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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进一步加大。本文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数据，

研究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身

体情况等一些客观因素之外，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劳动

力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农业生产经历对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但农业生产经历与劳动力

回流意愿存在负向影响。最后，为农村地区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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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trend of rural labor force return has furth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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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d. In this paper, we use data from the China Work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2014)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on the willing-
ness of rural labor to return.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som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physical condition, knowledge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rural labor, and laborers wit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bove college 
have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retu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bor force willingness, but there is a nega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
rience and labor force willingness to return. Finally, we will put forward target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rural areas to help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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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中共十九大，我国做出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标是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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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国拥有农业户口的人数已达 9 亿，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达到 7 亿，占农业户口的 88.4% [2]。

农村劳动力回流一直以来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回流的效果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

同时影响行政管理与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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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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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抓住回流机遇[3]。 
本文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2018 个体访问数据，通过 SPSS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劳动力回流问题政府改革的正确

方向，促进农村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型，帮助农村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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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4]。外部因素指的是迁出地与

迁入地的政策环境、社会融入、户籍制度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指的是个体特征与家庭因

素比如个人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中老幼成员的影响等[5]。   

2.1. 外部因素 

学者们对于劳动力回流的外部因素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外部因素主要是关注的是政策环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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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城市户籍制度、城市发展的转型、农村产业振兴等因素。具体而言，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迁移

的主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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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也受到农民工在回流前工作情况的影响，如果回

流前工作时间少，工资待遇高则不倾向于回流。同时，回流的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受到村庄特征因素的

影响。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

农职业的几率越大[7]。 

2.2.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其往往是劳动者做出回流决策的最后一步，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因素两个

方面。在现有研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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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式的转变也会加大劳动力回流趋势[8]。高年龄劳动者的返

乡回流占据了回流潮流的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客观上受到农村家庭生活的牵引，受到农村的养

老、夫妻团聚和抚养子女等家庭生活的影响[9]。Brian Joseph Gillespie 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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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于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政策

环境上的变化对于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没有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劳动力个体自身环境上。外部因素虽然是

劳动力选择回流这一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也只是起着敲门砖的作用，往往劳动力本身的因素才是做出决

策的最后的一步。本文将立足于劳动力回流的内部因素，从劳动力自身出发，探究农村劳动力的市场能

力与农业生产经历对回流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农业生产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由于本文将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两者共同纳入研究，因此在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

响的同时，有必要探析农业生产经历是否会通过影响市场能力来进一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 
研究假设 3：农业生产经历在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定量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CLDS 是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在 2018 年开展调查的，其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

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CLDS 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

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本文研

究的对象是农村劳动力，从 CLDS2018 中选出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样本，并除去缺失值的影响，最终有效

样本为 1873 个，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3.2. 模型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常用于数据挖掘，医学

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中应用也十分广泛。该模型在实际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原

因是其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也是与其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 0
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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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 Y 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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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P 为回流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X 为回流意愿自变量因素；α和 β分别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截距和

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1ln α β
=

= +∑n
i ii X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P 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 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odds = P/(1 − P)。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 Y 是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在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将因变量 Y 农村劳动力

回流意愿体现为“你是否还准备打算外出务工？”如果访问者选择“否”，则是不打算再外出，意味着

该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地区发展，将其赋值为 1；如果访问者选择“是”，则是打算再外出，该劳动力不

打算回流，将其赋值为 0。 

3.3.2. 自变量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政策环境、宏观经济态势与个体物质收入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本文希望从

劳动力的个体环境出发研究劳动力回流意愿。自变量从个体环境中选取，探究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

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1) 市场能力 
劳动力的市场能力指的是个人具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实际本领，或者个人能顾提供的参与市场交换的

稀缺资源的价值量，教育证书是影响市场能力的主要因素。将其测量化为受教育水平，选自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您的最高学历是？”，并将其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回答“未接受教育与小学”赋值为“0”；

回答“初中，中专、技校与高中”赋值为“1”；回答“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赋值为“2”。 
2) 农业生产经历 
农业生产经历指的是劳动力原先是否从事过与农业相关的职业或者从事过农业种植。选自CLDS2018

个体问卷中“工作包括务农，是否有过农业生产经历？”，并将其操作华为二分类变量，回答“是”赋

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 

3.3.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数项基本人口学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表 1)：1) 地区，表示为访问用户

现居住地区，将地区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 = 0；中部地区 = 1；西部地区 = 2)；2) 性别，将性

别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女性 = 0；男性 = 1)；3) 年龄，将年龄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51~64 岁 = 0；
31~50 岁 = 1；15~30 岁 = 2)；4) 婚姻状况，选自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将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未婚 = 0；已婚 = 1)；5) 政治面貌，选自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您的政治面

貌是？”，将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群众、民主党派 = 0；中共党员 = 1)；6) 劳动力身体情况，选自

CLDS2018 个体问卷中“近十二个月，您是否被医生诊断过需要住院？”，将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否
= 0；是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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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873)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873)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性别 
男 52.4% 

市场能力 

未上过学 36.5% 

女 47.6% 小学、初中、高中、技校 50.6% 

年龄 

15~30 岁 21.7% 大专、本科以上 12.6% 

31~50 岁 41.7% 
农业经历 

是 60.9% 

51~65 岁 36.6% 否 39.1% 

地区(户籍) 

东部 41.4% 身体情况(是否在

近十二个月被医生

确诊过住院？) 

是 9% 
中部 26.2% 

西部 32.4% 否 91% 

婚姻状况 
未婚 18.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3.9% 

已婚 81.5% 非中共党员 96.1%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控制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1) 地区，结果显示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存在显著影响，所以不同地区在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上存在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

回流(p < 0.001)；2) 性别，结果显示性别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男性劳动力相比

于女性存在更强的回流意愿，男性的家乡观念偏强；3) 年龄，年龄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

响(p < 0.01)，不同年龄在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上存在差异，15~30 岁的劳动力与 31~50 岁的劳动力相

比于 51~65 岁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年轻人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4) 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对农

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1)，但已婚的劳动力并不倾向回流，侧面反映外出务工能够更

多的缓解家庭负担；5) 政治面貌，政治面貌对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6) 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对劳动力回流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验证了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往往考虑的是家庭与经济

因素，会相对忽视个体身体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地区、性别、年龄与婚姻状况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存在显著影响。 

4.2. 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市场能力一同放入模型

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市场能力 = 1 (学历水平

在初中–高中之间)的系数为−0.310，市场能力 = 2 (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系数 0.398，假设 1 成立。分

析结果可得，学历水平在初中至高中之间的劳动力相比于学历水平较低的(未接受过教育与接受小学教育)
并不愿意回流，但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这一结果验证了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

略下，农村地区的发展给学历较高的劳动力带来了更多的潜力与机遇，吸引更多的高学历者建设新农村，

助力乡村振兴。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学历者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高学历者也将给农村地

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4.3. 农业生产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农业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表 2)。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农业经历一同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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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农业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假设 2 成立，系数

为−0.294，说明二者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也可以说有农业经历的劳动力相比于没有农业经历的劳动力没

有更强的回流意愿。分析结果可得，有农业经历的劳动力并没有更强的回流意愿暗示着劳动力回流到农

村地区不打算从事传统的农业，而是会选择从事一些非农岗位或者投入到新农业的发展中，提醒农村地

区应积极调整农业发展策略，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增加发展新动能。 
 
Table 2. The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knowledge capac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on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labor to return 
表 2. 控制变量、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地区         

中部 a 0.768*** 0.000 0.783*** 0.000 0.730*** 0.000 0.737*** 0.000 

西部 b 0.183 0.182 0.173 0.209 0.129 0.389 0.106 0.483 

性别 c 0.472*** 0.000 0.494*** 0.000 0.360*** 0.009 0.404** 0.004 

年龄         

31~50 岁 d 1.905*** 0.000 1.884*** 0.000 1.707*** 0.000 1.712*** 0.000 

15~30 岁 e 0.777*** 0.000 0.755*** 0.000 0.648*** 0.000 0.638*** 0.000 

婚姻状况 f 0.421** 0.007 0.403* 0.011 0.476** 0.005 0.457** 0.008 

政治面貌 −0.121 0.698 −0.147 0.642 −0.060 0.850 −0.064 0.842 

身体健康 g −0.206 0.306 −0.217 0.283 −0.177 0.426 −0.194 0.383 

市场能力         

小学–高中 h   −0.310* 0.029   −0.266* 0.040 

大专及以上 i   0.398* 0.015   0.470* 0.011 

农业经历 j     −0.294* 0.039 −0.300* 0.036 

Hosmer-Lemeshow 0.575 0.750 0.535 0.584 

注：*p < 0.05，**p < 0.01，***p < 0.001。a参照组为东部地区；b参照组为东部地区；c参照组为女；d参照组为“51~65
岁”；e参照组为“51~65 岁”；f参照组为“未婚”；g参照组为“近十二个月没有医生确诊过住院”；h参照组为“未

接受过教育与小学”；i 参照组为“未接受过教育与小学”；j 参照组为“无农业生产经历”。 

4.4. 市场能力、农业生产经历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模型四显示了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将控制变量、市场能力与农

业经历三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市场能力与农业经历依然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

在显著影响(p < 0.05)。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农业生产经历在模型四中的系数显著，且在以农业生产

经历为因变量、市场能力为自变量的放入到回归模型中，市场能力的 P 值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

此可以初步判断农业生产经历在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为进

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了 sobel 检验，Z = 2.124，p < 0.05，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农业生

产经历在市场能力与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假设 3 成立。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地区、性别、年龄与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下，从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环境出发，建立二元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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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市场能力与农业生产经历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市场能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回流

意愿，这一结论反映了大学生毕业后在城市发展面临着较大的生活与就业压力，迫使产生回乡发展的念

头。特别是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地区的发展给学历较高的劳动力带来了更多的潜力与机遇，

吸引更多的高学历者建设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高学历者的回流也将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发

展空间，特别是在旅游农业、电商农业等新型农业的发展中高学历者的回流将填补农村地区在人才上的

空缺[11]。 
第二，农业生产经历对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有过农业经历的劳动力并没有更强的回

流意愿。结论显示大部分劳动力回流之后会选择从事非传统农业，这一现象提醒农村地区应该关注非传

统农业的发展，增加产业发展新动能，同时给回流的劳动力一定的培训和就业指导，鼓励他们从农业转

为非农业就业。另外，在国外与国内双循环格局下，农村地区也应该积极进行产业转型，促进非农行业

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在新的际遇下，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农

业，调整传统的产业结构，从精准农业、旅游、外向型农业做文章，实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注重发展

乡镇企业[12]。 
第三，地区与年龄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存在着显著影响，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回流意愿，

51 岁以上劳动力的回流意愿是低于 30 岁以下的劳动力。分析结果，首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的

发展机遇更优，其所产生的吸引力要高于西部地区。其次，新农业的发展不是老年劳动力施展的平台，

对于年轻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农村地区积极推动新型农业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传统农业人员的培训与

转型。 
第四，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对这一结论分析可得，农村劳动

力做出回流决策内部因素不是其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会更注重考虑外部因素。农村劳动力更少关注家庭

与个体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机是提高个人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更加关注经

济因素[13]。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农

村劳动力回流的推力和拉力得出影响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但本文并没有更好的将市场能力、农业经历

与推拉理论结合在一起。同时本文主要从劳动力的个体自身环境出发，过多注重自身因素对劳动力回流

意愿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外部环境与自身环境带来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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