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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主战场是在农村，而农村的主体是农民，超龄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是关乎乡村发展的

重要部分。从人口流动视角来看，以人口“双龄化”严重为背景，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实现的共同

目标，不仅要为超龄农民工提供就业转型保障，还要把养老保障与之相衔接，充分发挥“就业–养老”

一体化福利保障。为此，文章从超龄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城乡建设双向驱动、城乡产业融合发

展、合力推动三位一体、畅享多元共治共赢”四大优化路径，促进超龄农民工的就业转型与养老问题有

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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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countryside is farmers, and the welfare of over-age migrant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common goal of development is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rious “two-age” population. 
We should also link up the old-age security with i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mployment-ol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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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welfare securit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over age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optimization paths: “two-way driving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join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trinity, and 
smooth enjoyment of diverse and win-win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employment transformation of over age migrant workers and pensio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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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在官网上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

人口情况，并对当前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深入解读，公报指出：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且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流动人口增长 69.73% [1]。以上数据显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更多的

农民工在此期间人户分离比例严重。2022 年 3 月 18 日，《工人日报》刊发文章《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

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简述了当代农民工的困境与挑战。 
上述可见，当前有的城市清退超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正陆续返回农村，建筑工地的城市务工主

力是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仍处壮年，40 岁左右，不过将来也会到被清退的年龄。最重要的

是，大部分第二代农民工仍然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旦到了被清退年龄，他们的出路在哪？

毫无疑问，第二代农民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选择。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更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一部分已在县城购房，不少人有一技之长，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逐渐增强，以及县城提

供越来越多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为进城农民家庭提供更多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可能。不过，至少有

相当一部分第二代农民工还要返回农村。换句话说，只要保留了第二代农民工返乡的通道，第二代农民

工就并非不得不要有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他们可以依据自身进行选择。国家也因此没有巨大的社会

保障压力，以及中国也就有了应对“未富先老”困难的办法。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社会发展迅速，“未富先老”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发严峻，农民工的一

些超龄化、身体状况的不确定性、整体受教育程度低等现象逐渐成为了阻碍农民工继续发展的“门槛”。

因此，在这个人户分离的流动视角下，农民工的福利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和需要重视，表现较为明显的

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融入社会发展，身份地位也逐渐向市民化迈进，但是，在享受养老保险时仍无法

与城镇职工的福利待遇保持一致，这也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往后养老阶段得不到基本的福利保障，届时

基本福利仍靠每个月仅仅的百来块钱养老金作为生活支出。因此，农民工当前的社会福利问题已经与农

民工今后的养老问题相衔接，如何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福利保障问题？如何积极应对农民工市民化高质量

发展问题？以及农民工养老问题成为了我国目前应该积极考虑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巨大的流动人口形式涌入城镇，去追

寻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期盼的“城市梦”，“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就有实无名的存在。20 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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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民工”这一新兴词汇的提出，也伴随着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之产生，当时对农民工的界定就

仅仅是指从事非农产业的民工(农村籍户口)；相较于以前，新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更全面、更

完备。据报道，我国目前许多行业都以农民工为主体，其中建筑业的 90%、煤矿采掘业的 80%、纺织服

务业的 6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以自己的劳动谋求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人力

资源，为城镇的建设、繁荣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工总是

处于受歧视的社会地位，沦落为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

要因素之一。 
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要在城市为超龄农民工创造更多机会，让城市变得对超龄农民工更友好，让

其可以继续依据自身的状况和资源，自行判断是否继续选择再就业，以及留多久，由农民工自行决定是

否返回农村养老。既然当前国家还没有经济实力为超龄农民工提供退休保障，当前中国的制度就需要保

留超龄农民工的选择空间，就需要有对超龄农民工友好善意的制度，就需要具有弹性的制度，而不能简

单地为了管理方便，为了防止意外，以及以保护农民工生命安全为理由，实行对超龄农民工不友好的制

度，将超龄农民工拒在城市这个最重要的就业获利市场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一些地方的建筑业

“清退令”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城市，超龄农民工的选择空间还包括农村。加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超龄农民工友好的

农村制度，核心是允许农民工进城，同时允许农民工返乡。允许农民工返乡的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要

限制资本下乡，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2]。部分农民工进城后，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这样的获利机

会应当由缺少进城机会的留守农民工获得，而不能让资本挤占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小农户和老人农业

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允许农民进城，限制资本下乡，以保留不愿或者不能留在城市

的农民工返乡退路的制度，可以称之为“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正是这种体制给农民工尤其是超龄农

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了选择空间，超龄农民工因为有农村这一退路保底，就敢于在城市选择就业转型。

城市是创业的地方，是冒险的地方，是过好日子的希望；农村则是保障，是保底的地方，也是退养的地

方。 
就社会发展而言，农民工这样一种群体的存在既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又是抑制着社会发展的“大手笔”。

起初，更多的农民工虽然只是拿着廉价的薪资在社会的最底层推拉打滚，但也是除了在农村务农的另一

条出路。在国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和“农村城市化”双重道路作用和基本拨款、投资、口粮等社会

保障得不到满足时，农民依靠地方政府少有的社会扶持和自己的力量兴办了大批规模的乡镇，在很大程

度上缓解了“民工浪潮”问题[3]。但是，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加之交通不便带来的大量人口变迁，直

接造成了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产生这样问题的根本其实就是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得不到满足，

所以更多的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来维护其基本生活保障，而对于政府每年所给的基本土地补贴、山林补

贴等基本且薄弱的福利保障外，很难保证农民对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加。因此，外出务工是对于文化程度

低的农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既能保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最主要的是还能学成一手技术；哪怕

就现在来说，外出时间相对较长的农民工也算是技术型人才，这对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积极响应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思路是有效且充分衔接的。 
20 世纪末，农民工虽然掀起了浪潮，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少利益，当时对农民工称呼足以说明这样一

种现象所得到的反响，比如最多出现较多就是“万元富”、“万元户”等。虽然这样的称呼在当时看来

更多的只是对农民工外出的一种认可，但是其实也间接地流露出是对农民工这样的身份认同。21 世纪初，

更多农民工身份就不是那么的认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当初提出的“农民城市化”日益矛盾化，

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但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教育质量的不稳点，造成了较多 70 后、80 后

的年轻人出现了厌学现象，甚至还有学不会、不会学、会不学的问题。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完全不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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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因为很多农民工子女在看见家长在每年外出回家后都是“风光满面”，造成了很多 90 后的认识畸

形。以此就导致了 21 世纪初的“杀马特”、“精神小伙”、“厂妹”等年轻农民工称呼，也正是这样有

名无实、花样百出的称呼让外界改变了对农民工的看法，从曾经的致富之路到现在的“苟活”，从曾经

的“质产”到现在的“量产”，无一不是在对当下的农民工敲响警钟。但就目前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

甚至觉得这样一种群体正在慢慢走下“神坛”，必须依靠其他方式来继续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

题。 
因此，现如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当今一个十分沉重、令人伤感的社会话题。虽然国家在

倡导城乡一体化，但是前有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在人们内心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就更别说在短时

间内发生巨大转变。由于社会分层的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城市人口对农村户籍人士存在歧视、

打压等现象，就业机会也在变得苛刻。针对以上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问题，本文主要以分析农民工社会

保障福利现状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福利再探索与养老问题的衔接，以及分析如何实现社会福利与养

老保障一体化的可行性路径。 

3.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现状：农民工福利与养老问题的 
共通性和传导性 

农民工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缔造者。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提出就已经预示着农民进城

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让这一步伐变得相对缓慢，因为福利国家和国家

福利有着本质区别，正如精准扶贫时期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箴言。农民工市民化是应对社会

人口流动重要举措，是解决农民工城乡差距的根本保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每万人中人户分离人口数据为 49276，占比 49.3%，流动人口数据为

37582，占比 37.6% [4]。两项数据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直接翻了一番，再加上当前人口年龄规模

变化的天平是迈向老年人的，这也直接把生活生存的压力转到了 70 后、80 后，这样一类群体生在农民

工时代，恰逢赶上国情变化的时代，就出现了出生时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老年时为了养老别无选择的现

象。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福利与养老问题： 

3.1. 基本生活 

除了自改革开放后就涌现的 70 后、80 后农民工外，再到 21 世纪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 90 后、00
后，无论是曾经的农民工浪潮时期还是现在农民工市民化，他们的生活都是艰难的。就年龄处在 20 世纪

末的农民工而言，当下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在如上文所述的人生与农民工时代接轨，当初的为了生活而打

工到现在为了养老而打工。虽然近年来部分地区建筑类、矿资源开发等行业已颁布了关于农民工从事高

危系列保障问题的“清退令”，主要涉及到的是超龄、健康和技术要求等方面问题，但是面对生活和时

代发展的压力，更多的超龄农民工则是通过老年转型来转变自我就业取向和价值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

就没那么幸运了，既没有技术的加持也没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样一种消极状态下他们的行为表现中

体现出来的就是“问题农民工”，甚至在市民化进程中表现得举步维艰，无法正常较快地融入社会。 
吃苦一年只为逢年过节风光满面，风光满面只为子孙后代晓之以理。从一个来自农民工家庭的视角

和自己真正到工地做实践的履历来浅析农民工背后真正的生活保障，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稍微有所为的

就基本让孩子产生了“打工不也能赚钱，赚得还不少”的认识盲区，以至于当时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民工

出现厌学的现象更为严重；当然，这样的观点仅停留在农村，再加上很多农民工觉得自己现在没什么文

化收入也不低，对后代进行教育的时候并不理性，反而是任其发展，在这样状态下学校成了教育的一把

手，家庭老人成了孩子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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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福利其实就已经把农民工自身继续教育社会化的福利保障体现出来了，

隔代教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大难题，农民工家庭还被迫选择隔代教育。记得当初经常听到的就是农民工

对孩子教育“三连问”：“吃饭没有啊”、“考了多少分”、“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哈，过年给你买糖回

来”，想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能拥有较好教育资源，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除了从家庭教育反映出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问题外，农民工自身的生活保障也未得到满足，价高味淡、

生活简朴、工作条件恶劣等问题也是农民工在异地生存弊端，完全违背了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农

村城市化”道路等制度。所以新时代农民工在不断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条件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

力迈向市民化步伐，但是为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促进农民工转型、新生代农民

工再社会化，构建其完整的基本生活福利保障体系。 

3.2. 工资福利 

农民工的工资福利主要包括的是基本工资、节假日福利。这里的基本工资其实完全跟福利不沾边，

只是劳动成果的一种形式，保障了农民工的基本生产和发展；而农民工福利就仅体现在节假日福利中，

但是这些都主要是体现在物质的精神慰藉 ，比如端午节送粽子、中秋送月饼、国庆加餐等，这种福利并

没有实质性意义。 
虽然国家已健全了系列关于农民工薪资保障、与城镇工同工同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制度，但是

对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时政的农民工而言，不能及时了解用工细则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这

些在农民工看来都是小事，在工资协商方面才是矛盾的导向，拖欠工资问题是农民工最常见的问题，也

是社会发展最常见的问题。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劳动争议处理还有待完善，一调一裁两审制对普

通的农民工来说是根本吃不消的，因为真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没有免费、专业的法律资源

来进行正当维护；况且如果真到了最后审判阶段，农民工往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的，结果多数情况下都是放弃，因为家庭责任和时间成本让他们承担不起。这也是农民工在工

资福利方面的弊端，基本没有福利保障。 

3.3. 继续教育社会化程度 

人口流动是农民工发展的最大特性。在家庭教育得不到保证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变迁就成了农民

工教育福利问题。很多农民工每年外出都把幼儿幼女带在身边，在他们看来外地发展的教育资源优于农

村，系列政策的颁布让农民工子女在异地求学的难题得到了阶段性解决，但是这样的教育资源只占少数，

在部分相对发展较好的地区才有提供异地求学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对于农民工来说确实也算是福利

了，虽然并不是福利的享受者，但是这也给携带小孩外出的农民工解决了子女教育问题。 
其实，教育福利问题不仅只表现在农民工子女、特殊人群等群体，也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

年教育福利方面。农民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类重要群体，而农民工自身的教育福利是继续教育社会化的

教育保障，很多学者在谈及农民工教育时是忽略其本身的，也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与其在老年阶段

花费昂贵的费用和诸多的人力资源开展系列教育福利，还不如从根本出发，赢在当下，展望未来。在现

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规划，农民工返乡创业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话

题，因此，加快推动农民工继续教育社会化为其返乡创业创造条件，为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添砖

加瓦。 

3.4. 自身条件 

由于农民工在外基本都是从事苦力劳动，很多行业都基本属于高危职业，如建筑类、矿产开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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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采等，特别是有些关于化学合成研发之类带药性的行业，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就仅能去干哪些最基

本的苦力活，但是由于自身局限，未能及时或者是有一定防护后意义不大的行为后造成了身体状况异样。

还有就是煤矿开采过程中有害气体的挥发，以及周围的恶劣环境给农民工造成了内外双重隐性伤害；建

筑类行业的损害就比较直接，只是这样的伤害程度大，也较难以接受。以上这些都仅只是部分行业的危

险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农民工在长期以来的从事高污染、高危险系数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农民

工身体都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出现了很多奇形怪异的疾病，不足以再承受一些高强度、高风险的转型行

业，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离家近的地方搞一些环卫作业等工作养老。 
农民工虽然就业范围较广，但是在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还想继续贡献自己就只能从事那

种低薪时长的工作。所以，经种种情况分析后很多农民工都选择了回归农村，继续开展农业事业，当然，

这在一定程度存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其实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农民工想要依托传统农作方式

来比对在外打工的福利保障是有较大差距的。 

3.5. 社会保障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有医疗保障、职业待遇保障、劳动安全保障和养老保障等诸多保障问题[5]。
由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城乡差距仍是当下农民工与城市人口的主要矛盾，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

对农民工提出了市民化这一主要举措，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城乡差距，保障民生[6] [7]。 
总的来说，由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较大，跨省医疗政策的实施确实给农民工解决了“看病难”的问

题[8] [9] [10]。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先驱力量，必须建立完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11]。乡村振兴战略也

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目前，短视频盛行的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衔接，

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上。虽然在形势上对农民工的基本保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以

及社会力量参与解决了主要问题，但就福利而言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4. 大转型：农民工社会福利与养老问题的有效衔接 

上文也提到，笔者生长于农民工家庭且有过真正到工地做实践的履历，现结合自身经历与访谈对象

的交流内容，对农民工的社会发展进行深入剖析。 
由于发展较为落后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没有赶上 20 世纪末的农民工浪潮，三七村很多村民直至 21

世纪初才踏上农民工之路，这就造成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超龄农民工发展较晚。 
2000 年~2010 年是当地农民工发展的雏形，这十年当地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家庭条件也有所变化，

可能表现得最为直接的就是家庭住房的修建，在没出外出务工之前，很多家庭的住房都是老一辈摇摇欲

坠的木屋，亦或是泥土搭建的土屋。但是经过十年的变化，崭新的建筑逐渐增加，从十年初的木屋到十

年末的砖房，从十年初的搭伙过日子到十年末的衣食无忧……，这些都足以表明农民工进城给家庭、给

当地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2011 年~至今，除了国家提出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外，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带来了福音；一方面切切实实减轻了农民工对于子女上学费用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工子女的福利，

因为在上个十年期间还有家庭存在供不起子女上学的案例。所有都在变化，都在欣欣向荣的变化，但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暮年，即将面临的就是应对养老问题。这些超龄农民工该何去

何从？他们的养老路在何方？ 
其实，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虽然多地均已颁布了关于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但解决农工就业

问题是民生之本。因此，超龄农民工的转型之路也就随之产生，清退的目的不是让农民工失业，而是为

了保障超龄农民工的身体状况和人身安全，也出台了许多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方案，比如一些保安、宿

管阿姨等体力消耗较低的工作。然而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以上职业基本都是针对城市环境，对农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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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根本不存在类似职业，真是到农村发展时，资本主义的体力消耗并不亚于建筑类行业。也正是因为这

些原因，更多的农村超龄农民工的转型之路就是重操旧业——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国家提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福利保障，促进新时代农业劳动机械化、规模化发展。除了就业问题外，

还有医疗保障问题和养老问题。医疗保障问题主要是涉及异地就医看病能否报销养医疗费用，目前虽也

实行跨区域报销，但基本都是垫付，然后再回到参保地报销，其实这也是当前医疗保险报销的一个弊端；

很多农民工都是在就医的时候报销，而先垫付后报销的繁琐流程、单次额度不是很大和时间长了会忘记

报销等局限都没有给社会流动较大的农民工带来福利，甚至出现只交没用的尴尬局面，也正是因为这样

的“只交没用”造成了群众参保率低的惨淡现状。养老问题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更多的学者把问题专门

划分在老年群体中，殊不知超龄农民工也是即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的重要群体之一。 
超龄农民工的福利保障问题也不自觉的与养老问题进行有效衔接，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

的主流，当然也存在超龄农民工依靠当今网络盛行的短视频进行创造也维持了升生计。以老刚为例，他

在当地外出进城务工算比较早的了，也算半个文化人，能基本跟上社会的发展，跨世纪开始在外主要从

事货车运营工作，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行列，当时就从农村转向了乡镇。在疫情爆发之际，回到老

家修建了新房(前两年老大(哥)也刚修建)，从此之后便在农村老家定居，开始了养殖行业。当问到他为什

么不外出？为什么不在街上要回农村时，他说年纪大了就在家搞点劳动养老，一天还轻轻松松活得洒脱；

自从回到农村老家后，乡镇上的房子也几乎处于闲置。其实这样一种想法是很多超龄农民工的内心独白，

只是想着这两年“还能干、还有要”就继续在外奔波，真到年龄超标干不了了的时候就会直接想着家里

的土地，那个养老的地方。所以，当下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民工福利问题，也不仅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的老年问题，而是把超龄农民工福利问题和养老问题进行有效衔接也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振兴本就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推动农民工就业转型，提高超龄农民工就业，保障

“就业–养老”体系是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必须把超龄农民工转型就业与养老衔接起来，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解决时代“双老”难题，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5. 实现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障一体化及其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乡有别养老保险制度到现在的农民工

市民化、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制度的连续变化；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城

乡一体化的背景下，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解决城乡不平衡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社会福利和养老

保障一体化的战略基点。尤其在超龄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探索超龄农民工社

会福利与养老保障一体化极其路径的可行性分析，主要为解决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后疫情时代超

龄农民工就业困难和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 

5.1. 城乡建设双向驱动 

城乡建设是现代化的驱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以城市发展引领乡村建设是促

进城乡一体化的有利保障。日本作为发展较为突出的国家，国土规划方面就拥有建立法律体系、派遣支

边、发挥农协基本作用等先进经验来推动城乡建设[12]。把握时代“两大变局”，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总目标。 
坚持“资本下乡、产业进城”这一双向驱动，主要针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和企业下乡带动乡村发展，

维护农民工权益，充分把“走出去、吸进来”落到实处。精准扶贫期间的易地扶贫搬迁就是一个典型，

不仅给建档立卡户提供了优质的福利保障，与此同时，还给予事故多发地的农民同样的优惠福利政策；

最主要的是在易地扶贫搬迁点建设产业链，解决了搬迁点绝大部分农民就业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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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很多农村资源也在逐渐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5.2. 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新时代国家推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拓展

产业发展路径，增加产业产品销路。把城市的先进性与农村的产业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创造产业产品多样性，既要明确产业融合与产业化的区别，又要认真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作用。土改是

城市资本力量融入乡村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保障农民的收益的同时把资本力量最大化的融入乡村土

地改革，把农村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其实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加大重视超

龄农民工群体，这样的传统产业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再结合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就基本

可以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农民工来说是就业转型的好方向，对资本主义来说，既有人力资源的

保障也有产业技术的支持。因此，要想为农民工全面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把产业资本化

进行适当的调度，融入新时代元素，创新社会资源，完善产业保障体系。 

5.3. 合力推动三位一体 

农民工返乡就业亦或是返乡创业都是为了更好的追求生活的更高水平，同时也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

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超龄农民工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方面是主力军，因为新生代农

民工对于返乡就业根本没兴趣，他们现在外出务工与传统的务工理念不同，传统务工理念是为了更好的

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原因是为了享受生活、追求梦想。 
针对超龄农民工而言，由于城市力量社会资本的融入，使农村土地改革变得更具多样性，功能也更

全面；而农民工也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来解决养老问题，再结合国家在乡村振兴中兴起的农民工返

乡就业可以最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工超龄化问题。通过资本主义、养老体系和国家政策三者合理推出农民

工的“三位一体”新模式，不仅解决超龄农民工问题，也为国家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促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站稳了脚跟。 

5.4. 畅享多元共治共赢 

建成全民覆盖、城乡统筹、保障健全的多层次保障体系，有利于实现“共治、共享、共赢”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产业优势，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资源共享，以达到多元共治、

合作共赢的完整保障体系。由国家主导、资本融入、农民创新等多元主体来倡导社会福利保障达成共治

共享共赢的根本实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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