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返乡
城镇化为之“筑巢”

从浏阳农村到广州，刘强（化名）
在外打工生涯已有14年。 去年年初，
40岁的刘强最终没有踏上南下的列
车。

“在广州打拼了十几年，大多数公
司都没有给我们缴过养老保险， 老了
之后要是没有社会保险， 怎么能在物
价这么高的城市生活下去？”难以在城
市立足，又不想重新回到农村生活，让
刘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几经

思量，最后，他用攒下的40多万元在
浏阳市区按揭买下一套商品房和一间
门面，做起了五金生意，结束了长达十
几年的“飘零”生活。

此后， 刘强感觉生活已悄然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两年时间，刘
强就由“无产” 迈上小康生活的快车
道。今年年底，他打算用这两年赚的钱
把买房子欠下的钱还了，至此，他算是
真正完成了定居城市的夙愿。

从“飘零”大都市到定居城市

刘强家庭历经14年最终还是选
择回到家乡创业的事迹，显然只是当
下农民工返乡热潮中的一个缩影，相
关资料显示，仅2008年返乡农民工就
超过2000万。

在大多数人看来，农民工大规模
返巢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
背景下，出口减少让不少外销型企业
举步维艰，订单急剧下滑，进而导致
企业倒闭或大量裁员。

然而这仅仅只是表象。中南大学
吴金明教授认为，一方面，随着土地、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我国作为世
界工厂的优势正逐步丧失； 另一方
面， 沿海地区不断加快产业升级步
伐，对简单劳动用工需求减少及众多

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才是推动农民
工返乡最直接、 最根本的驱动力所
在。

“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打拼十几年，
年岁渐长的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安
身立命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选择和刘
强一样返乡创业。” 吉首大学研究员
张景龙进一步补充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年初
发布了一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
报告指出，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返乡创
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1990年以
前， 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只占4%，1990
年至1999年占到30.6%；2000年之后
占65.4％。 其中2003年至2007年4月，
就有43％左右的打工者回乡创业。

农民工返巢热潮渐成发展趋势

我国当前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毕业的大学
生达610万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830
万， 同时由于出口减少， 沿海企业倒
闭， 导致返乡农民工超过2000万。在
总体经济收缩的条件下， 无法提供更
多新的岗位， 但仍然有不少大学毕业
生聚集在一线或二线大城市， 从而挤
占有限的岗位空间， 造成农民工相继
失业。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
乡后，由于在城市中漂泊已久，有些已
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

这一二元矛盾如何破解？ 大力发
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推进城镇化进
程， 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关键着
力点。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分析
称，我国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
布较均匀， 推动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发
展，最终可能有效地分解就业难题。

全国人大常务、 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也指出，工业化创造了供给，城
镇化则创造了需求。 城镇化可以创造
就业，可以拉动需求，为农民工返巢打
造了一个绝佳的承载平台。

打造农民工返巢承载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南下打工潮
的持续发酵，在推进社会跨越式发
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逐渐减少，农村主体老弱化严
重，农村人走房空的现象。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
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证实了
这一现象的存在，该报告称，2009
年，全国6.22亿城镇人口中，约有
1.67亿为农民工， 目前我国约有
2.3亿农民工。 按中国农村高峰人
口8.6亿人（1995年），到2020年届
时农村人口将累计减少2.8亿至3
亿人。

尽管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工
在城市里打拼，但大多数最终并没
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地。另一方面
由于长久居住在城市，新生代农民
工不愿回到农村老家，最终将“城
中村、农村空”这一现实难题持续
发酵，也为社会长久治安埋下了巨
大隐患。

“大力推动城镇化可为这一现
实难题找到突破口。” 中国社科院
金融所博士王琪表示，城镇化相对
低廉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可以承受
的房价以及一如既往地生活方式，
为大量不愿回农村的返巢农民工
提供了希望和幻想。

与此同时，回流农民工本身蕴
含的消费能力也将促进城镇化进
一步发展。

辜胜阻对此进一步分析道，
“我们现在有1.5亿农民工，如果把
它深化，就住房这一项，农民工住
宅需求所创造的投资就是上万亿，
另外农民工还有着创业梦，如果政
府顺势而为，将会引发巨大的城市
效应。”

破解城中村、农村空难题

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回到家乡创业。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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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我国
现代化和建设小
康社会的生力军，
而今却陷入了“进
退两难”的尴尬境
地：用20岁至30岁
的黄金年龄在城
市漂泊打拼，大多
数在“而立之年”
却仍无法在城市
立足。更为残酷的
是， 部分农民工，
已不能适应农村
生活，很难回到不
再熟悉的农村生
活中去。

进退两难，窘
境中的他们如何
实现“突围”，这一
矛盾直接引发的
“城中村、农村空”
的巨大现实难题
又该如何化解？

城镇化的出
现为这一现实难
题找到了突破口。
一方面，相对低廉
的生活成本，特别
是可以承受的房
价让广大回流农
民工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回流农
民工本身蕴含的
消费能力也将促
进城镇化进一步
发展。

■记者 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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