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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 2002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引起社会
关注。学界普遍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往往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

进城打工。因此，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生活预期、

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1］。新生代农民工

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城市为坐标，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然而，受宏观社会结构与现实处境的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又面临被城市与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遇，既难以

完全回归乡里，也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2］。为此，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成为学界

关注的焦点。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一

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其中，新生

代农民工选择“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分别占到 8.1%和 37%［3］。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在城市务工

一段时间后返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到中国的
经济实体，导致大约 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一时
间，农民工返乡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总体来

看，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

关注。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

愿，并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张笑秋以湖南省

为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

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的多种意愿，但以定居城市

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

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

面具有不同特征［4］；景晓芬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生

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

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 适应等不同程度地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留城与返乡的意愿［5］。另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问题。朱红根等人通过江西

省 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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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特征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对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6］。张秀娥等认为新

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而家乡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态

度、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

担忧，以及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现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能力和主观态度［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重点关注了返乡农民工的

社会适应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

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

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

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8］，他们在村庄适应方面

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代际差异［9］，常在“扎根”与“归

根”之间徘徊［10］。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发现，从生

命历程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

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

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新

生代农民工随着家庭角色的变化开始出现“逆城市化”

流动的现象。因此，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并

进行相应调整［11］。

既有研究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仍然大多停留在对其流

动意愿这一假设性问题的探讨上，由于大多数新生代

农民工仍然还在城里打工，其返乡意愿与最终的返乡

行动会出现反差。相关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

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

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12］，而且年龄越小并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13］，年龄越

大的农民工则越倾向于返乡［14］。换言之，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在未来仍将是一种社会常态。而当前学界与

政府的关注仍在单向度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方面，对新

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缺乏足够重视。

沙村隶属于云南省平县西部，是西南地区一个

普通的小村庄。沙村距镇政府所在地 34公里，交通
不太方便，距县城 34公里。沙村下辖 9个自然村。
村庄现有农户 459户，人口 1868人，其中农业人口
1852人，劳动力 984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810
人。外出打工的人数近 200人，多为中年男人和离校
青年。据沙村会计统计，全村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

工（16-30岁）大约有 72人，本村返乡新生代农民
工的数量已达 35人，占了一半左右。这些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已经在家待了一年以上，且不准备再去县城

以外的城市务工。

本文以云南沙村为例，运用个案访谈法与参与观

察法考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

应，进而对当前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2014
年春节期间，笔者走访了沙村 3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
工家庭，访谈了 1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个案。此外，
笔者还访谈了这些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的家人和朋友，

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

适应状况。

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分析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归结为

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比如 2008年经济危
机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学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才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然而，金融危机主要

影响的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对第二代农民工就业

的影响相对较弱。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一些地

方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现象。因此，仅

仅从这一结构性因素去考量新生代农民工返乡，难以

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内已有的

研究比较重视以历史眼光的宏观视野来分析个人命

运，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在历史社会事件所构筑的限制

性环境下个体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与能动性。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个体的

返乡选择、返乡时间点以及返乡后的社会调适，却需

要他们在既有结构背景下作出策略性适应。本文作为

个案研究，无法从一个大数据的角度去描述一种结构

性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但个案研究的长处则

在于能够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生的复杂性，进而

挖掘促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与机制。对云南沙

村 3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的统计发现，他们返乡主要
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

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的影响（见表 1）。
表 1 ：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四种主要原

因及其人数

返乡原因
家庭生活
事件

家庭生命
周期

主动逃离
城市

工伤事故

返乡人数
（35 人）

9 13 11 2

1. 家庭生活事件的发生

家庭生活事件指的是家庭中发生诸如老人过世、

父母生病、失业等变故。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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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子，其选择工作的地域受到家庭生活事件的影

响，一些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会促成青年农民工选择

返乡，以便照顾家庭。沙村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生活

事件的影响而返乡的有 9人，约占返乡总人数的 1/4。
个案１：小陈，男，22 岁，未婚。高中上了两

年之后去浙江、上海打拼了 4 年。4 年里他每个月都

往家里寄 1000 块钱，自己也有了一点积蓄。2012 年

过年的时候由于爷爷病重，他就赶回家。爷爷在过年

之后的几天去世了，他是最疼爱小陈的人。爷爷去世

以前一直告诉小陈一定要回家，家是自己的根本。因

为家里只有小陈一个孩子，在爷爷去世以后，小陈选

择在家和爸爸一起养蚕。

个案 2：小徐，男，26 岁，未婚。初中毕业（16 岁）

之后开始打工。他曾在昆明打过工，也跟村里的伙伴

去过浙江。在外漂泊了 10 年，换过很多工作，每个

月也有两三千块的收入，但是没有太多的积蓄，收支

勉强平衡。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2012 年，他的母

亲得了重病，家里叫他回去帮忙照顾。家里只有他和

一个已经嫁人的姐姐。小徐回家之后，一边帮着父亲

照顾母亲，一边在县城的一个超市做物流工作，每个

月 2200 元。对这一变故，小徐开始有点无奈，但是

慢慢也适应了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而且发现在家里

工作反而能够有一些积蓄 ：除去各种开支，他现在每

个月能够结余 1500 元，这能帮母亲支付一些医疗费，

也让他觉得自己成熟了一些。因为“在大城市有各种

新奇的东西，总是想着去尝试，而县城毕竟可以玩的

东西少，物价也相对低一些”。

在案例１中，小陈是因为爷爷的去世而选择返乡

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一女一男户和一

胎化现象也日益增多，这就使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男孩

子通常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家庭的责任。而小陈、

小徐的选择都是这种情况。22岁的小陈，不仅学习
能力很强，而且交际范围广，对城市生活能很好的适

应。但是一些家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一些至亲的人发

生变故对于他们会有较大的触动。在个案 2中，对小
徐来说，母亲突然生了重病，尽管有些无奈，但也不

得不返乡帮忙照顾母亲，进而选择县城附近就业，继

而发现这个结果也不错。不仅可以帮助到家里，也感

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返乡照顾家庭和就近务工，使他

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2. 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

家庭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将生命

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

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不

同阶段。一系列根据家庭结构与规模变化划分的人生

不同阶段，强调从不同世代的转换来分析个体的社会

阶段，以及将关系或角色的视角被作为生命历程理论

重要的出发点。具体来说，生命周期理论重视人的社

会角色，某一阶段稳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会给人提供方

向和规则，相应的，个体被锁定在一系列社会期望和

非正式关系中，进而带来一种责任感，保证人格的稳

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使各种危险与意

外的可能性最小化［15］。新生代农民工恰是处于谈婚

论嫁、生育子女的时期，这一拐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返乡形成较大影响。在沙村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中，

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而选择返乡的人数有 13
人，居返乡原因的首位。

个案 3：小虹，女，20 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

学，到珠海打工两年。她说去了外面才知道自己视野

太窄了。大城市里的女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漂亮的

衣服，都很会打扮自己。工厂里的很多男同事都对小

虹表示好感。小虹说，在打工的这段时间里，她已经

处过三个男朋友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都分手了。分

手之后她回到老家，村里的很多男孩也对她表示了爱

意。在父母的催促下，小虹和村里一个比较老实的男

人结婚了。小虹告诉笔者，她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

安稳下来以后也准备生个孩子。“就和我妈一样平平

淡淡的在家乡安稳的生活下去。”

个案 4：小天，男，27 岁。曾在福建、广东打工

7 年，主要在工地上做建筑工，相对比较劳累，经常

要顶着高温作业，有时候还得高空作业，有一定的风

险。这些年，小天勤勤恳恳，有了一些积蓄，但是在

外面一直没有女朋友。2013 年春节，在家里人的介

绍下，小天在当地娶了一个媳妇，从此就不再外出打

工了，而是选择在家干点农活，并偶尔到县城去打些

零工。他说，在外总有一种漂泊、找不到家的感觉，

现在自己成了家，不想继续过那样的生活，在家里虽

然钱赚的少，但日子也还是能够过下去。

在个案 3中，小虹选择返乡的初因是感情受挫，
但是之所以返乡后不再外出打工则是因为到了结婚的

年龄，而在父母的催促下，他与村里的一个男人结了

婚。然而，在结婚之后，小虹又到了生育孩子的阶

段，这又使得她需要在家完成这一生产的过程。事实

上，在其他案例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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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孩子之后还得面临照顾孩子的问题。此时，男

性作为家庭挣钱的主要劳力一般仍会继续外出务工，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往往觉得孩子还小而难以割舍，

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家里，成为留守的新生代妇女。家

庭生命周期中结婚这一节点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说也会

产生重大影响。案例 4中，小天在外打工 7年，但是
就在回家结婚之后，不再选择外出务工，其原因就是

不想继续漂泊，而想在成家后过安稳的日子，能够找

到“家”的归属感。既有研究也显示，年龄越小并未

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而务工时间

长、年龄大并已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倾向于返乡

生活。

3. 逃离城市的主动选择

家庭生活事件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某种程度

上更多是由家庭力量推动的结果，许多新生代农民工

从意愿上来说是一种被迫返乡。当然，其中的一些新

生代农民工在经历结婚生子这一阶段的时候，也做出

了策略性适应，主动返乡。除此之外，笔者发现了一

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许多农民工在经历了城市生活

与农民生活之后形成了对比与自我反思，而主动选择

返乡务农或者创业。在沙村，逃离城市而主动选择返

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 11人，仅次于家庭生命周期的
影响。

个案 5：小霞，女，18 岁。曾在广州一家纺织厂

打工，由于经常倒班次的缘故，小霞的生活基本上就

是吃了睡、睡了吃，平时都没时间出去好好玩。住在

公司宿舍，自己不能够做饭，外面的餐馆又太贵，所

以小霞的食物主要就是泡面或者零食。小霞说每次上

班都要打卡，干什么都要限制时间，每天都被限制在

那个小的空间里，感觉像坐牢一样。每个月的工资都

花光了，有时候还会和同事借钱。别说赚钱给父母寄

回去，现在不让父母给自己寄钱已经很不错了。2012

年 9 月，小霞从广州回乡，身上仅剩 100 多块钱。回

到家以后她去了一次自己的母校，看见门口有很多卖

东西的，然后突发奇想，在小学门口卖起了炸土豆。

她说现在每天都 9 点左右才起来，然后把东西都准备

好，到下午 6 点就可以回家了。返乡后的生活让小霞

感觉很充实。

个案 6：小山，男，25 岁，家里还有姐弟两个。

小山最初在县城里学理发，但是不到一年，他就离开

了家乡到深圳。那时的他对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充

满了向往。他最初在一个皮鞋厂干过三个月，然而很

快就待不下去，他觉得在工厂里的生活太过单调，请

假出去玩都很困难。于是到 KTV 当服务员。在 KTV

里工作，小山觉得相对自由一些，没有太大的管束，

而且一群同事年龄都相差不大，经常能够玩到一起。

在工作之外，他们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溜

冰等等。然而，在 KTV 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他每天

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突然思考起一个人生活到底是

为了什么。他想到自己黑夜与白天颠倒的工作，以及

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当午夜客人逐步散去，拖着疲

惫的身躯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他突然感觉自己特别

渺小，这么大的城市，不知道哪里是他的归宿。他开

始厌恶自己现有的生活。2011 年过完年之后，小山

没有再返回深圳，而是选择在家乡小镇开了一个理发

店。他认为，现在的生活更自由，这是为自己打工。

在个案 5中，小霞返乡原因是无法适应城市工作
与生活，且对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极度不满。城市的

作息时间、工作环境、生活节奏、消费方式都让他觉

得如同“坐牢”一般。而相比而言，乡村自主的工作

节奏与生活习惯都让她感到很舒服。在个案 6中，小
山也曾沉醉于城市的灯红酒绿，在城市中与朋友过着

“自由潇洒”的生活。但某一天想到了自己浑浑噩噩

的生活状态，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所归依。于

是回家后重操旧业开了一家理发店，其意在为自己打

工，开启新的生活。由此看出，新生一些新生代农民

工已经开始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

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反感，对被异化的工作生活进

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形成了个体

的独立自主意识，进而选择主动逃离城市。这种意识

已经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中萌芽、生根。

4. 工伤事故后引发的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和原因而基

于种族、肤色、宗教、政治见解、民族、社会出身、

性别、户籍、残障或身体健康状况、年龄、身高、语

言等原因，采取区别对待、排斥或者给予优惠等任何

违反平等权的措施侵害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行为。新生

代农民工相对文化水平较低，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不很

高的职业。女性往往进工厂或者服务业；男性多数人

则在建筑业、采矿业、五金加工业等以重体力劳动为

主的行业，工作相对劳累。风险性也比较大，工伤事

故时有发生，在沙村总计已经发生 2例工伤事故，小
伟就是其中 1例。
个案 7：小伟，男，22 岁。初中毕业后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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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金零件加工厂上班，因为做工比较复杂，小伟学

了很久还是不怎么熟练。一天由于操作失误，小伟失

去了两个手指。加工厂只给他赔了 5000 块钱，说是

由于小伟自己的操作失误，所以公司不负全责。由于

这个缺陷，小伟在后期的找工作中接连受到歧视。无

奈之下，小伟回了老家。他说 ：“自己不会再出去了。

去外面会更加自卑，在家里则好很多，乡里乡亲的遇

到什么事情，大家也都会帮我搭一把手”。

在个案 7中，小伟返乡就是因为在工作中的失误
致使自己的手受伤了。此后，他不断遭遇就业歧视，

最终无奈返乡。在他看来，企业都是利益至上，“那

些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情味，也看不起

自己，进城打工要受很多的气”。而返乡后，老家的

人并没有因为受伤而看不起他，而是热心地帮助他，

让他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综合以上分析，从沙村的情况来看，受家庭生活

事件和一些意外工伤事故的影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

被动选择返乡。而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家庭生命周期

中的拐点时往往采取主动的策略性适应。一些人主动

选择返乡，恰恰是因为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以及自

我再定位。显示“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

无论何种原因，青年农民工返乡，最紧迫的是在

乡村社会中就业立足，重新适应乡村社会的生活。一

旦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充分就业并且融入乡村社

会，则可能出现排斥乡村社会而出现“游民化”的风

险［16］。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后，

无论在就业还是生活方面，都存在难以适应的现象。

从沙村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来看，某些人在适应方面

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出现“返乡 -进城 -再返
乡⋯⋯”的反复。但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

很快融入新的工作生活。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

返乡适应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就业选择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

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第二代农民工，很少接触农业

劳动，社会普遍担心他们无法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从

沙村的受访者来看，他们认为返乡务农技术上并不存

在多大难度。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很少直

接从事粮食作物耕种等农活，更多人选择了技术含量

较高的果树种植业或者养殖业。案例 1中的小陈在返
乡后便和父亲一起养蚕。“出去打工前就在家里帮忙

过，养蚕容易得很”。而返乡的小超则和父亲一起在

家种核桃。核桃树不需要精心打理，每年收获的季节

相对忙碌忙，其他的时候小超就会想着自己做点小买

卖。他说“在家里就是自在，干什么都是自己决定”。

他很享受这种生活节奏。除了务农以外，许多新生代

农民工返乡之后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者自主经营一些买

卖。如案例 5中的小霞和案例 6中的小山，自己给自
己打工。还有一些人则在乡镇和村里开起了饭店，成

为一名厨师。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

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对于各种技术的学习能力大

大增强，他们返乡就业后的选择凸显出技术化的特点。

2. 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

最终定型化的特点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城市

生活多年，返乡初期阶段几乎都有一个不适应的阶

段。这种不适应既体现在物质生活中，也体现在精神

生活中。物质生活上，对于这些已经习惯城市里洁净

的基础设施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最难容忍的是一些

比较落后且肮脏的基础设施，他们普遍感觉“老家的

厕所真是太脏了，应该像城里一样用水冲”，有时候

他们也会怀念城市的一些美好与便利。在精神生活上，

尤其在娱乐活动方面，他们觉得太过匮乏。“农村晚

上 10点左右就很难见亮灯了，在城市这个时候夜生
活才刚刚开始呢”。小陈的话基本反映了农民工返乡

初期的普遍感受。这种不适应，甚至使一些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工再度进城务工。25岁的小六子在外打工 5
年之后于 2011年就曾返乡就业，但在回乡半年之后，
觉得农村生活单调便再度进城务工。2012年 8月他
再次回乡，并开始跟父亲一起种植核桃。“城里留不

下，回乡没意思”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想法，

这也使他们的返乡历程出现“返乡 -进城 -再返
乡 -再进城 -又返乡⋯⋯”的循环过程。经历了这
样的反复，他们才能逐步主动或被动地适应村庄的社

会生活，直至获得内心的平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开始还是不太适应，内心也有点不甘心，总想在城市

里折腾一下，现在基本上适应了。村里回来的小伙伴

越来越多，平时我们也凑在一起玩，而跟老乡的距离

现在也近了，家里的农活也能上手了，我们家今年的

核桃收成不错。”小六子的这一心态转变，成为不少

返乡农民工村庄社会适应的缩影。这也提醒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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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不适应，无需太过急切，只要

有足够的调整时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并

非是一个完全无法克服的问题。

3. 返乡社会适应状况存在类型差异

这与是否主动返乡的意愿紧密相关。新生代农民

工的返乡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前述农民工

返乡适应出现阶段性、反复性的特征，在被动型新生

代农民工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而主动型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工，其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则要顺利一些。具

体表现为回乡目标比较明确，适应时间较短，而且较

少出现纠结的状况，而且快速融入到了村庄的社会交

往之中。“我们在城市里的一些新鲜事都会和老乡分

享，老乡们则跟我们谈论村庄的历史、各种趣事，还

有各种生活经验，平时有个事都相互照应，生活挺开

心的。”小陈说，他和老乡们交流十分亲切。由此看

出，这些主动选择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是因为

能力欠缺而返乡，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喜欢乡村社会的

生活节奏，尤其是从熟人社会网络感受到了人际间的

温暖，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

空缺。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及其社会

适应调查发现，当下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少是因为结构

性失业被迫返乡的，绝大多数是受到家庭生活事件、

家庭生命周期、工伤事故以及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

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的现象开

始发生。与第一代农民工多从事普通农业存在较大差

异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就业选择主要呈现

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特点。从返乡意愿与外在推

力因素上，可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

两种类型。二者在返乡的社会适应中呈现出差异，主

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到乡村

社会的生产生活当中。因此，返乡带来的是更加自由、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而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

工则会面临初期的不适应，甚至出现“返乡 -进城 -

再返乡 -再进城 -再返乡⋯⋯”的反复经历。不过
绝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后都能克服这种返乡适应

困境，并最终在村庄生活中安定下来［17］。

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第一代农民工

已经返乡或者正在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愿返乡，

也返回不了家乡。当前政府应当将焦点对准新生代农

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而通过对新生代农民

工返乡的研究表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生代

农民工已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返乡，进而可能出现

一种逆城市化的趋势。尽管这样的现象刚开始发生，

而且一些返乡的新生代农民也出现社会适应的困境，

但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调适之后，这并非是一个无法

克服的障碍。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新生代农民工

流动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逐渐完成城市化，这在政

策上应该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然而，很大一部分农

民工还要返乡，农民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社会现象

还将长久的存在下去，对于农民工的返乡也无需排

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让愿

意留城的人留下，愿意返乡的人返回农村。因此，建

立一个可以“出的去”，又能“回的来”的政策制度

与社会空间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

方面可以为农民工流入城镇提供便利的条件和优惠的

政策，但另一方面应当给予他们自由选择返乡的权利。

“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农村也就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蓄

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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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城市计划生育基本政策。

4. 针对青年农民落户城市选择偏好问题，省内

小城镇应该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完善自身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增加对青年农

民落户的吸引力

小城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能够提供的

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工资水平也普遍不高。以黄冈市

为例，全市各县、区城镇平均工资收入普遍停留在

2000元左右。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小
城镇户籍上所附着的权利、权益和公共服务标准也较

低，对青年农民落户的吸引力低。因此，依托小城镇

推进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首先大力发展小城镇自

身经济水平，充分发挥小城镇地价低、劳动力价格低

的优势，招商引资，吸引外地企业落地，提高小城镇

经济水平、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满足青年农民

进城就业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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