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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口回流的需要出发，基于对湖南省农村人口回流相关调查问卷，对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特征及回流意愿和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农村人口回流意愿受个体特征、工作、住房环境及政策的影响，为

促进农村人口回流，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部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并合理安排和

改进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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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加

快，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以

及各项制度的改革，人口流动的阻碍减少，从而出现农

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人口流动是影响一

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过

程中，湖南省农村地区劳动力大规模向东部发达地区迁

移，导致农村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分析农村流动

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加快乡村振兴事业发

展，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研

究，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是从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家

庭情况、年龄差异等方面探究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因

素。吕智焘等人研究表示，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是被

多种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局势的偏好影响的 [1]。在家庭方

面，段玲等人认为，已婚人口其流动成本更高，且稳定

居住地对于子女教育具有积极影响，故已婚人士回流意

愿更低 [2]；汪小红认为，是否有宅基地对农村人口回流

意愿有显著影响 [3]，但刘铮等人则认为，与是否有宅基

地相比，外流人口的回流意愿更大程度受家庭成员的影

响，例如家庭存在年长者，则回流意愿更加强烈 [4]。而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们思想受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所影

响，所以人口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不同年代的群体

生活、行为、思想上都存在较大差异。黄敦平等人认为

职业决定流动人口收入、生活质量及社会地位等，职业

因素为决定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5]。

目前看来，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从微观角度对于农村

已经回流人口进行调查分析，进行人口回流意愿研究，较

少有对于外流人口的回流意愿情况进行调查。因此，对

湖南省农村外出人口及其人口回流意愿缺少全面系统的

研究了解。湖南省作为人口流出典型区域，人口流动规

模大，相关人员的意愿分析具有代表性。鉴于此，本文

选取湖南省具有代表性的村落，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

问卷相关数据探讨农村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

于中部地区更加合理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推动新

时期中部地区乡村振兴。

一、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据 2022 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 湖南省是华中地区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益

阳、岳阳、常德人口流出均在 40 万—50 万人。岳阳市

湘阴县位于湖南省北部，居湘江、资江两水尾部。入选

为国家第三批新型城镇化人口返乡创业试点单位。本次

调查从湘阴县选取金龙镇、鹤龙湖镇等进行问卷调查。鹤

龙湖镇“樟树港辣椒”有效促进“艾伦·稻宏乐园”等

项目大力推进当地返乡创业行动。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为例展开调查，选

取比较有代表性乡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人口总人口

数、人口外流情况、人口年龄层次分布情况，对湖南

省岳阳市湘阴县进行了走访调查。在调研过程中发放

调查问卷 500 份，一共回收 462 份，调查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92%。

本文研究的主题为湖南省乡村的回流人口，走访调

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当地外流人口的外流原因与基本情

况。在对外流人口基本特征的研究中，进行外流人口外

流原因调查，再将外流人口基本特征分为个体特征、工

湖南省农村人口回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500 份调查问卷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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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征、经济特征、环境特征四个部分。

在调查研究存在回流意愿人群的回流原因及侧重点

时，应先对产生回流意愿原因进行调查，再将侧重点分

为对回流工作、经济、环境、社会政策四个方面的看法

进行评价。

二、湖南省农村人口流动特征 

（一）存在回流意愿主要以年龄较大群体为主 

和西南部地区外流人群主要为青年人不同的是，从

年龄结构上来看，根据调查统计显示，回流意愿强烈的

人群主要以年龄相对较大人群为主，如 50 岁以上人群

占 38.83%。回流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普遍偏低，主要

为高中及以下为主。且大部分从事的工作都具有很强的

可替代性或高体力、高强度等特征，随着年龄的增大与

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

部分人更愿意选择回流。 

（二）外出人口以男性为主，且更具有回流意愿

从数据来看，外出人口以男性为主，占外出人口

56.49%。男性人口大部分是为了提高收入，改善家庭的

生活质量选择外出打工。男性外流人口在积累了一定的

经济基础后，其回流的意愿更加强烈，更希望回到家乡

生活。同时，在家留守的老人、儿童需要青壮年劳动力

的照顾，这些因素同样吸引着男性外流人口回流。而女

性人口大多外出后随家庭定居城市，其回流意愿相对低

于男性。

（三）经济收入影响回流

根据数据显示，乡村劳动力选择离开迁出地的原因

主要为房价过高、就业困难、薪资不理想等经济相关因

素。说明经济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回流最为重要的因素之

一。农村劳动者在城市务工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回流

影响相对明显。收入水平越高，在城市就越能够获得较

高的生活水平，且生活与城市人口无较大差异，可能生

活幸福感更高，则回流意愿越低。而若收入水平低，同

时住房多为合租或住集中宿舍时，劳动者的生活品质和

个人隐私得不到保障，与城市人口有较大差异，则回流

概率更大。详见表 1。

三、农村外出人口回流意愿产生原因

（一）城市房价过高，生活压力大

由调查可知，农村人口流动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

中回流原因占比最高的是在当地租房生活的人群，占比

29.61%。过高的房价严重降低了农业外流人口的生活标

准，违背了其外出工作改善生活条件的初衷。反而让外

流人群认为农村生活压力更小。在存在回流意愿的人群

中，有 35.44% 的人认为农村生活更有归属感。过高的

房价导致农村外流人口大多以租房的形式在城市生活且

不能满足对城市的归属感，无法良好地融入城市的环境

中。

（二）就业困难 

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大多集中在初

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 32.52%。受教育水平限制了农

村外流人口的职业选择，他们无法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大

多只能在服务业工作。有限的服务业岗位不能满足大量

的农村外流人口，所以部分外流人口选择回乡寻找工作。

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依靠大量劳动力的传统产

业面临巨大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产业大面积裁

员和缩小生产力度使得外流农业人口就业困难。产业

机械化的推进同样是农村外流人口就业困难的一大原

因。机械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大量人力。平均

知识水平较低，没有技术的农村外流人口在城市的就业

形势更加严峻。面对城市愈发严峻的就业环境，农村目

前相关就业政策的支持，吸引外出的劳动力回乡创业。

（三）家庭原因 

截止到 2022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28004

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我国不满 16 周岁的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902 万人。老人赡养和儿童抚养的

相关问题受到了在外务工人群的关注。据问卷调查数据

显示，在回收的 462 份调查问卷中，有 53 人家中老人

小孩需要照料。照顾家中老人小孩是影响外出人口产生

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中部地区农村外出人口回流的应对对策

（一）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 

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帮助乡村回流人口解决就业问

题，使其在回流后有就业机会，从而留住回流人口，降

低回流人口再次外出的概率。政府为乡镇企业提供优惠

政策，使乡镇企业为乡村回流人口提供一定的就业岗

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回流人口的就业压力。对于

回乡创业的乡村回流人口，政府应提供知识技术培训，使

回流人口具备基础的创业知识与能力。对于选择回乡务

农的回流人口，政府通过减轻税收和对其进行农业补贴

的方式进行帮扶。

（二）加强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方针政策，严格规范

乡村的污水排放、垃圾分类、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通过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方式吸引人口回流。继续

巩固多年来打造乡村交通网络的成果，便利中部偏僻山

区的农村与外面的交流，使农产品可以顺畅便利地运输

到城市，改善偏远山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推进人口



市场调研与统计分析

17

回流进程。

（三）推动中部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中部农村地区仍以发展传统农业为主要产

业。还需要加大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由依赖传统农业

向发展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转变。广大的中部地区农村

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可根据不同地区风土人情发展乡村

旅游业，引导农村回流人口创业。

（四）着力推动提升养老、教育、住房相关设施 

回乡照顾老人和年龄原因回家养老的人群占中部农

村地区回流人口的较大比例。为了处理好相关人群的问

题，需要不断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水平，增加乡村医院卫

生所的数量，确保医疗人员的合理配备。此外增加乡村

学校的数量，确保乡村各地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减轻生

活压力，从而实现乡村人口回流。

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过程中，中部地区仍然

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不够强烈的问题，但农村劳

动力回流为乡村地区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是乡村振兴

的必然需求，吸引农村人口回流的意愿也是农村发展的

关键。因此，需要积极关注农村发展，加强相应的政府

扶持制度，开展农村基础建设工作，加大农村产业发

展，增加就业机会，并重点对农村生活困难的回流人口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增强农村人口的回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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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湘阴县外流人口个体特征

有回流意愿 没有回流意愿 合计

基本情况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年龄 20~35 岁 60 29.13% 122 47.66% 182 39.39%

36~50 岁 66 32.04% 85 33.20% 151 32.68%

50 岁以上 80 38.83% 49 19.14% 129 27.92%

性别 男 124 60.19% 137 53.52% 261 56.49%

女 82 39.81% 119 46.48% 201 43.51%

婚否 已婚 121 58.74% 128 50.00% 249 53.90%

未婚 63 30.58% 113 44.14% 176 38.10%

其他 22 10.68% 15 5.86% 37 8.0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7 32.52% 56 21.88% 123 26.62%

高中 65 31.55% 62 24.22% 127 27.49%

大专 38 18.45% 75 29.30% 113 24.46%

本科 30 14.56% 52 20.31% 82 17.75%

硕士 6 2.91% 11 4.30% 17 3.68%

月收入水平 1000 以下 2 0.97% 1 0.39% 3 0.65%

1000-2000 千 57 27.67% 60 23.44% 117 25.32%

2000-5000 千 127 61.65% 153 59.77% 280 60.61%

5000-10000 18 8.74% 35 13.67% 53 11.47%

1 万以上 3 1.46% 7 2.73% 10 2.16%

居住环境 在当地购买房屋 51 24.76% 102 39.84% 153 33.12%

在当地自己租房 61 29.61% 78 30.47% 139 30.09%

在当地与人合租 37 17.96% 33 12.89% 70 15.15%

借住亲戚朋友家 10 4.85% 7 2.73% 17 3.68%

单位住房 47 22.82% 36 14.06% 83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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