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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地区的发展日益向好，吸引着大量外出劳动力回流。文章选取家乡

产业发展环境、家乡生态环境、家乡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就业环境、城市融入感与家庭因素六个影响外

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权重，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解释这些因素

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家乡产业、家庭因素与城市就业所占的权重较高，更容易左右外

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家乡环境与城市融入所占的权重较低。可见，外部环境是外出劳动力回流考虑的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文章通过营造良好就业环境入手为地方政府吸引劳动力回流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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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Anhui Prov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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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s getting better day by day,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back. In this paper, six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were selected, in-
cluding hometow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ometow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
metow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urban employment environment, urban sense of integration and 
family factors. AHP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weigh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rde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xplain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metown industry, family factors and urban employment account for a higher 
weight, and it is easier to influence the return intention of the migrant labor. Hometown environ-
ment and urban integration occupy a low weigh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consider the return of the outbound labor force. Therefore, by creat-
ing a goo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local gov-
ernments to attract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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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党中央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二十个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统领我

国的“三农”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完美的路径，优化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环境。在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国家政策、资金、专家人才等也逐渐偏移到农村地

区，引起了农村劳动力的关注，使得回流趋势进一步加大。 
以安徽省为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省常住人口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增加

了 160 万人。2013 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2021 年已连续第 8 年持续回流，回流人数增加

到 9.7 万人，对本年的常住人口增长贡献率上升为 97% [1]。回流是农村劳动力基于自身全方面考虑的一

种理性选择，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空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流趋势的到来不仅给劳动力本身

带来了积极的效应，而且给城市与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影响政府的管理与地方政策的制定。 
安徽省政府为应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趋势，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首先要明确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因

素，对症下药，积极改变管理策略，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发展新型产业，努力抓住回流的机遇。因此，

本文期望使用层次分析法(AHP)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素

进行排序确定因素之间的相对权重，分析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地方政府抓

住劳动力回流的机遇，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 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的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指的是

受到经济态势的发展、政策环境与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与政府的行为息息相关。内部因素指的是个

人特征与家庭环境对回流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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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因素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影响最大的是产业层面，依次是生活层

面、生态层面、治理层面和乡风层面[2]。地区生态、产业、文化、人口、组织等五大方面的改善增加了

居民留乡发展的意愿，产业兴旺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退耕还林、

保护农田等措施使得生态环境逐渐优化，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各方面促进了农村地区生活富裕吸引外出

劳动力回流[3]。在就业收入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务工收入差距越来小，而

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回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生活成本估计值每增加 1
元，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也会增加 0.3% [4]。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城乡转移的影响因素，通过进城务

工可以积累技术能力并且获得高收入，而农村劳动力回流也会考虑收入因素。若劳动力在外收入越高，

他们越不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还指出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5]。在城市

因素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城市获得预期的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居住安排和发展机会，他

们会被迫放弃其乡城迁移决策返回流出地[6]。 
在内部因素中，随着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自我意识和家庭意识的逐渐增强，使得他

们知道不能以提高收入为单一目标，思想方式的转变促使劳动力回流[7]。在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的重要

性与回返移民和往返移民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回流移民的家庭重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同时朋友

对于返回的重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8]。已婚和家庭规模对突尼斯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从事自我经

营(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9]。劳动力回流同样关注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因素，于水发现对当地教育、

基础设施较满意的农民更愿意回流[10]。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因素，但对于因素之间的

相互关系与隶属关系较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发挥作用，而是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劳动力的回流抉择。因此，本文选取对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六个方面构建层次结构中的

指标层面，分别是家乡产业发展、家乡生态环境、家乡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就业环境、城市融入感与家

庭因素。 

3. 实证分析过程 

3.1. 层次分析法概述 

结构模型往往不是分析问题的最终结果，而只是建立定量模型的初步过程。建立和明确系统的结构，

只是为进一步运用定量的方法进行系统评价、系统决策所作的基础工作。实际上，解析结构模型的建立

过程就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解决问题的初始过程。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

的、层次化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实用的多层次权重解析结构分析法。层次分析法首先要将分析的问题层

次化，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成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隶属

关系，将各类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分析结构模型，最终归结为最底层相对于最高层

相对重要程度的权值活或相对优劣次序的问题。 

3.2. 构建层次结构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安徽省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层次结构，将回流意愿的目标、考

虑的因素和决策对象按照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与方案层。文章将目标层确定为劳

动力回流意愿，准则层确定为 A1 家乡产业发展、A2 家乡生态环境、A3 家乡社会保障体系、A4 城市

就业环境、A5 城市融入感与 A6 家庭因素，方案层确定为 B1 返乡与 B2 留在城市。绘制层次结构图，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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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erarchy diagram 
图 1. 层次结构图 

3.3. 构建判断矩阵 

文章将准则层确定为 A1 家乡产业发展、A2 家乡生态环境、A3 家乡社会保障体系、A4 城市就业环

境、A5 城市融入感与 A6 家庭因素，根据 Saaty 对于指标之间比较量化值规定，依次在因素之间进行比

较，构建目标层和指标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1。具体比较过程为 A1 相比于 A2 较强重要赋值为“5”；

A1 相比于 A3 稍微重要赋值为“3”；A1 相比于 A4 同样重要赋值为“1”；A1 相比于 A5 稍微重要赋值

为“3”；A1 相比于 A6 介于同样重要与稍微重要之间赋值为“2”以此类推，具体矩阵图见表 2： 
 
Table 1. Quantified values of comparison between indicators 
表 1. 指标之间比较量化值规定 

因素 i 比因素 j 量化值 

同等重要 1 

稍微重要 3 

较强重要 5 

强烈重要 7 

极端重要 9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 

倒数 aij = 1/aji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of target layer and index layer 
表 2. 目标层和指标层判断矩阵 

Z A1 家乡产业 A2 家乡环境 A3 家乡社保 A4 城市就业 A5 城市融入 A6 家庭 

A1 家乡产业 1 5 3 1 3 2 

A2 家乡环境 1/5 1 1/2 1/5 1/2 1/4 

A3 家乡社保 1/3 2 1 1/2 1 1/2 

A4 城市就业 1 5 2 1 4 2 

A5 城市融入 1/3 2 1 1/4 1 1/3 

A6 家庭因素 1/2 4 2 1/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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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计算过程 

1) 计算各要素权重与最大特征值 
文章在确定目标层和指标层判断矩阵之后，选择和积法计算各备选元素的权重。分析计算结果发现，

A1 家乡产业的算术平均值为 0.2891，A2 家乡生态环境的算术平均值为 0.0506，A3 家乡社保体系的算术

平均值为 0.1028，A4 城市就业环境的算术平均值为 0.2849，A5 城市融入感的算术平均值为 0.0861，A6
家庭因素的算术平均值为 0.1865，见表 3。可以得出，家乡产业发展所占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城市就业

压力，两者更容易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家庭因素与家乡社保体系也能够有效影响农村劳动力回

流意愿，但是，家乡生态环境与城市融入所占的权重较低。 

根据运用和积法得出按列归一化得出的结果，运用公式
[ ]

1
max

n
i

i i

AW
nw

λ
=

= ∑ 计算最大特征值。计算后

最大特征为 6.0853。 
 
Table 3. Results of column normalization obtained by sum-product method 
表 3. 运用和积法得出按列归一化结果 

Z A1 家乡 
产业 

A2 家乡 
环境 

A3 家乡 
社保 

A4 城市 
就业 

A5 城市 
融入 A6 家庭 W 

A1 家乡 
产业 

0.2970 0.2632 0.3158 0.2899 0.2400 0.3288 0.2891 

A2 家乡 
环境 

0.0594 0.0526 0.0526 0.0580 0.0400 0.0411 0.0506 

A3 家乡 
社保 

0.0990 0.1053 0.1053 0.1449 0.0800 0.0822 0.1028 

A4 城市 
就业 

0.2970 0.2632 0.2105 0.2899 0.3200 0.3288 0.2849 

A5 城市 
融入 

0.0990 0.1053 0.1053 0.0725 0.0800 0.0548 0.0861 

A6 家庭 
因素 

0.1485 0.2105 0.2105 0.1449 0.2400 0.1644 0.1865 

 
2) 一致性检验 
计算出各要素权重与最大特征值之后，开启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max

1
n

CI
n

λ −
=

−
                                     (1) 

查找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计算一致性比例 CR： 

CICR
RI

=                                        (2) 

如果 CR < 0.1，则认为判断矩阵可以接受；否则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修改。 
由上文可知最大特征值为 6.0583，操作步骤(1)，计算 CI = 0.1166，下一步查找一致性检验 RI 值，

阶数为 6，RI 值为 1.26，最后计算一致性比例，CR = 0.09253。由此可 CR < 0.1，则认为判断矩阵可以接

受，可以进一步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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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出家乡产业与城市就业所占的权重较高，更容易左右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

家乡环境与城市融入所占的权重较低，可见，对于劳动力而言外部环境对其决定的影响较低。结合安徽

省产业发展、家庭特征等实际情况，下文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产生的背后原因。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强调要让农业成为有潜力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要提

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保障农民的权益，将农民收入的提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政策的实

施极大地吸引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安徽省由于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产

业规模小、产业种类单一等原因使得税收收入水平迟迟无法提高，造成政府预算不足，仅有的一些预算

往往还向产业转型偏移，导致就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方面往往受到忽视，迫

使当地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提高就业收入，改善家庭物质条件。自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全面实

施，安徽省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等方面取得了有效的进展，进一步

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态与生活环境，开始吸引外出劳动力的大量回流。产业兴旺优化了当地的产

业发展环境，支持发展新型农村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让更多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

留在农民，同时随着农业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农村，产生

了很多产业强镇与农村产业园，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回流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同时，安徽省的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江浙沪等发达地区，有一些农村劳动力在外遇到了较好的

发展机遇，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较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依旧从事较为底层的

工作，例如司机、餐厅服务人员、建筑工人等等。这些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能够获得一份不

错的收入，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就要面临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个人的相对经济效益下降，

家庭的生活水平迟迟无法提高等问题。面对高昂的房价与物价，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租房状态，

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中，迟迟不能实现安稳的定居，无法获得满意的生活状态，城市融入感较低，

加速了劳动力的回流速度。 
安徽省产业发展背景与外出劳动力特征有效解释了产业发展环境与城市就业压力对于农村劳动力回

流意愿影响较大的原因。家乡产业发展环境与城市就业压力与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应

该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回流。 

5. 结语 

地方政府应该与农村回流劳动力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拓宽劳动力利益诉求渠道，准确、及时了解

回流劳动力的需求，明确当地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动因，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提高政府应对成效。根

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产业发展环境与城市就业压力所占权重较大，地方政府应该从这两方面出发，采

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营造良好的回流环境，保障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问题。 
在产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加强特色产业发展，抓好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做好对口

帮扶，引导龙头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帮扶与支持，聚集产业上下游企业共同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构建综

合性的产业集群，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其次，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森林、湖

泊等资源，发展农村产业，培育农村品牌，实现农村地区差异化的产业发展。通过乡镇、村与企业联动

行动，建设产业强镇，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在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劳动力的就地

就近就业。 
在就业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强化各类

稳岗补助政策的落实，加大对中小企业、工厂的扶持力度，稳定就业岗位，保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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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劳动力工资支付监测预警机制，维护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权益，常态化监测产业内部工资发放情

况。同时，促进农业产业经营增收，吸引更多劳动力在农业产业进行创业，带动农村产业就业增收。深

入开展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培育工作，支持农村地区组建家庭农场、成立农民合作社，鼓励家庭农场与农

民合作社成立企业，在农村地区形成规模化农业，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更多劳动力参与经营、

就地就业，提高农业产业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虽然从六个方面出发探究了影响安徽省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因素之间的权重，但是，影响因素

的选择依然存在片面性，无法全面解释安徽省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学习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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