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人口学特征

2.1 家庭人数及务工人数 由表 1可见，务工人员家庭成
员人数大部分为 3~4人，1~2人的家庭比例约20%，4人以上
家庭相对较少。就地区而言，豫北地区务工家庭 3口之家在
该地区务工家庭的相对比例高于全省，豫南其次；豫东地区

务工家庭 5口之家在该地区务工家庭的相对比例高于全
省；豫西地区务工家庭 1口之家在该地区务工家庭的相对
比例高于全省。相对外出而言，家庭 2~3人的务工人员回归
比例更高，家庭 1人者回归比例最低。

对家庭务工人数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家庭务工人数为1~
2人，1人比例最大。就各地区相对而言，豫西、豫北务工家
庭 1人打工者居多，而豫南、豫东和豫中的家庭多为 1~2人
务工。相对外出而言，家庭只有 1人务工者回归比例更高，
家庭务工人员越多，回归比例越低。

2.2 性别比例 样本总体男女性别比例大约为 6颐4。就男
女相对比例而言，豫北、豫中的务工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

而豫南、豫西的务工人员中女性比例较高。比较不同务工类

别男女相对比例，务工回归人员中男性比例更高。比较外出

务工区域与男女相对比例，女性在省外务工相对比例更大，

而男性在省内相对比例大。

2.3 年龄分布 务工人员年龄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双高

峰”结构，而非其他资料提及的正态分布（表 2）：19~23 与
38~42年龄组为高点，在 2个高点之间，28~32年龄组则为
低点，可能与家庭拖累程度有关。外出务工区域表现出明显

的年龄组特征，19~23年龄组在省外比例与其他年龄组相
差悬殊，提示该年龄组更倾向于到省外务工。

3 文化程度

表 2表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明显呈现以初中为中心
的正态分布，各地区亦然。同时，外出务工区域与文化程度

高低明显相关。对不同文化程度赋值，比较各年龄组平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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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河南省劳务输出回归总体特征[1]，笔者在河
南全省范围内对农村的劳务输出回归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

问卷调查，以评估现有政策在劳务输出回归过程中的角色

与作用。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 [2]包括：外出与回归人口的数
量形态和基本特征，外出与回归原因，外出与回归人群的就

业状况和其他境况，回归群体的特征，回乡创业群体的状

况，外出与回归的趋势，对相关政策的期望。该项调查共发

放调查问卷 2 000份，样本包括河南全省各地近 1 500户农
民工和 300个自然村，回收有效问卷 1 417份。通过社会科

学通用统计软件 SPSS进行处理分析[3]。
1 外出与回归比例及地区分布

由表 1可见，在全部调查样本中，外出务工人员与务工
回归人员的比例接近 7颐3。外出务工人员在河南各地的分布
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豫南、豫北和豫中。务工回归人员地

区分布与外出务工人员基本相似，但就全省而言，豫北务工

回归人员的相对比例明显高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说

明豫北外出务工人员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回归比例更高，

而豫西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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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河南省各地近 1 500户农民工和 300个自然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务工回归人员的地区分布、人口学特征、文化程度、健康状
况、耕地及家庭收入状况、外出与回归原因、就业和其他境况、外出与回归趋势、相关政策期望等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2 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41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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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外出务工 务工回归
务工家庭人口数 家庭务工人数 性别比例

1 2 3 4 5 6 1 2 3 4 5 男 女
豫南 23.2 10.6 2.5 3.9 12.8 10.2 3.0 1.4 16.3 11.3 3.8 1.9 0.3 18.9 14.9
豫西 8.0 1.3 1.3 1.0 3.2 3.2 0.7 0.1 7.0 1.7 0.3 0.1 0.2 5.0 4.3
豫北 23.7 12.6 3.2 1.7 15.5 11.7 3.2 0.8 26.6 5.9 2.7 1.2 0.3 23.7 12.5
豫东 4.6 2.3 0.1 0.8 2.2 2.3 1.0 0.3 2.8 2.7 0.8 0.2 0.1 4.2 2.7
豫中 10.1 3.7 1.3 2.3 3.9 4.6 1.4 0.4 7.0 4.0 1.9 0.9 0 9.3 4.5
合计 69.6 30.4 8.4 9.7 37.6 32.0 9.3 3.0 59.7 25.6 9.5 4.3 0.9 61.1 38.9
注：外出务工人员指在外务工人员，务工回归人员指曾外出务工，现回归农村人员。豫南、豫西、豫北、豫东、豫中分别按现行政区划定义。

表 1 河南省各地区间农村务工人员外出与回归比例、务工家庭人口数与务工人数、务工人员性别比例统计 %

年龄
组椅岁

性别比例 平均受教
育程度

健康状况

19~23 10.5 11.7 3.27 22.324~27 5.8 6.1 3.32 11.7
28~32 6.7 3.4 3.26 9.833~37 7.7 3.1 3.04 10.3
38~42 11.8 5.7 2.81 16.043~47 9.2 4.4 2.91 12.8
48~52 5.0 1.2 2.67 5.4

约18 1.7 2.6 3.14 4.2
男 女 良好

53~57 1.9 0.5 2.56 2.058~62 0.5 0.2 2.60 0.5
>63 0.2 0.1 1.40 0.1
合计 3.05

0 00.2 0
0.2 0.20.3 0.2
1.3 0.20.7 0
0.7 0

0.1 0
有小病 有大病

0.4 00.2 0
0.2 0

注：表中“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赋值指标为：1=未上学，2=小学，3=初
中，4=高中，5=大专及以上。

表 2 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及回归人员各年龄组性别比例、平
均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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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见以 24~27年龄组为高点，出现年龄越低平均受教育
程度也随之降低的趋势，提示农村务工人员趋向低龄化、受

教育平均程度降低，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4 健康状况

务工人员健康状况与年龄组明显相关。表 2显示，28岁
以下年龄组健康状况良好，47岁以上年龄组健康状况随年龄
增加变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病”的务工人员集中在

28~42年龄段，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尽管在务工人员中
“有大病”者所占比例只有 0.68%，但在 28~42年龄段的务
工人员中“有大病”者比例却高达 2.8%，考虑到该年龄段在
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比较而言，男性相对于女性“有大病”的比例更高；就地

区而言，豫北、豫中地区“有大病”比例相对较高；务工回归

人员相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有大病”比例更高。

年度
农产品收入 务工收入 其他收入 合计

家庭年平均收
入椅元 占家庭年平均收

入比例椅豫 家庭年平均收
入椅元 占家庭年平均收

入比例椅豫 家庭年平均收
入椅元 占家庭年平均收

入比例椅豫 家庭年平均收
入椅元

2004 3 518.5 22.3 9 538.8 60.6 2 690.4 17.1 15 747.72005 3 837.7 19.3 12 674.8 63.9 3 331.0 16.8 19 843.5
2006 4 282.4 19.3 13 537.3 60.9 4 405.9 19.8 22 225.5

表 3 2004~2006年河南省务工人员家庭收入情况

5 耕地与家庭收入状况

就全省而言，务工人员家庭耕地面积大多数为 0.20~
0.33 hm2。耕作情况是：73.1%自耕，12.8%请人代耕，3.0%撂
荒，尚有 11.1%未填。不计物价与成本支出，2004~2006年务
工人员家庭收入连续增长，但增势趋缓；家庭收入结构相对

稳定，务工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产品收入在家庭

收入结构中的比重降低。

务工人员家庭支出排在第 1、2位的分别为学费（33.0%）
和吃穿用（28.9%），其他依次为住房（19.5%）、生产（10.0%）、
医药费（5.0%）和人情往来（4.0%）等，提示教育费用已成为
农民家庭的最大负担，结合前述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有下

降趋势，教育收费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6 外出务工人员情况

6.1 务工状况 务工人员务工地点主要分布在华南

（22.7%）、华东（21.0%）和华北（21.8%），华中（11.2%）和本地
区（11.2%）也有相当比例，与各地经济状况有关。大多数务
工人员务工时间在 1~3年（37.1%）或 3年以上（37.0%），说
明以务工为主，基本放弃务农；农闲务工和打零工的比例分

别为 15.8豫和 8.8%。从务工人员务工方式来看，大部分务工
人员依靠亲友介绍（36.0%）和自己联系（25.2%），通过政府
组织外出务工的比例只有 4.5%，说明政府的作用有待加
强。大部分（69.1%）的务工人员从事的是社会底层工作，只
有极少数的务工人员从事主管、经理等管理工作。

6.2 务工原因 45.8%的务工人员务工目的是增收，说明增
加经济收入是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而“不愿呆在农

村”、“长见识”及未作回答的比例相加超过半数，说明外出

的动机又不全在增加收入上，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的贫乏和

单调应该引起重视。

6.3 务工评价 务工人员对务工劳动强度的评价是：29.2%
的务工人员“每天感觉很累”，31.5%的人“每天感觉还好”，
只有 5.3%的人“每天感觉舒适”。对务工收入的满意度，
39.7%的人认为比务农好，21.9%的人认为“没办法，务农不
挣钱”，5.2%的人认为不合算。继续务工期望：只有 36%的务
工人员明确表示继续务工，7.4%的务工人员明确表示不再
外出务工，观望人员占大多数。认为务工的工作机会多的为

14.7%，32.0%的人认为务工机会一般，19.0%的人认为工作
机会难找，说明务工人员对务工前景并不乐观。

务工收入主要用于子女教育（20.9%）、日常生活（17.3%）
和盖新房（16.2%），与前面家庭支出排序的结果相吻合；用

于回乡创业的只有 4.4%，说明大多数务工人员的收入只能
满足于基本生活和生产。有 4.4%的务工人员收入主要用于
回乡创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关注。

务工人员回乡愿望：近 8%务工人员（大部分为青年）表
示无论挣钱与否都不会回到农村，与务工目的为“不愿呆在

农村”（10.9%）相呼应；只有 27.6%的务工人员表示“挣钱后
再回”，而近 65%的务工人员回乡愿望为“看情况”或“不回
答”，与务工前景的不乐观联系起来考虑，农村对农民吸引

力的下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6.4 务工政策需求 在务工人员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中，

子女教育问题、留守家属问题及就业技能培训问题分别居

前三位，其后为政府组织外出务工问题、务工信息和农民工

权益保护问题。

7 务工回归人员情况

7.1 回归前状况 调查表明，务工回归人员普遍认为通过

务工“挣了笔钱”（44.0%）、“长了见识、学了本领”（42.4%）以
及“有了人缘”（5.8%）。说明务工的确使农民有经济和其他
方面的收获。

7.2 回归原因 36.6%的务工人员回归是因为“工作难找”，
27.0%的回归人员是因为“家庭拖累”，17.0%的回归人员是
希望“自己当老板”，回乡创业。

7.3 回归后的从业特征 务工回归人员“继续种地”者为

29.9%，搞“多种经营”者达 30.8%，有 12.5%的务工回归人员
选择了“投资开店办厂”。55.8%的务工回归人员回归时间在
1年以下，1~3年者为 30.0%，3年以上者为 14.2%。近 30%
的务工人员回归后从事农业（与回归后“继续务农”比例相

同），其他依次为建筑运输（18.5%）、餐饮服务（14.1%）和种
植养殖（13.0%）等。除此以外，从事其他行业的达 24.4%。务
工回归创业人员投资规模大多数为 1万元以下，10万元占
37.3豫，10万~100万元占 3.2%。投资 100万元以上的只有
极少数。

7.4 回归评价 有 32%的务工回归人员（与继续务农比例
接近）认为回归后和以前一样，近 52%的回归人员认为回归
后收获比外出务工好，有 37.5%的人认为回归解决了家庭
问题，13.9%的人认为回归比外出挣钱更合算，12.5%的人回
归后自己当了老板。

7.5 回归后政策需求 32.4%的务工回归人员期望得到投
资技能培训，21.3%的回归人员期望投资信息服务，期望得

（下转第 4749页）

安徽农业科学 2008年4744



（上接第 4744页）
到信贷金融支持和政策税收优惠的务工回归人员都为 2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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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安阳一斗为 20斤 [27]，荥阳一斗 28斤 [5]，新郑每斗 34
斤，每斤 16两[26]；禹县小麦每石约 500斤，大麦每石约 400
斤，大豆每石 440斤，玉谷每石 470斤，谷子每石约 400斤，
绿豆每石 500斤 [26]；叶县小麦每斗 108斤 [28]；长葛县度有 3
种，一尺有当九寸一分，有当一尺一寸一分一厘一毫，有一

尺当一尺一寸；量有 2种，衡有 5种[29]。太康县尺有 10寸、15
寸、16寸之分，斗有秋斗、麦斗、芝麻斗之别，称有 16两、32
两为一斤（表 1）。度量衡参差复杂，自立门户，标准不一，奸
商借此渔利，忠实者每被所欺，给集市的公平交易、跨区交

易带来诸多不便，影响集市贸易的发展。国民政府于 17年
颁布度量衡方案，要求各县成立度量衡鉴定所，但积重难

返，仍不能划一。

6 小结

（1）近代河南集市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总体上可分为
外部制约因素与内部制约因素。外部制约因素就是近代河

南集市是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种贸易是在不平

等条约下的不等价交换，商品流通受外商控制，棉花、花生、

烟草等实行垄断性购销，商品流通量和价格水平受国际市

场的支配。内部制约因素归根到底就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

民地传统封建农业经济与现代化市场经济具有很大不相容

性。传统小农经济不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农产品、

手工业品及工业原材料，同时不能从市场上购买更多的生

产、生活用品，管理滞后，交通网络不发达，这些因素制约现

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2）集市要获得大的发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首先，国
家独立，关税自主，社会安定，对传统因素与新生因素进行

合理选择和整合，建立规范市场管理体制，适应现代市场的

发展。其次，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是集市向近代化迈进的

原动力。主要体现在农村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上，经

济作物种植增加，商品化程度提高，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

粮、农产品、手工业品及工业原材料，同时也能从市场上购

买更多的生产、生活用品。再次，发达的交通网络。以铁路为

主，内河和路运为辅的运输网络，尤其是出口商品，多是价

低大宗的农副畜产品和矿产品，离口岸较远，更依赖铁路。

最后，较完备的区域市场体系，市场层级清晰，无论是产品

集散，购销都能顺利进行。遍及各地的乡村集市是初级市

场，商品的来源主要有周围地区的农村产品，也有数百公里

外的洋货机制品，商业种类有供应农民的日用品和手工业

原料，也有供应城市和上级市场及出口国外的粮食、土特产

品，商品交易除生产者外，还有来自上级市场的坐庄，竹栈、

代理商，贩运商和经纪人；商品运输既有传统的水陆运输，

也有铁路、公路运输；交易方式也融入了代购代销。对于农

业生产者来说，初级市场是其产品的销售地和生活必须品

的购置地，而从市场体系来看，它通过近代的商品和交通等

与中级市场和高级市场连接，是洋货和机制品向农村推销

的终点市场和农副产品输出的产地市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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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Degrees 量Measures 衡Weights
裁尺 10寸 城内麦斗 46斤 通行天称 16两

仗地尺 10寸 四乡麦斗 34尧32尧40斤不等 棉线称 17.5两

白布尺 16寸 城内麻斗 42斤 草称 21两

渊色颜冤布尺 15寸 四乡麻斗 28尧32尧15斤不等 四乡草称 20两尧32两
不等

渊泥木冤工尺 10寸弱 城内杂粮斗 46斤 棉花称 16两
石工尺 10寸更弱 四乡杂粮斗大小不等 杂货称百斤加 5斤

注：资料来源于刘盼遂《太康县志》卷三，《政务志》1933年。
Note: Data came from volume three of Taikang County Chronicles by Liu

Pansui and Government Affair Chronicles in 1993.

表 1 太康县度量衡
Table 1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Taik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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