

社会公德教育。通过普法宣传教育 ,增强农民工的

法制观念 ,不仅能让他们知法守法 ,而且增强了利用

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通过开展

职业道德教育 ,引导他们遵守职业行为准则 ,爱岗敬

业 ,服务社会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通过社会公德教

育促使他们增强社会道德观念 ,适应城市工作生活

的要求 ,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

(3)提高农村人口的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 ,增强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一方面 ,控制农村人口的生育

数量 ,提高生育质量 ,为农村后备劳动力的健康打下

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优

化饮食结构 ,提高身体素质。

总之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

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需要全社会全方位

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只有把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的

制度和政策落到实处 ,不断的寻找更多更广的就业

空间 ,才能真正的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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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the Re2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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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market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September 2008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ret urned home

early due to unemployment ,forming t he grim sit uation that about 2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need job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s ,we conduct a survey on t he re2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2
ers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t urning migrant workers ,and analyze t he significance and obsta2
cles of t he re2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 hat to p roperly re2
solve t he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we should remove t he instit utional barriers to t he employment of mi2
grant workers ,improve t 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upport and encourage migrant workers to make t heir

home business f rom t he aspect s of finance ,technology ,and t raining ,and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migrant worker by improving t heir own quality and change t heir concept of employment .

Key words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 re2employment ; concept of employ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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