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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湖南农民工影响研究 

王娜玲
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2020年正值农民工返乡大迁移结束，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中国。受疫情影响开展

的城市严管、农村封锁等措施给湖南打工经济造成极大影响。以湖南各地区 1500 多名农民工去年打工情况、今年

复工情况等调研信息为依据，对疫情给湖南农民工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给出预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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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 1月 23日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只“黑天鹅”凶猛扑来，至今仍余威不散，中国经济处于全面停摆的状态。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春节本来是最热闹的节日，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卯足劲将全年大部分收入在短短十几天内消费完毕，

农民工外地打工收入在春节期间通过农村商业实现再分配，城镇反哺农村现象在以往年份的春节不断被演绎。 

一种（种植业）二养（养殖业）三打工是湖南农村多年以来的基础性经济，其他的如商业服务业、小型交通制造业等仅仅

作为附属存在，而这三者中，打工收入构成农村收入的大半江山，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对农民工打工

生涯以及经济情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如很多专家分析的那样会引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潮或者返乡置业潮？今年浙江企业家

们纷纷表达了招工难以及工人工资水平上涨的风险苗头，对湖南农民工而言，这些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呢？农民消费者占了人口

70%，农民工又是中小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分析疫情对农民工的影响能给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预测以及市场开拓措施带来一定

指导意义。 

1 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通过问卷星随机调查方式共收集了湖南省 14 个地州市（涉及每个市州所有行政区域）的 1591 个农民工的信息，地区

分布为长沙地区 15.96%，衡阳地区 13.95%，永州地区 10.69%，邵阳地区 9.62%，岳阳市占到 9.11%；性别分布为 46.76%男性，

53.24%女性；年龄分布为 18-25岁占 51.67%,41-50岁占 17.16%,18-50岁合计占到 91.9%，符合青壮年劳动力的界定。 

2 去年农民工打工基本情况分析 

2.1湖南农民打工区域 

湖南农民打工区域以湖南长沙为主，广东为辅，湖北打工者稀少。湖南农民工去年打工区域以湖南本地为主，占到 48.15%，

而湖南本地又主要集中在省城长沙地区，占到 63.84%；其次是广东地区，占到 28.47%，广东地区湖南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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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深圳（23.62%）、东莞（21.19%）三个地区；湖南农民工去湖北打工的非常少，1591名农民工湖北的打工者只有 13

个，仅占 0.82%，而 13人中 9人在武汉，3人在荆州，1人在宜昌。“吃得苦、霸得蛮”的湖南人素来民风彪悍，而且此次疫情

在与江浙相比管控不算很严的情况下，对一湖之隔的湖南影响尤其是农村的影响并不严重，与湖南前往湖北的农民工比较少有

一定的关系。当问到“疫情解除之后，是否会考虑去湖北打工的问题”，有 13.26%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愿意，考虑到去年

上湖北打工者比例本身很少，因此此意愿与疫情并无太大关系。 

2.2湖南农民工行业分布及收入 

湖南农民工主要在制造工厂打工，其次是餐饮、娱乐、美容美发、家政等服务业；月收入(包括五险一金)中等偏低 

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9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河南、安徽、四川、广东、江苏是骑手的重要来源，

一共贡献了全国 40%的骑手。自从 2月初各大城市小区纷纷施行封闭式管理之后，外卖骑手成为很多家庭生活刚需品提供者，但

湖南农民工不在其列，这与本次调查中“电商物流行业湖南农民工只占 4.84%”的结果相吻合。湖南农民工偏好选择在制造工厂

（22.06%）、服务业（14.27%）以及商场、超市、贸易公司等商业企业（11.82%）工作。 

49.34%的农民工月收入在 3000-6000 之间，尚有 30.6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甚至有 12.88%的农民工收入接近

法定最低收入水平。有部分高收入的技术型农民工，月收入在 8000元以上，占 11.26%，其中月收入在 10000元以上的有 7.67%。

农民工收入与其打工区域主要在平均收入处于全国中等偏低水平的湖南地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3 今年湖南农民工复工情况 

3.1复工调查结果 

基于疫情限制，二月中旬之前外出的农民工比例很少，打工的主要区域与行业跟去年相似，但广东替代湖南成了首选；商

业是留守农民工首选行业。 

截止 2 月 18 日调查结束，仅仅只有 13.51%的农民工已经外出打工，还有 86.49%尚未外出打工。冒着疫情风险选择外出打

工的农民工中 43.26%是很害怕疫情但因为家里经济没有结余必须挣钱养家，27.91%的复工者是企业硬性要求，仅有 4.65%是冲

着疫情期间薪水高、工作好找而外出。 

已经外出的农民工选择的主要区域依然是湖南与广东，但比例则与去年打工情况不一样，有 46.05%的农民工前往广东，有

29.3%的选择留在湖南省，究其原因，一是湖南对企业复工时间控制比较严，二是本来选择省内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到复工

时间。打工行业主要还是工厂制造业，占到 36.28%。 

3.2复工后薪资水平 

二月复工农民工薪资与去年持平的占一半，随着企业复工潮到来，农民工跳槽热与涨薪将是大概率事件。 

据调查今年二月份薪资水平并没有因为招工难而大幅度上涨，59.07%的已工作农民工认为今年工资与去年差不多，甚至有

26.04%的农民工由于企业受疫情影响效益下降导致工资水平下降，12.09%的人甚至月收入下降 20%以上。基于农民工在中小企业

打工居多，此次疫情受伤害最大的也是这些贡献了 85%就业岗位与 55%税收的中小企业。企业为了自救，压缩开支与成本的瘦身

计划是首选策略，公司裁员以及降低员工工资是最快速的解决途径，提高人均效率是当务之急，此举必将影响到广大非技术岗

位的农民工收入；与此同时，也有 13%的农民工表示收入有增加，甚至有 2.79%的增幅在 20%以上。进入二月中旬之后，企业将



 

 3 

陆续复工，据调查 86.49%尚未外出打工的人员中只有 44.04%明确表示今年还会选择去打工，13.95%表示不会去打工，而且其中

23.96%认为自己不去打工的决定与疫情有关，42.01%的人依然处于观望或者返乡就业的纠结中。据此，招工荒问题将演变成企

业一场“灰天鹅”，在人力资源供求极其不平衡的状态下，涨薪抢农民工将不可避免。根据疾控专家对疫情的判断，近期（至

少 5 月之前）农民工收入上涨对企业而言是可预期的困境，先期未给员工加薪的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农民工跳槽的风险，迎着复

工潮而去的农民工可能会成为这波加薪势头的受益者。 

4 疫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城乡的看法，助推城市游子的返乡置业与返乡就业风潮。 

湖南人素来有较重的家乡情结，籍贯在农村但是在外地已经安家落户的农民工但凡有资金结余都希望能回家乡修建房子。

对农民工来讲基于子女教育等方面因素，首先会考虑在城市置业，但受此次疫情影响一部分农民工改变其首选的置业区域，此

次调查结论显示有 25.39%的人认为疫情经历改变了其对城市与农村的看法。城市面对疫情灾难，繁华消失的背后是寂静与恐惧，

城市成为了超级笼子，这使得无法返乡的农民工深切感受到农村山清水秀、地广人稀、空气清晰、生活资源自足的价值，而且

由于网络与交通条件的改善，城乡之间的生活便利性差异逐步缩小。湖南农村一方面应加快对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借此

契机吸引更多城市里的农村人返乡修房置业；另一方面挖掘乡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让更多农民工返乡

就业、返乡创业。 

5 农民工自身对今年收入的预期 

由于疫情影响，农民工普遍对今年家庭收入预期比较悲观，相比较种植养殖业，普遍认为疫情对旅游与餐饮交通业影响更

大。 

在调查中，39.97%的农民工预期今年的家庭收入会比去年差，但差距不大，22.75%的认为可能持平，特别悲观认为会差很

多的占 21.62%，合计 84.22%的农民工对今年收入增长不抱希望，悲观情绪蔓延。 

湖南是旅游大省，每个地州市基本都有旅游景点，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长沙岳麓山风景区、衡阳市南岳风景区、岳阳

楼风景区、邵阳崀山风景区、湘西凤凰古城风景区等等，在疫情期间所有的景区处于封闭停业状态。据湖南省旅游协会《2020

年湖南省旅游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研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湖南 554 家旅游企业直接损失约 9 亿元，人民网报道仅

仅武陵源一景区预计一季度旅游收入损失达 54亿。被调查者认为疫情对养殖业影响远大于对种植业的影响，尤其是特色养殖业，

此次疫情与野味市场有关，全国都在抵制野味以及相关人工养殖产品消费，此举必将导致湖南的一些特色养殖业面临关停或者

有价无市的状态，如 2 月 7 日下午，张家界市委市政府《中共张家界市委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大鲵（娃娃鱼）交易和食

用的通告》，在辖区内禁止大鲵(娃娃鱼)交易和食用。 

6 疫情给农民工带来的总体影响与改变分析及预测建议 

6.1疫情下的封锁造就了农村的宅生活与宅经济模式 

疫情严格控制村民外出，甚至村民之间串门也被禁止，传统的出行、生活消费、娱乐、人际沟通变得极其不方便，线下的

一切都被腾挪到了线上，如网络游戏的风靡（据相关数据显示，腾讯旗下一款热门手游《王者荣耀》，在大年三十当天的流水金

额高达 20 亿元，其中有一部分来自农村年轻人的贡献）。按照惯例春节湖南农民工返乡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今年线上

打牌平台替代了线下。自从出现聚划算与拼多多，农村年轻群体线上消费习惯逐渐养成，但此次疫情倒逼 50岁以上的农村中老

年消费群体学会线上购物，进一步加大了宅经济模式下电商渠道消费的下沉接受度，对电商企业来讲广袤的农村市场竞争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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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红海的边缘入口，疫情是快速抢占市场的契机。 

6.2疫情改变农民工卫生与饮食习惯为医用防护用品渗透扩大农村市场创造了机会 

“戴口罩、勤洗手、禁野味”等疫情防控宣传要点深入人心，深刻影响着农民工生活习惯，推动他们注重个人卫生，培养

健康饮食习惯，树立疾病防控意识，尤其使湖南山区农民工懂得了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医用卫生防护用品需求在农村、农民工市场会有增长，而野生动物供求将会直线下降直至完全消失。 

6.3疫情凸显了家与亲情的位置，政府应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就近就业创业的条件 

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外打工，回家时间少，与家人聚少离多，这也是现在农村离婚率逐步提升以及农民工家庭不稳定重要原

因。此次疫情使得农民工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弥补与家人沟通少的缺失，更加体会到家人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促使农民工滋生就近工作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农村，要想真正脱贫致富，就近创业、就近就业、就近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是非

常关键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当地的特色产业来吸纳大量劳动力，因此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发展更多的农村企业给当地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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