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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经济”效应解读与农民“和谐增收”模式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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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解读“打工经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效应,发现其效应是多元的、非兼容的、正反面并存的,从
而提出现阶段应该树立农民“和谐增收”的理念,这一理念既要体现和谐的基本内涵,又要使农民增收的策略具

有可持续性,同时还要关注增收策略的综合效应。为此,要致力打造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比较优势,要努力开

创新型的非农收入格局,要尽力改进农村生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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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农民增收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
进农村小康社会的实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乃至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关

于“农民增收”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

点,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为化解农民增

收难题提供了对策上的智力支持。党中央也从

2004年起连续用“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表达了对

促进农民增收的决心。但是,从2004年的“促进农

民增收”到2006年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再到2008年的“切实加强农业基础”,中央促进农民

增收、加快农村发展的着眼点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为
此,我们确实是要结合不同时期三农问题的具体情

况去探讨如何增收的问题。本文试图选择20世纪

90年代以来逐渐盛行的“打工经济”为研究视角,通
过对“打工经济”的综合效应及其变迁的阐述,提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下应该树立农民 “和
谐增收”的基本理念,进而运用和谐增收的思想去构

建农民和谐增收的基本途径。

  一、“打工经济”的综合效应

“打工经济”主要指目前我国农民跨省份、跨区

域到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境外通过提供劳务获取报酬

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关于“打工经济”效应问题

的研究,有一个从关注“打工经济”的经济效应到重

视“打工经济”的非经济效应的变迁。

1.“打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其经济效

应备受青睐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显示(见
表1),1990-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

占总纯收入的比重呈明显的逐年递减趋势,由1990
年的75.6%下降到了2007年的53%,而工资性收

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则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由1990年

的20.2%上升到了2007年的38.6%。农业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则表明外出打工在农户家庭纯

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高,1995年这一比例为

15.43%,2000年达到了23.55%。另据《200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3-2007年,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22元、2936
元、3255元、3587元、4140元,而2001年湖北谷

城县的统计显示,约70% 的打工者每年寄回现金

5000元以上,2001年打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比例达到60%[1];2003年湖北黄梅县外出务工实

现打工总收人8.3亿元,占农村总收人的47%,外
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人5350元[2];2007年1月

21日《长沙晚报》有题为“一个农民家庭2006年账

本:打工是主要收入来源”的报道……,这些数据

表明,2000年以后我国“打工经济”发展迅猛,打工

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得到进一步的提

高,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打工经济”也
因此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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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年份农村居民纯收入统计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6 2007
总纯收入/[元/(人·年)]
家庭经营纯收入/[元/(人·年)]
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总纯收入的比重/%
工资性收入/[元/(人·年)]
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

686.31
518.55
75.6
138.80
20.2

1577.74
1125.79
71.4
353.70
22.4

2253.42
1427.27
63.3
702.30
31.2

3587.04
1930.96
53.8
1374.80
38.3

4140.36
2193.67
53.0
1596.22
38.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

  2.“打工”促进了农村文化快速蜕变,对农民观

念的影响喜忧参半

“打工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劳动要素区域间的

频繁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文化得到了快速的蜕

变。但是,这一蜕变所带来的农民观念的转变对农

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喜忧并存。其好的一面主要

体现在:充分的市场参与拓宽了农民的眼界,农民的

市场观念和效益观念正逐步强化;打工生涯的现实

体验向农民充分展示了效率、质量、科技观念的创造

力,并因此逐步改变了农民传统的思维模式,农民的

科技观念得到提升;城市文化中的竞争元素及城市

文明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农民积极进取的精神,农民

安于现状、依赖保守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等等这些观

念的转变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来说无疑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但是,频繁的流动及多元文化的熏陶带来了

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
且,这种多元化在“二元社会”及农民身份“二重性”
的现实背景下很难在短时间带来新型农村文化的重

构,容易造成农民信仰缺失和道德失范等问题,其典

型的体现就是农民“自由恋爱观念提升与婚育态度

弱化并存”、“生活水平提高与情感生活迷失并存”等
问题的出现。另外,“打工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外

出打工行为正逐步脱离最初的“增收”效用目标,有
研究表明[3]:新一代农民工打工为了挣钱的仅占

17%左右,出来试试看,寻求发展机遇的占71%,其
他占12%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决心脱离农

业,努力消除“农民”身份已经成为农民工特别是第

二代农民工的共同追求,这一现象似乎与促进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建设战略相吻合,但是

问题在于,“留守劳力”在我国不同地方都已经表现

出年龄明显老化、文化素质较低的共同趋势,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会因此受到挑战。

3.“打工”滋生了很多现实问题,其社会效应值

得关注

“打工经济”具有离土离乡、两地分隔的工作特

征,因此可以认为是“打工”催生了“留守儿童”等农

村社会问题。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其一,“单亲相

陪”或者“隔代相陪”都会带来子女社会化进程的扭

曲,会对子女学习、价值观念形成、人格培养、人身安

全等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王玉琼等 [4]认为留

守儿童中厌学、逃学、纪律差、迷恋网吧的现象比一

般儿童严重;林宏[5]发现,有55.5%的留守儿童表

现为内向、任性、冷漠。其二,“两地分居”的生活模

式导致了农村夫妻情感沟通不足,农村离婚现象及

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日益突出。两地分居带

来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动摇“相互信任”这一

婚姻基石,农村离婚现象日益突出,并且农村离婚现

象发生在打工者家庭的比例有逐年增高趋势(见
表2)。另有研究发现[9]:女性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很

普遍的现象,在农村破裂的家庭中有60%的是打工

家庭,并且又有80%是女方提出的,她们中的大部

分是离婚后马上结婚,这说明“打工经济”容易造成

农村家庭的不稳定,并且通过城市示范效应具有挤

压农村“女性资源”的现象,会造成农村女性向城市

流失,农村婚龄男女失调问题日益加重。其三,农民

外出打工与父母的两地分割,造成农村养老特别是

精神层面的养老缺失。现阶段靠子女养老仍然是我

国农村养老文化的主流,而子女外出打工虽然可以

提高对老人奉养的经济能力,但是有实证研究[10]表

明:外出打工使得子女经常照料父母生活的概念降

低了56.7%,并对父母的精神慰藉有明显的负面影

响。等等这些现象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经过

农民工代际传承之后正变得日益突出,不容忽视。

  二、“和谐增收”理念及其对促进农

民增收策略的约束

  上述分析表明,“打工经济”的经济、社会、文化

效应是并存的,因此,看待“打工经济”,除了肯定其

对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效应外,也要关注其在农村

社会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并不是要弱化促进

农民增收以及打工对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意义,而
是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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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地区农村离婚案件及农村打工家庭离婚案件情况统计表[6-8]

年份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受理离婚案件

总数/
件

其 中:农
村离婚案
件/件

打工家庭离婚占农
村 离 婚 案 件 比
例/%

江西绩溪县人民法院

受理离婚案件

总数/
件

其 中:农
村离婚案
件/件

打工家庭离婚占农
村 离 婚 案 件 比
例/%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受理农村离婚案件

总数/
件

其中:发生在打工
者家庭的数量/件

打工家庭
离婚案比
例/%

2004
2005
2006
2007

112
145
195
239

49
87
137
186

52.00
60.00
71.00
79.00

-
190
138
159

-
60
65
71

-
64.00
68.00
70.00

-
311
316
178

-
41
57
29

-
13.18
18.04
16.29

 注: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农村离婚案件数据为2007年上半年数据。

希望通过全面审视“打工经济”,使我们不仅仅只关

注政策措施的“增收”目标,而要看到其综合效应,这
要求在促进农民增收的理念上进行再认识,体现出

“和谐增收”理念。

1.“和谐增收”要求实现“增收”与“家庭关系和

谐”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的观念,和谐的“家
庭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对于家庭和谐是必需的。而

和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人的身心处于和平状

态、人与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

系处于和善状态 [11]。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强

调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和谐的基本

内涵要体现以人为本,要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和善。
其中,以人为本需要全面审视和满足农民的合理需

求,而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得到别人

的友谊和爱”是人们的需求之一,体现在家庭成员之

间就是指与父母、子女、配偶之间亲情与爱情的需

要。但是,打工经济是离土离乡的工作模式,长期的

两地分割必然影响农村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关系

的和善”。因此,转变增收理念,提倡“和谐增收”,需
要增收策略能够实现“增收”目标与“家庭关系和谐”
目标的有机结合。

2.“和谐增收”必须紧扣增收措施的“综合效应”
和谐社会的特征是多方面的,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不管怎样,
农民增收和保持农民的增收是一个基本前提,从这

个角度讲,“打工经济”是值得推崇的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 要 举 措,因 为 它 是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的 主 要 力

量[12]。但辨证地看,任何一个因素都有正反两面,
在不同的时期会突出其中的某个方面。“打工经济”
一开始就是“追求收入”与“两地分割”、“利于生活宽

裕”与“引致情感缺失”并存的,在其盛行的初期,收
入效应明显并被重视,但“打工经济”发展到今天,其
伴随的“留守儿童”和“农村养老”问题已经浮上水

面,成为了农村和谐发展的重大阻碍。在这一问题

的研究上,学术界也有一个从推崇“打工经济”的经

济效应到重视“打工经济”的非经济效应的变迁,出
现了以“打工经济”不值得炫耀[13]、关注农村“空巢”
家庭的养老问题[14]、家庭缺失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化的影响及其对策[15]等为主题的研究,可见,人们

对“打工经济”正反效应的关注度发生了转变。这一

转变以及打工经济本身的滞后效应启示我们,在新

的历史时期促进农民增收,一定要先从战略上全面

审视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要求,时刻紧扣相关政策

措施的综合效应。

3.“和谐增收”要求增收策略具有“可持续性”
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要通过进

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
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

措施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应该说政策是综合的、
多方位的,但是,各种政策措施对于农民增收来说

“作用原理”及“持续性”是不一样的,很多是特殊时

期外加的辅助力量,而从长远讲,农民收入的持续增

长,其动力应该来源于农业和农村系统的内部,农
业、农村和农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该具备良好自

我增长、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一方面,“打工经济”的
增收功能明显对农民非自身的因素有很强的依赖

性,这一点从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难以及“打工收入的

增长速度和外出务工人数增长趋势都出现下滑趋

势”[12]上得到一定的反映。因此,长远来看转变农

民增收理念,构建农民“和谐增收”模式,需要相关措

施是“可持续的”,致力于打造农业、农村和农民自我

增长、自我发展能力,以带来农民增收持续的动能。

  三、农民“和谐增收”模式构建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理论和政策层面关于促进

农民增收的策略涉及了制度建设、金融支持、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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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性补贴、人力资本投资

等多个方面,这些措施在特定的时期、在某一个层面

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对策之一,但是,受人们关

注“打工经济”效应变迁的启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

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和谐增收”理念出发去重新

审视这些策略的综合、长远效应,构建农民“和谐增

收”的有效途径。

1.立足长远、多管齐下,致力于打造农业自身的

发展能力和比较优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由于其具有对

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强、生产具有周期性,以及需求弹

性和供给弹性相对较低等特点,使得农业一直是一

个弱势产业,其带给农民的利益相对较低,农民生产

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为此,促进农民和谐增收,强
调其增收的“综合效应”和“持续能力”,就要想方设

法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
短期立足采取“补贴支农”政策的同时,更应该立足

长远,多管齐下,致力于打造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和

比较优势。其一,要加强农业资源规划和整合,重视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农业资源的规划整合,
可以改变农业生产“小而散”的作业模式,提高其资

源利用和作业效率。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则可以

大大降低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降低农业生产

风险,提高收益保障。其二,产业结构调整要突出实

效,力求创造农产品的市场比较优势。为此,要加强

政策和信息的引导,力求在发挥农业资源禀赋优势

的基础上,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化生产等新型、高效的

生产模式,同时又要注重紧紧依托市场需求,及时调

整农业生产,在需求的“新、奇、特、早”等方面寻求市

场切入点,以提高农产品的比较收益。其三,要在

“技术”上作文章,通过技术来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和

价值含量。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环节要注重农业

科技的创新和推广,要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科研力

度,并要通过“科技入户”等形式切实做好科技推广

工作,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要在

农产品的加工上努力将现代工业技术延伸到农产品

附加价值的创造中去,通过产业化等模式来提高农

产品的附加价值。

2.着眼镇域经济、加强智力投资,努力开创新型

的非农收入格局

打造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比较优势,可以在

促进持续增收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但是这一“农业系统内部动力”的展现涉及的问题复

杂,见效较慢,并且第一产业的经营收入也只是农民

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促进农民增收,需要在“非农”
视角寻找有效的“外部动力”。受打工经济系列负面

效应的启示,寻求农民“和谐增收”途径,外部动力上

要积极开创新型的非农收入格局。其一,积极推进

城镇化建设,努力促进镇域经济的繁荣。农民人均

收入与城镇化水平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16],城镇化

对农民增收有积极影响[17],等等类似的实证研究结

论证明了城镇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它通

过观念、思维方式、经营能力的改变和传播一方面改

变了农民的小农意识,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技能,提高

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城镇是区

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为农民在非农时间提

供了众多的增收途径,并且,镇域经济范围内的非农

创收行为,可以克服“打工经济”时间和空间上的分

割问题,从而减少影响“家庭和谐”的冲突发生。其

二,注重智力投资,积极发展创业型经济。农村人力

资本投资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源泉[18],而从“和谐增

收”的观念来看,应该加大针对“创业”的技术培训投

资力度,以滋生更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创业行为,从
而减少外出打工而出现的两地分居、隔代教育等影

响家庭关系和谐的因素。

3.深化农村建设、依托资源禀赋,注重收入增长

与农村生活模式改进的同步推进

经过农民工的代际传递,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

说,追求打工经济带来的收入效应已经不是其主要

目的,摆脱农民身份则成了其共同追求,其中城市生

活在交通、娱乐、生活观念等方面的体验对这一转变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正是

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必然追求和增收的最终目

的。对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将改善农村生活模

式、创建全新的农村生活体验提升日程,注重收入增

长与农村生活模式改进的同步推进。为此,需要继

续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力构建全新的农村

生活体验。农民收入增长可以在微观上改善个人的

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等,但是在宏观上,这种改变并

能叠加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对生活状态的改变效

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则正好可以在这一方

面提供外力引导,通过其试点的示范效应、基础设施

建设上的推动作用、宏观层面的规划指导能力,特别

是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引导和推动可以全面改善农

民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现实体验,弱化农村

和城市生活体验的差别。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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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则不仅可以充分挖掘农民

增收的潜力,还可以通过对农民生活、生产环节的整

合和规划,推进农村生活模式的改进,打造出无法比

拟城市但是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新型的农村生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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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onEngagementEconomyandConstruction
ofIncreased-RevenueModeforFarmers

DINGHou-chun,LUOFang,JIANGLi
(BusinessSchoolofHuanggangNormalCollege,Huanggang,Hubei,438000)

Abstract Thispapermakesaninterpretationontheeconomic,culturalandsocialeffectoftheen-
gagementeconomy,whichispolynary,noncompatible,anddual,andputsforwardtheideaofincreasing
farmers’revenueinharmoniousways.Thisideafocusesontheharmonyaswellasthesustainabilityand
thesyntheticeffectofthestrategyofrevenueincreaseforfarmers,andthepaperwantstobringouta
goodsuggestiontodeveloptheabilityofagricultureanditscomparativeadvantage.Meanwhile,themode
ofagricultureandrurallifeshouldbeimprovedandnewnon-agriculturalmethodsshouldbecreatedto
increasefarmers’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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