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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外出人口返乡留县 

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及建议 

何帅
1
 

（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乡村振兴的发展,少不了发挥人才的作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学生、退

伍军人等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可见返乡人员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已经是重要元素,通过整理孝感市人口外出

和返乡数据,分析外出人口返乡留县对经济影响,建议孝感市在当前的经济转型阶段,外出人口和返乡留县人员应当

合理控制和引导,促进县域劳动力市场的合理衔接,控制外出与返乡劳动力资源均衡,调动创业气氛,规范劳动体系,

加强县域之间横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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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农村人才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通过吸揽农村外出人口回流,充分利用在外积累的资本、经验和技能,是扩大

农村人才储备的有效方式,并有效补足农村劳动力不足,解决留守幼老等社会问题。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向城

市迁移,起初农村人口向外迁移一般状况是为了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满足更好生活水平的需求,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劳

动市场的环境变化,农村外出人口返乡回流现象越来越普遍,合适数量的外出人口返乡回流有着去空心化,提高农村经济等多方

面的益处,对此,本文通过孝感市数据,对孝感市人口返乡回流现象进行研究。 

1 孝感市外出人口返乡回流状况分析 

1.1孝感市总体外出人口外出情况分析 

孝感市在 2017年中,外出人口总数 135.38万人,外出劳动人口总收入 500.5亿元,相比 2016年增长了 23.04亿元,其中男性

85.86 万人,占总人数 62.79%,20 岁以上 50 岁以下人数有 98.19 万人,占总数量 85.72%。所有外出人口中,完成义务教育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总外出人数 91.09%,相比 2016 年提高了 4.83%。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人数之比例逐渐降低,月收入低于 3000

元以下人员总共有 77.03万人,相较于去年 78.18万人减少了 1.15万人,降低了 1.49%。 

外出务工 94.61万人,占总共外出人口 69.88%,经商人数 32.67 万人占 24.13%,从事于第二产业 73.06 万人,第三产业 56.34

万人,分别占总人数 53.97%和 41.62%。从地域上来看,外出省外人数占比较大,72.55 万人,占 53.5%,省内县外人数有 41.2 万人

占 30.38%,港、澳、台及其境外人员 0.63万人。 

从外出务工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情况上说,孝感市外出务工人员参加过职业培训有 49.17万人,相比 2016年增加了 1.83万人,

增长率 3.87%,社会保障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缺陷,未参与养老保险人数 52.87万人占 39.05%,相比去年增加了 8.2万人,减少了

5.5%,未参与医疗保险人数 37.4万人,占总人数 27.63%,比去年减少 3.39%,未参与失业保险人数 121.37万人,占 89.65%,比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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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2.79%,未参与生育保险人数 129.56万人,占 95.7%,比 2016年上升 0.74%,未参与工伤保险人数 109.172万人,占 80.63%,

上升 2.13%。 

1.2孝感市各县市返乡情况分析 

通过数据整理发现,孝感市各县市全年返乡人数较多的是云梦县和孝昌县,分别是 9.35万人和 7.17万人,占孝感市总返乡人

口 18.67%和 24.37%,但在各县市返乡人数与外出人口人数之比中云梦县高达 49.74%,在孝感市各县市中最高,其次分别是大悟县

和安陆市,为 29.96%和 25.21%。返乡之后又再次外出从业人员之比中,除孝昌县和汉川市,其他县市数据相近,但云梦县仍然最高,

达到 65.24%、其次是安陆市 59.31%和大悟县 48.77%。返乡回流人员中归来务农和从事二、三产业人数中,孝昌县均最高,分别有

2.04和 4.47万人,占孝昌县返乡人数 28.45%和 62.34%,汉川市返乡从业第二、三产业人数不多,但占据返乡人数 42.01%,其次是

应城市和安陆市,分别占 35.6%和 31.8%。 

2 孝感市外出人口返乡回流对经济的影响 

2.1孝感市外出人数增长,本地劳动力边际增长量减少 

外出跨省务工收入大于留县劳动收入,外出人员更愿意外出劳动,而不愿留在本地,孝感市跨省务工比例高达 53.5%,本省务

工 30.38%,根据上述数据表明,外出人口总收入增加,且外出人员低收入人口降低,使外出意愿进一步增加,其中青年男性劳动力

占主力军。 

外出人员中,区域和工作性质不同,年收入一般在 3.4 万元至 4 万元之间,低收入群体数量逐年降低,上述数据表明月收入三

千以下的人数减少了 1.49%,如此以来,使外出人口数量增加,本地劳动力边际增长量减少,造成一定量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男性

劳动力不足,为发展县域一二三产业造成影响。 

2.2孝感市外出人员社会保障不健全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外出人员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不断加强,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保险不足对外出社会人员外出意愿存在负相

关,通过上述数据展示,孝感市外出人员中,未参与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员相比 2016年数量降低,虽然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和医疗保险人数上升,但仍不明显,即表示孝感市外出人员中外出意愿逐步减退,返乡回流现象相比去年进一步频繁。 

2.3外出人口返乡后滞留发展率不高 

从表 1可看,县市经济状况不同,返乡数量便有明显差距,汉川市经济情况突出,2017年生产总值达 500.12亿元,其次应城市、

云梦县和安陆市,三县经济状况较为贴近,可见经济状况较好地区,返乡农民数量较少,回流留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人员占比较

高,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区域,大悟县和孝昌县回归人数较多,除孝昌县外,各县市返乡人员再次外出就业率都有偏高。据调查,外出

参工人员中有参加技术培训的态势明显增加,2017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人员比去年增加 1.83万人,增加 3.7%,受过技术培训人

员返乡建设,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益处,但总体来看滞留本地发展与返乡人员总数比例不高。 

3 孝感市外出人口返乡留业原因分析 

3.1外出就业公共服务建立不完善 

外出务工人员连续增长,但同时本地工作人员也不断上升形成双向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态势良好就业环境改善,但就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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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狭隘,有外出意愿的人员,想前往外地工资性收入更高的地区就业,扩大劳动收入,不过由于就业公共服务信息渠道建立不完善,

加之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所收集的就业信息来源多是已外出的亲戚、好友和乡亲之间的信息传递,市面上大多数就业信息不能

有效及时的传递到人们手中,缺乏组织性的引导,通过部门组织和中介组织外出工作的人数比例很小,使各区域和各行业用工安

排不协调。 

同时由于多数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大专以下文凭居多,遭遇出现破产、停工和裁员等情况不懂得如何合法维权,明显缺乏自主

性,相应引导和协助的维权部门有限,公共服务资源紧张,使外出人员对在外就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现象尽管今年有所改善,但仍然

普遍。 

3.2农村土地调整和本地就业岗位缺口较大 

孝感市临时性返乡人员所占比例不大,大多数为职业回乡发展,但从数据可以看出,返乡人数和再次返乡人数的比例数据突

出,表示较大返乡人员返乡后,再就业困难或者务农土地不足,难以生存或者不如之前待遇,因此选择再次外出就业。其次,数据上

可以显示外出就业人员受过技能培训人员不断上升,这些人才如果留县发展,对本地经济必然有诸多益处,并且外出人员中建筑

行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较为集中,孝感市各县市当前发展阶段,对这些行业的需求较大,减少技术人才返乡后再次外

流需要加强。 

3.3创业配套政策落实不足 

在外务工或经商人员,在外积累了一定资本或者娴熟技能,返乡后有创业意愿,但部分人由于缺少资金原始积累,创业启动资

金不足,创业不能实现,尽管政府出台有相关政策,设有贷款政策和基金服务,但数额较少或者程序复杂,对创业者局限性较大,难

以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相关优惠政策落实不足,政府设有免税和奖励政策,但政策部署不集中,返乡人员初回信息闭塞,对政策咨询、办理和服

务落实各方面均难衔接,寻找创业优惠政策不顺利,创业氛围不足,不利于返乡人员创新创业。 

4 孝感市外出人口返乡留县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及建议 

4.1调动创业氛围,健全创业政策体系 

返乡人员创业不仅能够帮助当地经济发展,还可以提供相应工作岗位,减少返乡人员再次外出务工比例,缓解当地就业岗位

提供不足问题,相关部门应当积极设置配套政策,帮助有返乡意愿人员打造创业平台,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解决金融障碍,大力鼓

励银行、信用社和金融中介提供信贷支持。鼓励返乡人员创新创业,积极利用所积累技能,鼓励返乡现代化务农,培育创业气氛,

强化动机鼓励,完善创业优惠政策,发挥政府协调作用,提升各部门服务水平,为创业者解决创业障碍。 

4.2规范劳动服务体系,加大返乡岗位安排 

一定量人口外出务工,可以缓解本地就业压力,并在返乡时携带积累的资金和技术能够帮助本地发展,近年来各县市全年返

乡与外出人口人数双高,且缺乏完善的劳动服务市场体系,外出人口欠缺正规的劳动就业指导,相关部门应当管理外出劳动信息,

合理建议工种和地域的选择,实施促进外出就业的相关政策,同时,制造良好的本地就业环境,保证返乡人员回流发展,重视女性

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再次外出务工人数比例。 

4.3加强县域横向联系,鼓励县外市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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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整理和分析,得出各县域之间返乡人数差异大,返乡与外出人数比例不同,整合各县市劳动需求和资源,加强县域之

间的横向合作联系,鼓励劳动者在县外市内发展,填补县域劳动力不足的缺口,减少劳动力剩余,共同做好市内的流动人口管理、

教育、协调和服务,使市内流动人口务工权益得到保护,困难得到解决,同时市内交通方便,距离近,也能解决老幼的留守社会等诸

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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