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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以云南省大关县为例 

王世宇
1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本文基于对大关县 6个乡镇的调查研究,概述农村劳动力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分析大

关县返乡创业者在创业能力和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存在的困难,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和增能理论的指导下,以增强创

业者权能、提升创业者社会支持网络为目标,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介入返乡创业者的创业困境,助推返乡创业者

解决创业困境,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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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1 大关县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现状 

大关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距昭通市 69 公里。总面积 172477km2,26 万人口,下辖 9 个乡镇;降水量丰富,年均温 15℃,适合

天麻、重楼等珍贵中药材生长;大关县历来为滇川交通要道;境内山高水急,水力、矿藏资源丰富。 

通过对翠华镇、悦乐镇、玉碗镇、天星镇、高桥乡和上高桥乡六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大关县下辖乡镇农村劳动力的返乡

创业项目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养殖业和零售行业,目前已经成功自主创业共计 135 户。根据对 6 个乡镇的调查统计,大关县目前

种植创业者共计 46户,种植主要集中于天麻、重楼、当归和白芨等中药材,他们主要是以个体经营,产品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规

模比较小,普遍集中于 12-18 亩之间;初具一定规模养殖户共计 34 户,主要是养牛、猪和鱼,根据地理位置因地制宜,他们基本有

固定的经销渠道,收入较稳定,但都规模较小,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中经营;对于零售行业几乎是一个行政村有 1-2家垄断经营,根

据调查统计共计 55家,他们基本都是早年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返乡后自己建房作为零售场地,他们都以周边自然村的居

民为固定顾客,销售比较稳定。 

2 大关县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 

2.1创业者对创业政策知之甚少 

创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创业活动、提高创业效率和增强创业能力而采取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

有效的创业政策,有助于缓解创业者创业成本压力和降低创业风险,激发创业活力。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政府帮助成功创业的

566 位创业者中,对创业政策都非常了解;但对于自主创业的返乡劳动力而言,近 90%的创业者对创业优惠政策不了解,仅有约 10%

的返乡创业者知道创业优惠政策,但基本都没有去深入了解过,更不用说有效利用优惠政策。面对大批返乡创业的劳动力,政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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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落地实施未得到有效加强,因此,对于文化水平偏低的返乡劳动力创业者而言,其对政策了解的渠道仅仅

是听说,未有效利用,导致其创业几乎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没有科学的指导,创业存在盲目性,创业成效有限甚至失败亏损;

另外,当地政府目前尚未将创业者的产业形成统一的产业链,没有形成创业孵化园以供创业者交流学习。 

2.2创业者创业能力不足 

2.2.1文化和技术制约 

首先,返乡创业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 135个已返乡创业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高中以下文凭有 118人,占调查总数 87.4%;

高中及以上学历 17 人,占总数的 12.6%。可见,返乡创业者文化水平有限,尚未具备过硬的创业要素储备;加上返乡劳动力常年在

外务工,从事低端制造业、苦力等工作,并未习得过多的与创业相关的技能和经验,导致其返乡创业举步维艰。 

其次,创业能力较弱,缺乏相关的创业技能和创业经验。创业者除了在务工期间积累了一些资金外,缺乏创业所需的经营管

理、财务、法律、市场分析和销售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基本上都是基于经验的判断和决策,这限制了其企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以受访者贾某为例,在他的创业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饲养生猪的技能,凭经验判断盲目地扩大了养殖的规模,最后因猪瘟

传染导致猪价下跌而亏损。 

2.2.2创业资金短缺 

由于农村的资源禀赋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大多数返乡创业者都面临着资金困境。首先,我们来看受访者贾某创业的资金筹

集与使用情况,贾某说:“刚开始,养猪场及养猪设备、猪笼等固定投资花了大概有 10万元,100头猪崽成本需要 5万左右,包括疫

苗、饲料、水电等费用大概需要 3万元。这近 20万元的费用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光是养猪场的固定投资就已经花光了

我的积蓄,刚开始也想过贷款,可想到贷款还要还利息,就找亲戚,东拼西凑才借到 5万块钱,终于把猪先养了起来。那一段时间真

的是穷得很,还缺少流动资金,只期望把猪养好,别出现什么岔子。”从贾某的创业经历可以看出,返乡创业者虽然有一定的资金

积累,但创业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靠打工储蓄的资金远远不够。 

2.3创业者缺乏社会支持网络 

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中,有两个关键词: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社会网络本身就藴含着一定的社会支持和资本,成员能在网络

中获取权利与资源。 

此处以访谈对象冯某为例,冯某说:“农村哪会有社会组织支持你,我从未听说过。即使你有困难找村委会或乡政府,得到最

多的答复就是,这不归我管,什么事只能靠自己。”可以看出,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让我们再看一下冯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冯某说:“从我决定开始种天麻时,给我最大支持的就是我的媳妇,与我一起经营劳

作还照顾家庭。当我筹集资金时,从大哥和我舅子那儿借到 8万元。”从冯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

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最重要的。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亲戚与他自己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并且可用资源非常有限。因

此,劳动力返乡创业时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物质资源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回归,他们逐渐远离以前在城市扩张的社

交网络,丧失了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交支持。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农村劳动力怀着希望返乡创业,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社会支持网络非常狭窄。这意味着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非常小,这加剧了创业过程的难度。 

3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困境的对策 

目前,关于帮助、扶持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对策有很多,但都缺乏直接服务返乡创业者的专业人群,社会工作在长期服务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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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因此,笔者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指导下,针对返乡劳动力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从

增强创业者创业能力、提升创业者社会支持网络方面提出对策。 

3.1完善相关政策,优化政府服务 

首先,在国家鼓励返乡创业的政策引导下,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扶持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

的相关配套政策,特别是将小额贷款落到实处。发挥社会工作中介的作用,对返乡创业者加大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的宣传,引导创业

者对政府的优惠政策熟知于心,积极申办创业补贴和小额贷款,这既有益于强化政府效能建设,也有利于解决创业者资金困难。 

3.2提升创业能力 

3.2.1创业心理辅导——个案辅导 

创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事情,返乡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困境,如果创业者的困境得不到解决,就

会导致心理困扰,如抑郁,困惑,无力甚至否定,从而影响创业者的创业继续发展。此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及时干预,充分利用个案

辅导的方式为创业者排忧解难,重新激发个人乐观情绪、创业动机和产业意愿,帮助增强他们的创业信心。 

3.2.2创业技能培训——参加“种养殖培训班” 

对于自身能力、信息、资讯接触有限的初创者来说,创业知识和技能不足短期内难以通过自身改变,因此需要外部力量的帮

助,创业培训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笔者调查了解到,大关县为了鼓励创业,会在每个乡镇举办大型的创业培训班。通过参加创业

培训班,可以为创业者提供丰富、系统的创业知识和行业情况。为了帮助创业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创业者积极参加“种养殖

培训班”,如大关县人社局与中山火炬开发区联合在大关县开展的 SIYB创业培训,并且此次培训主要针对大关县农村劳动力而举

办,充分利用此类政府提供的资源,邀请创业专家讲授创业知识与经验,对创业者进行培训和指导。 

3.2.3创业资金支持——拓展筹集渠道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关县针对创业资金困难的创业者,按照 2018 年的标准政府可以为其提供由政府贴息 3 年,不超过 1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当地政府及社区主管人员的沟通,加强类似优惠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引导面临资金困难

的创业者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政策的申办条件和流程,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引导创业者申办这样的贷款,利用政府提供的创业担

保贷款筹集资金;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创业者向一些创业协会、基金会等申请创业基金,和创业者撰写创业计划书使创业项

目规范化,以便更好地申请此类创业基金。社会工作者可以向返乡创业者普及此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相关知识,拓展创业者的资

金筹集渠道。 

3.3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针对创业者中缺乏支持网络的返乡创业者,就需要拓展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本文通过巩固创业者已经具备的支持网络、组

建返乡创业组织和强化正式支持网络三个方面来帮助创业者。 

3.3.1巩固个人支持网络 

例如访谈对象冯某的情况,在他的创业过程中以亲友为主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由于大多返乡创业者缺乏

利用此类支持的技巧,社会工作者可以为创业者与诸如家人、亲戚、朋友和邻里的关系进行梳理,让创业者自行辨别这些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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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还可以对自己伸出援助之手,协助创业者强化与这些伸出援助之手的群体的联系,以真心换真情,巩固创业者固有的个人社

会支持网络。 

3.3.2组建返乡创业组织 

在社会工作者看来,某些人际关系是个人获取资源、信息和情感的重要领域。社会工作者和当地政府以及创业者可以合力组

建一个有目标、有规范的返乡创业组织,为有共同问题、共同目标和兴趣的创业者搭建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有创业意愿的人

加入这个组织。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具有共同问题的创业者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创业组织平台形成支持小组,开展小组活动,为创业

者构建相互学习的平台,使出现困难的返乡创业者学会在与他人合作中促成问题的解决,积累合作经验并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

营造一个适合他们的积极友好、相互帮扶的环境,从而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各种创业风险。 

3.3.3强化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建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在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过程中,由于缺乏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与政府和社会

组织等协调,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一方面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充分利用农村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

投入,促成社会组织进入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群体,打造公共服务体系,为创业者建构“社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在农村社区,有必要建立一个有利于返乡创业者的话语环境。在许多村庄,许多人都对返乡创业者持

不乐观态度。受访者贾某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一个老农民本来就没什么钱,文化水平也不高,又没有什么关系,还想创业,这

不是往火坑里跳吗?还不如打工来得安稳。”这种消极表达,很容易对创业者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削弱创业者的信心。社会工作

者可以和政府合作,通过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创业讯息咨询、链接产品销售渠道等方式改善这种话语环境,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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