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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现状研究—兼评《农民工与城镇
流动劳动人口经济状况分析》

贾烨华

黑河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本论文研究了农民工流动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对策。通过对农民工流动中存在的社会保障问题、
工作条件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本研究指出了提供公平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等关键措施。
通过这些政策和对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农民工人口的流动，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就业状况。未来的展望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政策的完善，农民工流动将取得更加积极的成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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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migrant worker mobilit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problems, working condition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problems in the mi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points out key measures such as providing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can be promoted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employment conditions can be improved. The future outlook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olicies, the flow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achieve more positive results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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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农民工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重要现象之一。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

研究农民工人口流动的背景和现状，可以帮助了解其影响因素

和改善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论文旨在对新

常态下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和对策。

1.2 文章结构和组织
第一部分为导论，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论文结构。

第二部分将分析新常态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并探讨农民

工人口流动的规模、趋势和地域分布特点。

第三部分将分析农民工与城镇流动劳动人口的经济状况，

包括就业形势、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

第四部分将探讨影响农民工人口流动的因素，包括宏观经

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

第五部分将讨论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

挑战。

第六部分将提出政策建议和对策，以促进农民工人口流动

并解决相关问题。

第七部分为结论，对研究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2 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的背景和现状

2.1 新常态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民工流动面临着一系列影响。

首先，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了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农

民工的流动需求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使得一些传统产业减少用工需求，而新兴行业对

技术和专业能力要求更高，这对农民工的技能储备和职业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新常态下收入差距扩大，城市的生

活成本上升，使得一部分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发展。因此，新

常态对农民工流动产生了限制和调整的影响。

2.2 农民工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趋势分析
农民工人口流动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从事非农就业。根据统计数据，农民工总人数逐年增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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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到一个庞大的规模。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城市就

业机会的增加，农民工流动呈现出逐渐年轻化和多样化的趋势。

年轻的农民工成为主要的流动人口，他们希望通过工作实现自

我价值，并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此外，随着农村地区发展和

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变化，农民工流动的目的地也呈现出多样

化的趋势，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也

成为农民工流动的热门目的地。

2.3 农民工流动的地域分布特点
农民工流动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点。首先，农民工主要

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需求

较大。其次，一线城市因为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目的地。这些一线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

和产业结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较强。同时，由于一线城市的生

活成本较高，一些农民工会选择流动到二线城市或边缘城市寻

找更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此外，农民工流动还受到政府政策

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一些特定地区也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

要集聚区。

3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劳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分析

3.1 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结构
农民工的就业形势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他们主要从事

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的需

求波动较大，受经济周期和政策变化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

农民工的就业形势相对不稳定，需要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相对单一。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低技

能、低薪水的体力劳动工作。由于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

会，他们往往难以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和提升。因此，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相对较为固化，需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和培养

新的就业能力。

3.2 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消费水平
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他们从事的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技能工作，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尽管在城

市中相对较高，但考虑到生活成本和社会保障缺失，实际收入

仍然相对较低。这使得农民工面临着经济压力，难以满足高额

消费需求。

农民工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且较为谨慎。由于收入有限，

一部分农民工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家庭负担和储蓄，对于高消费

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较低。他们更注重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如食品、住房和子女教育，而对于奢侈品和高端消费品的需求

较为有限。

3.3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存在改善的空间。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

的就业地位和户籍差异，他们通常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

社会保障待遇。这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近

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来扩大覆盖面和提高福利待遇，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

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相对有限。除了社会保障外，农民工在

福利待遇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他们通常无法享受与城市居

民相同的住房、子女教育和其他福利待遇。这增加了农民工在

城市中的生活负担，限制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机会。为改

善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和社会关怀，使他们

能够在城市中享受更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

4 影响农民工人口流动的因素

4.1 宏观经济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宏观经济因素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着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

平、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等因素是农民工选择流动的主要动因。

下表列出了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

年份
GDP 增

速（%）
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万人）

农民工年均工
资增速（%）

农民工流动
率（%）

2017 6.9 13.51 8.2 16.4

2018 6.6 13.61 7.8 15.8

2019 6.1 11.93 7.5 15.2

2020 2.3 5.52 6.8 13.9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减少，

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速也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导致农民工的流

动率逐渐降低，一部分农民工选择留在原地务农或寻找其他的

就业机会。

4.2 政策因素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
政策因素对农民工流动起着重要角色。政府的发展政策、

就业政策和农民工维权政策等都会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下

表列出了近年来中国政策因素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

年份
农民工就业政
策出台数量

（项）

农民工维权
事件数量
（起）

流动农民工
维权成功率

（%）

农民工
流动率
（%）

2017 24 3170 73.5 16.4

2018 26 3285 75.2 15.8

2019 28 3447 76.8 15.2

2020 21 2749 72.1 13.9

数据显示，政府不断出台农民工就业政策并加大对农民工

维权的力度。农民工维权事件数量逐年增加，并且维权成功率

保持较高水平。这些政策的实施促使农民工的流动率相对稳定，

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4.3 社会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社会环境、城



4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Studies 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 2023 年 第 4 期

市化程度和教育资源等都会对农民工选择流动产生影响。下表

列出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因素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

年份
城镇化率

（%）
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
农民工教育程

度提高率（%）
农民工流
动率（%）

2017 57.4 91.5 9.2 16.4

2018 58.5 92.1 9.8 15.8

2019 59.6 92.9 10.4 15.2

2020 60.7 93.7 11.1 13.9

数据显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增

加以及农民工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流动率逐渐降低。这

些社会因素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融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减少了其流动的需求。

5 问题和挑战

5.1 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面临社会保障的不确

定性。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和就业地点不一致，他们通常无法享

受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

失业保险等。缺乏社会保障给农民工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和

不稳定性。

工作条件问题：在一些农民工聚集的行业和地区，工作条

件比较艰苦。农民工可能面临长时间工作、低工资、缺乏福利

保障、劳动强度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和身体健康，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风险。

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常常将家庭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

题成为他们的一大难题。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农

民工的子女可能面临教育机会不足、学校安排不妥等问题，影

响了他们的教育发展。

5.2 农民工流动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这些包括：

就业歧视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户籍和文化背景，他们在城

市就业中常常面临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农民工可能由于缺乏城

市户籍而受到就业限制，同时在工作中也面临着低薪、长工时

和缺乏职业发展机会等问题。

城乡差距问题：农民工来自农村地区，与城市居民存在着

较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差距。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流动过程

中面临适应困难，包括生活习惯、社会交往和心理压力等方面

的挑战。

家庭分离问题：农民工的流动导致了家庭的分离，他们常

常将家庭留在农村而自己在城市打工。这导致了亲情分离、家

庭关系紧张等问题，给农民工带来了情感上的困扰和孤独感。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各方共同

努力，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和保

障，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民工的稳定流动和社会融合。

6 政策建议和对策

6.1 促进农民工人口流动的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农民工人口流动，以下是一些政策建议：

提供公平就业机会：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农民工来源地区。不仅仅要关注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

和就业机会，还要注重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吸引农民工在

家乡找到稳定的就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社会保障待遇。这包括

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使农民工在

流动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

提供流动服务支持：政府可以建立流动服务中心，为农民

工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法律援助和职业培训等支持服务。这

些服务可以帮助农民工更好地了解就业机会、维权途径和职业

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提升他们的流动能力。

6.2 解决农民工流动问题的对策
为了解决农民工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对策：

加强劳动权益保护：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力度，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打击非法用工、拖欠工资等行为。

同时，加强劳动监督和维权机制，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

保障。

优化工作环境条件：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改善农民工

的工作环境条件。这包括提供良好的工作设施、安全的劳动环

境、合理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条件等。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

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他们的工作素质和就业技能。

建立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机制：政府可以建立健全的流动人

口信息管理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共享。通过建立流动人口档案

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工的流动状况、就

业情况和社会保障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通过以上政策建议和对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农民工人口的

流动，解决农民工流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

量和发展机会。

7 结论

7.1 研究总结
通过对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扩

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问题、工作条

件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问题给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

了不确定性和困扰。同时，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也面临着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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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有限、社会保障不完善和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等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应对挑战，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

对策。其中，提供公平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教

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等是关键的措施。通过这些政策和对策，可

以促进农民工人口的流动，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就业状况。

7.2 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农民

工流动将会取得更加积极的成果。政府在促进农民工流动方面

可以加大力度，通过优化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和职

业发展通道，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稳定和职业成长。

此外，还可以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提高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吸引农民工回流并在家乡发展。同

时，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和福

利，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

总之，通过政策建议和对策的实施，农民工流动问题将逐

步得到解决，农民工将在流动中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机会。

这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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