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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对保山市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情况的调查思考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张光耀]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近年来，云南省保山市（简称“全市”）不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工作力度，努力提高劳动
生产率，加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耕地面积相应减少，农村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剩余劳
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当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
济带来的影响，大批农民工返乡，同时，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各级党委政府十
分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带着对全市农民工返乡后就业问题的关注，本人对辖内
农民工返乡及就业创业情况开展了相应的调查，并提出一些个人思考。 
一、全市农民工返乡情况 
据统计，至2008年12月，全市返乡农民工28921人，2009年1月，为29471人，比12月增加550人，增长
1.9%；至2月底，全市返乡农民工37482人，比1月份增加8011人，增长27.18%。其中：到省外及昆明就
业的返乡农民工3114人，占总返乡人数的8.3%，在省内市外就业的返乡农民工4185人，占总返乡人数
的11.17%，在市内县区外就业的返乡农民工123627人，占总返乡人数的36.36%，在县区内就业的返乡
农民工16553人，占返乡总人数的44.16%，在境外就业的返乡农民工3人。在省外的返乡农民工中，主
要是从广东、深圳、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北京、新疆务工地返乡，大多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电
子、建筑、鞋类、采摘业、服装和玩具等小企业就业的农民工。 
大批农民工返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正常的季节性返乡，在北方务工的人员主要集中在新疆、北
京，由于季节性因素，每年10月底到11月份都有务工人员陆续返乡，属正常返乡。二是受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返乡，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生产下降甚至停
产，用工需求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从东南沿海返乡，占省外返乡农民工的55%以上。三是工资水平低返
乡，有的农民工在外务工工资水平低，而国家最近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国家对粮食生
产以及养殖业的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等。 
二、地方政府对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采取的措施 
（一）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业有门路 
针对全市农民工节前返乡时间提前的情况，劳动保障部门加强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在输出地和输入
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截止2月底，全市转移返乡农民工23722人次，其
中：转移到长三角地区797人次，到珠三角地区1880人次，到京津塘地区314人次，到其他地区1535人
次，以上转移到省外的农民工占比为19.08%；转移到省内州市就业6717人次，占比为28.32%；就近就
地转移就业12479人次，占比为52.61%。 
（二）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促进全市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 
如，将中式烹调、计算机文字录入员、汽车驾驶员、美容美发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班设为常年
班，2008年第四季度，全市共培训返乡农民工5000余人，支付培训补贴资金241万元。 
（三）研究制定劳动保障系统应对当前形势的措施 
加大对全市现有困难企业的帮扶力度，尽可能确保正常生产，稳定就业岗位，尽量减少农民工下岗。2
008年10月以来，部分停产或半停产的有色金属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四）大力开发本地就业岗位 
全市部分乡镇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创办本地企业，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如：有的乡镇引进
木材加工厂，投资1000多万元，解决就业人员1000人左右；有的准备投资1.3亿元建设水电站。 
（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如：有的乡镇抓住被列为云南省烟草核心示范区示范点的机遇，投资6000万元，计划在两年内完成，
现共有施工队22个，每个施工队25人，共需施工人员550人，为部分返乡农民解决了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有的乡镇大力发展了香料烟、甘蔗、蚕桑等产业，针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为部分返乡农民解决
了就地就近就业问题。 
三、农民工创业存在的困难 
（一）创业者不能充分享受创业的优惠政策 
多年来，全市各县区都十分重视招商引资工作，而且在政策上扶持上也是竭尽全力，但针对返乡农民
工的就业创业工作，相应的扶持政策不够具体，力度也不大。目前，上级（包括省政府）相继出台了
系列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工作中，对上级出台的优惠政策的配套服务机制
尚未健全，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不到位，返乡创业人员不能及时了解掌握并得到实惠。 
（二）融资渠道不畅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 
资金是企业维持生产和再生产的“血液”，受金融体制、企业规模、信用条件等因素约束，中小型企
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成为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难的瓶颈。企业的资金短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
业建立之初缺少资金，“打工积累”是有限的，只有极少部分创业者是用打工收入开始第一步，目前
解决创业资金不足的重要渠道是民间借贷。二是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务工返乡人员创办的企业都是民
营性质中小型企业，虽然一些企业成长性看好，但由于缺少资质信用担保，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得到贷
款机会较小。三是原有中小工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企
业更多吸纳农民工就业。 
（三）外出务工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在全市返乡的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为86.8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比为12.95%，大专以上的
仅占0.17%。在外务工期间接受过继续教育的人员较少，无法满足创业对管理和知识技能的要求。 
四、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创业工作，既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又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
重要措施，因此，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这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继
续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组织推动工作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
切实加强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积极推动工作发展。一是要进一步抓好扶持政策
实施办法的研究制定，加大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宣传落实工作力度，鼓励返乡农民工立足家乡自主
创业。二是要积极组织引导返乡农民参加各类创业培训，学习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实用技术。
同时，相关管理和科技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对农民工创业发展的管理和技术支持，促进其



健康发展。三是加强为返乡农民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要通过适当集中、上门服务、定点咨询等方
式，及时向农民工提供创业和市场信息，避免因信息不灵使创业就业走弯路甚至造成损失。 
（二）探索建立融资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效能 
一是地方政府要积极探索实践建立适合民间创业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机制，鼓励有关部门建立各级
融资担保体系，帮助返乡创业农民工获得信贷资金；探索组织“返乡创业担保基金”，以财政资金作
为担保基础基金，实行流动担保，有偿使用。二是要充分整体发挥优势，集中财政、农业、水利、畜
牧、扶贫等项目资金，结合新农村建设工作推动实施，将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问题进行统筹安排，为
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创业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三）创新思路，强化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一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扶持力度，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业发展银
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增强支持服务“三农”的政治责任感，坚定为农服务方向，加
强调查研究，创新服务方式，继续做好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新
型农业科技项目推广等的信贷支持。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信贷支持，为更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机
会、扩大就业门路、缓解创业压力。二是探索服务方式，创新工作制度。各金融机构应根据返乡农民
工创业的具体情况出台相应的金融服务举措，采取多种形式，努力解决返乡创业贷款难问题。要创新
信贷品种，在完成征信系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开发创业贷款产品，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以及评
估咨询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认真总结联保贷款的成效和经验，扩大使用面，积极探索推广土
地、山林权形式的动产及权利抵押、质押等；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根据实
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一套适合农民工创业特点的评级授信制度，坚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减少审贷环
节，充分发挥机构网点布局较广的优势，主动做好政策宣传、申贷业务指导、企业财务管理等服务工
作，扶持培植一批虽然目前发展有一定困难，但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的客户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
同时为自身未来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保山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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