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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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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业农民工历经了流动的三个阶段：出、流动、回流。目前的建筑业农民工的选择更加理性化，他们已经

不再是以生存为全部目的进城打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筑市场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生计考量向“家本

位”转变，农民工流动的趋势也在逐渐缩小，在城乡之间呈“钟摆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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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

象，在其他国家都不曾出现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大

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出现了

第一次“民工潮”。大多数农民由于本身的教育程度比较

低，更有可能进入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从事体力劳动。这

一部分农民工的生计方式从务农转变为务工，同时他们的

身份业也农民转变为建筑工人。近十多年来，建筑业中的

农民工生存情况越发艰难，诸多的原因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工选择回乡就业，不再留在城市发展，出现了“返乡潮”

。这一个变化趋势也反映了建筑业农民工在整体社会结构

变迁下的宏观背景下的选择趋向。本文聚焦于建筑业农民

工，意在探究当前建筑业农民工流动流动趋向。全国从事

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占总农民工人数的20%左右，农民工从事

建筑行业的人数依旧很多，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

们的生存状况应该受到关注，他们的生计稳定关乎地方社

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有利于了解

基本国情民情，有利于地方老百姓安居乐业，有利于更好

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2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2.1　农民工流动现状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年

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1]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农民工

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其中，

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比上年增加293万人，增长2.4%；

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1%。从

输出地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均有所增

长。从输入地来看，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增长

较快。西部地区农民工省内流动比例高于跨省流动比例。

从2008年开始，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一直在下降，而省内

流动一直在上升，直至2018年，西部地区农民工省内流动

比例开始高于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近些年全国从事建筑

行业的农民工比例一直在20%左右，在2022年为17.7%，较

2021年有所降低。

2.2　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况

要研究建筑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要先了解建筑业农

民工的生存状况。一直以来，建筑工人都是“脏累差”

的刻板印象，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堪忧。《大工地》生

动形象的描绘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艰难挣扎生存和遭受

不平等的待遇的苦难，这本书也展现了2012年前后建筑

工人的生存现况。[2]曹莹（2016）通过农民工"嵌入态"

生存指标体系分析，提出生存空间低质、权利空间缺

席、交往空间分隔、精神空间缺乏是建筑业农民工的显

著特征。[3]周兵（2019）总结了建筑业农民工的现状：

入职门槛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收入差

异大，工种间收入平均化；培训缺失，素质不足，技

能水平差距大；欠薪、工伤事故多发，权益不能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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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受偏见，缺少文娱活动，心理压力大；对未来职业

发展迷茫，没有职业规划；新生代农民工企业育留难度

大，老一代农民工寻求保障困难。[4]

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差，工资拖欠严重，收入不稳定等是

建筑业农民工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之一。近些年来建筑行

业的不景气，很多建筑企业没有工程可做，这也导致了大

量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可做，只能返回家乡寻找谋生机会。

对于一辈子在建筑领域内谋生的建筑工人，要么在大工地

上干不动了，退休回家颐养天年，要么在家乡谋生。笔者

在西部某地区采访了30位建筑工人，发现他们早年在大工

地上打拼后返并没有干到退休，返回家乡后也没有转行，

反而是继续从事建筑工作。这部分在家乡谋生的建筑工不

再属于农民工而是农民建筑工人，他们半耕半工，流动的

距离变短，收入不稳定，但生计方式趋于稳定。

3　建筑业农民工的流动

3.1　农民工流动的阶段

建筑业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一种类型，也具有农民工流动

的特征。李周（2019）总结中国农村劳动力这70年来的转

移历程，将这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1978

年）消除贫困的农民流动；第二阶段（1979～2010年）奔

向小康的农民流动；第三阶段（2011～2018年）走向富裕

的农民流动。[5]蒋立立（2022）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乡差异减少以及国家经济政策对农村的倾斜，新时期广

西农村劳动力回流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就近流动，

大部分向县城和当地市区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自主

性较强。[6]张琛、孔祥智（2022）认为城乡之间的“钟摆

式”流动和流动半径缩小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征。

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县域

将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战场。[7]结合2008年到2023年农

民工流动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开始回

流，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逐年增多，西部地区省内流动

高于跨省流动人数，表明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流动和流

动半径缩小的特征逐渐在明显，农民工的流动趋向发生了

变化。

3.2　从称谓知流动变化

通过建筑业农民工称谓变化可以了解到流动的变迁。农

民建筑工人的称呼从何而来？依据中国知网上对“农民建

筑工”主题词的搜索，在中国知网文献中最早开始使用农

民建筑工一词称呼的是贾续光（1999），他将那些跟随包

工头从事建筑工作的农民工称作农民建筑工。[8]白宪臣等

（2002）认为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在农村人口密集和

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剩余劳动力进入建筑业劳

动力市场的现象更为普遍，把进入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农

民剩余劳动力称呼为农民建筑工人。[9]笔者发现使用“农

民建筑工”称呼一词在1999年到2013年频率最高，在2006

年有8篇文章使用农民建筑工一词，这也对应了当时大量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建设中从事建筑业的状况。在2010

年左右的相关报纸报道中，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普遍使

用“农民建筑工人”的称呼。[10-11]此时农民建筑工人的含

义具有流动性，是指从农村到城市中建筑劳动力市场务工

的人员，强调从农村到城市。而在2014之后的中国知网文

献中，很少使用农民建筑工称呼，大多数学者使用“建筑

业农民工”、“建筑工人”或者“农民工”来称呼建筑劳

动力市场中的从业者，建筑业农民工的相关文献更多的是

强调农民工在建筑业当中的情境，是在固定的场域中。而

有的文献中的“农村建筑工人”是特指农村中那些专门从

事每一层地面及屋顶浇灌的工人。[12]

农民工”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流动的意思，是指外出

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但是流动方向不明确。“农

民建筑工”一词更强调了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流动方向，

农民在城市中从事建筑业成为建筑工人，突出“农民”

和“建筑工人”两种省份的转变。“建筑业农民工”

、“建筑工”则是将视角放在城市之中，观察农民工在

城市建设中的行动，是城市中心视角。这种变化业是在

国家建设热潮下出现的，学者、媒体等都不自觉的忽视

了建筑业农民工农民角色的身份。在这种视角下，建筑

业农民工是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是忽略了他们

的流动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又展示了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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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流动逐年升高的事实，建筑业农民工不再只是能在

城市中谋生，他们的流动更加频繁，流动半径缩小，回

流趋势明显。

4　建筑业农民工何以安身立命

农民的流动是为了生存发展。人多地少，农业严重内

卷，农村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迫使农民外出谋生存，而城

市大型建设，有很多的谋生机会发展机会，在农村不利因

素推力和城市有利因素的拉力作用下，农民工流动到城市

谋生。随着产业转型、农村基建变好和农民工个人的自我

认知，在生存理性下，农民工是家本位的社会行动主体[13]

，他们更加愿意在家乡谋发展，乡村稳定的生活预期可以

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通过对全国农民工流动监测数据的分析，我国农民工回

流返乡的影响因素有：一是国家政策牵引农民工实现就近

就地转移；而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强；三是

高龄农民工人力资本难以满足东部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四是农民工群体与社会交互过程中的自主理性行为。结构

化理论认为农民工是能动的个体，通过不断对照社会经济

环境结构调整自我及家庭的决策。在大部分时段，受户籍

制度、迁移成本等多方面条件的约束，农民工的迁移形

态以青壮年劳动力单独外出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育

子女、照顾长辈等家庭因素在其流动抉择中的分量越来越

重，建筑业农民工会重新成为农民建筑工。

他们的流动方向不再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基于县

域生存的建筑工，流动距离缩短在省市内。在县域中建筑

更像是一门手艺，依托这门手艺和乡土社会关系，他们拥

有稳定的生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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