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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研究

——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分析
1

郭睿恬，仲翔宇，黄新菊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现状。研究发

现，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后在自我、家庭、政府这三大养老资源供给上均有不足。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的养老

资源更为匮乏，养老存在较大风险。但由于对政府的信赖度低和对子女家庭的妥协，他们忽视了政府和家庭带来的

潜在风险且未来养老规划不足。因此，政府需加强政策扶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返乡收入，保障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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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与背景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20世纪 80 年代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囿于各种制约已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选择返回了家乡，这类群体被统称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曾经投身于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做

出巨大贡献，却缺乏社会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较为有限，尤其是

他们返乡后的养老研究显得更为急迫。

养老资源是指可以用来进行养老保障并能产生保障效果的东西。它既可以是资金、物品，也可以是服务、机会、关照和支

持气氛，或者是有利于老年贫困者走出困境的政策及其他具有养老保障价值量的东西。黄乾认为在人口结构转变、制度变迁、

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不论是自我资源、家庭资源还是制度性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

“风险社会”是人们审视 20 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一种基本视角，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既是客观存在，也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然而，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对疾病风险的担心来说，农民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

现出强烈的忧虑。这是一个需要反思及警惕的问题，尤其是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生命历程，使他们的养老

风险不容小覷，他们自身对不同类别资源供给的风险感知程度则成为本研究着重探讨之处。

2、研究设计与样本概况

2.1 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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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第一代农民工”界定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当前这一类人群由于打工多年，大多数

已经处在退休养老的年纪，出于年龄等原因面临着返乡的必然需求。基于现实情形及研究的可行性，本研究所调查的第一代返

乡农民工是指年龄处于 50～70 岁之间，在改革开放之后外出打工而现在回到家乡，处于养老临界点的群体。

2.2 研究地点

本次研究地点选择江苏省淮安市，淮安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市，拥有数量极其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据调查统计，全

市 2015 年外出务工人员共有 90.9 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人数为 13.6 万，占外出务工人员总量的 15%。淮安作为苏北中心城市，

近年来经济不断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基于淮安的调查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2.3 研究方法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将采用多层分阶段抽样的方法，按照人均 GDP 排序在淮安所辖乡镇中按照系统抽样方法抽取三个乡镇，在每个乡镇

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两个行政村共六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内再运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30 位农村居民发放问卷，实

地发放 180 份问卷，有效回收 16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0%。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162）%

基本情况 百分比

性别
男 67.1

女 32.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8.3

初中 45.6

局中及中专 14.2

大专及以上 1.9

健康状况

很好 36.5

较好 28.0

一般 26.2

不太好 9.3

返乡年限

10 年以下 70.7

10～19 年 17.2

20 年及以上 12.1

如表 1所示，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了近五年返回家乡，这其中正体现着一种“落叶归根”

的朴素思想。而且第一代农民工自身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已经限制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的长久发展，他们的工作长期处

于高强度快节奏状态，自身压力大，整体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在老年阶段到来之际他们更愿意选择返乡养老。

3、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供给分析

本次研究将养老资源的供给对象分为自我供给、家庭供给和政府供给三部分，综合探讨他们返乡后的养老生活情况，以便

寻求他们的养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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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我供给

自我供给主要考察农民工的经济能力，第一代农民工由于长期的外出打工经历，其经济收入及自我储蓄都较一般的农村老

人有所不同。表 2 为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职业及收入情况。

表 2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职业及收入情况（n=162）%

职业及收入情况 百分比

最主要收入来源

当前职业 70.0

子女支持 6.3

土地收入 5.6

返乡前储蓄 6.3

退休金 11.3

政府补贴 0.6

返乡后职业领域

第一产业 14.0

第二产业 29.3

第三产业 56.7

返乡后的收入变化

收入减少 42.7

没有变化 10.2

收入增加 47.1

如表 2 所示，仍有 70%兩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后以当前职业作为自己最主婁的收入来源，他们在返乡后很少选择务农。中国

目前有大量农地转化为非农生产用地，导致返乡后的农民工群体的土地利益被损害，只能选择仍在返乡前务工的领域内二次就

业。但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与返乡前的收入相比，增加和减少的群体各占一半，返乡后的自我供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风

险。

同时，虽然农民工有长期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在返乡后能把外出打工的储蓄作为自己主要收入的只占到了 6.2%。推测原因

是农民工打工所得收入大多用于子女教育及生活开支，且城市消费水平较高，较难形成大量的储蓄用以返乡养老。总体来看，

本研究中大部分人的自我经济供给能力仅限于维持生活且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3.2 家庭供给

子女是家庭养老资源中必备的条件，这其中包括足够数量的子女，在缺乏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子女数量是决定养老供给水

平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子女的利他倾向，子女要有抚养老人的意愿。表 3 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情况。

表 3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家庭情况（n=162）%

家庭情况 百分比

是否有独生子女
是 37.0

否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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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子女居住
是 27.8

否 72.2

生病时子女的照顾形式

亲自护理 20.7

给现金或买食物 55.2

无任何照顾 14.1

其他 10.0

从表 3 可以看出，37%的农民工只有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农村家庭子女数量正在不断减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的脚步已经大量涌人城市。农民工年老后返乡，但他们的子女依旧留在城市发展，他们大多无法

与子女共同居住。

在他们生病时，只有 20.7%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做到亲自照顾，更有 14.1%的子女由于时间和能力上的限制无法对父母有任何

形式上的照料。在此情况下，家庭供给资源不断缺失，农民工返乡养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均难以得到满足，传统家庭

养老能力的弱化给他们的养老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3 政府供给

政府供给指国家或者政府以法定的形式在国民进入老年阶段后向其提供养老资源，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

养老救济等。表 4 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障的情况。

表 4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购买社保情况（n=162）%

购买社保情况 频率百分比

打工时是否购买社保
是 49 30.2

否 113 69.8

返乡后是否购买新农保
是 104 64.2

否 58 35.8

表 4 表明，绝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时没有购买社保。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意识不

强。此外，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强，工作跳槽后无法续接的情况也导致了部分人中途退保。

64.2%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返回家乡后购买了新农保，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打工时社会保障的缺失，但是这个参保率并未

能达到全面覆盖。新农保每月为当地农民供给 115 元，这对于伤病较多的农民工来说并不够。养老金作为农民工晚年的一项固

定收入，它的缺失加大了他们的养老风险。

4、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存在的风险

返乡农民工的风险感知是指返乡农民工基于自身条件，对自己老年基本生活所面临问题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

度。本研究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在面对返乡后的养老问题时，会因自身现有的养老资源供给，对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有不同程

度的感知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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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我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由图 1可见，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担心的问题集中在劳作无人帮忙和收入低这类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调查可知，第一

代农民工返乡后尽管仍从事与之前类似的工作，但过半农民工收入都低于返乡前水平，自身储蓄和微薄收入仅能满足目前生活

需求却无法成为老年生活的保障。48.42%的农民工都对未来养老自我经济供给的情况感到担忧，在自我供给资源的供给上，第

一代返乡农民工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感知。

图 1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群体担心问题类别（n=162）

4.2 政府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图 1 显示，与经济供给问题相比，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对自己或家里人患重病这类健康医疗问题的担忧略显不足。由于农民

工外出务工的劳动科学性较差，常常造成各种“职业病”，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而且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后仍二次就业于承担健

康风险的体力工作，对他们而言健全的医疗保障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但是打工时和返乡后他们购买社保的比例却都不高。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对社会医疗保障的意识虽有所提高，但仍未对此全面重视。一方面是因返乡农民工面临更为急迫的经济

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为传统的养老观念及其从来都不敢对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保障途径抱有预期的影响。因此，第一

代返乡农民工对政府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和对政府的信赖度亟待加强。

4.3 家庭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当下农村子女数量的减少和生活空间的分离，使家庭供给资源匮乏，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弱化。但在本次调研中却发

现，第一代农民工对家庭资源的缺失并没有表现出担忧，而且相比于家庭中子女对自己的陪伴和照顾功能，他们更看重子女家

庭的稳定程度。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正是希望能给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目前集中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养老压力让老人忽视了

家庭对自身的支持能力，以自身承担的风险来换取子女家庭的稳定。

4.4 主观未来风险感知

需要关注的是，本研究调查得知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群体中 57.2%的人很少担心或从未担心过养老问题，74.3%的人从未有过

未来的养老规划，由此可见第一代返乡农民工都普遍缺少对未来养老的风险认知和规划认识。

5、小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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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淮安市 162 名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后在自我、家庭、政

府这三大养老资源供给上均有不足，养老存在较大风险。由此，本研究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相较于一般农民养老资源更加匮乏。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后收入来源不稳定、打工时自我储蓄不

足，较难形成充裕的自我养老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流动性强、文化水平低等特点造成他们的社会保障参与率低，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他们难以享受均等化的政府供给资源。

第二，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自身风险感知缺失及养老规划不足。农民工看重自我供给资源，但对政府的信赖度低，缺乏政府

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他们对客观子女家庭条件的妥协忽视了家庭的支持作用，并且普遍缺乏对未来养老的规划。

第三，政府应加强对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风险的保障。在农民工缺乏主观风险感知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收入，

加大新农保覆盖率及待遇水平，将第一代农民工彻底融人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保障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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