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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镇化将提振大众消费——共同

富裕系列 2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结论：①当前我国最突出的收入差距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的重要因素，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③从城乡消费结

构差异看，农民工城镇化将加速大众消费的品牌化趋势，关注服装、乳制品、

连锁餐饮等领域。 

 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缩小城乡差距。从基尼系数看，Harvard SWIID 测算

2019 年中国基尼系数高于 0.4；从收入倍数看，根据 WID 数据，2019 年中

国收入最高 2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 20%人群平均收入的 30 倍，综

合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分化程度较高。同时中国还有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不同

收入阶层人口分布呈现金字塔型。8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

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

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

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较大成果，消除

了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呈现缩小趋势，但城镇居

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距，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稳定；

同时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因此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 

 

 农民工城镇化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尽管我国 20 年农民工数量较上年有所

下降，但总量仍有 2.86 亿人。大部分农民工学历不高，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

工作，人均工资收入也大幅低于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018 年开始，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

的主体，但由于农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自身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民

工陷入了离不开又难以融入城市的困境中，收入增长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

下，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成为了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重点。新型城镇化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工作

机会，开展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群体有望成为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主力军。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从降低农民工城镇化门

槛，完善覆盖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

加速推进农民工城镇化，使之朝中等收入人群转化。 

 

 农民工城镇化推动大众消费崛起。由于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和社会保障缺失，

消费需求也受到极大的制约。随着 2.86 亿农民工群体逐步成为城市居民，住

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将得到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将

提高由农民工转移而来的“新市民”的人力资本，进而实现劳动报酬的同步

提高，逐步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首先，农民工城镇化将提升其可支配收入，

大众消费有望呈现总量提升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民工群体真正融

入城市生活，他们将更加注重品质消费、健康消费与服务消费，呈现出消费

升级的趋势，其中品牌化趋势将首先演绎，关注服装、乳制品、连锁餐饮等

领域。此外，农民工城镇化还意味着生活态度发生转变，他们参加城市文化

生活并逐渐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文化娱乐消费也将受益，将拉动电影、旅

游等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风险提示：共同富裕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消费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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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要求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在《橄榄型社会

是共同体富裕核心——共同富裕系列 1》中梳理了相关政策脉络，探讨共同富裕的核心

所在和实施路径。共同富裕要求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

重要抓手。随着农民工城市化的逐步加速，大众消费将受提振。 

1. 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缩小城乡差距 

当前我国收入分化较大，低收入人群基数大。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 0 表示绝对平均，为 1 表示绝对不平均。从基尼系

数看，根据 2019 年 Harvard SWIID《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s 8-9》的数据，丹麦、德国等基尼系数低于 0.3，居民收入分化程度

较低。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分化水平

处于中等水平。南非的基尼系数接近 0.6，这属于分化严重的状态；印度、巴西、印尼、

智利、埃及等都在 0.4 以上，收入分化程度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42，也属于这一

区间。从收入倍数看，根据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的数据，2019 年中国收入最高

2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 20%人群平均收入的 30 倍，而从发达国家中收入分化

较低的德国和日本数据来看，德国仅为 18 倍，日本仅为 19 倍。综合以上基尼系数和收

入倍数两个指标，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分化程度较高。同时，中国还有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尽管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也已经超过 1 万美元，

但根据中国青年报援引新华网的报道，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

记者会指出中国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从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根据新浪

网援引《中国统计年鉴 2019》的数据，我国不同收入阶层人口分布呈现金字塔型，月收

入在 5000 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占比高达 89%，距离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布结

构尚有差距。 

图1 中国基尼系数处于收入分化较高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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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WIID，海通证券研究所，均为 2015 年数据 
 

图2 中国收入倍数高于德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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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海通证券研究所，注：收入倍数为

收入最高 20%人群平均收入/最低 20%人群平均收入 
 

 

 

图3 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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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浪网，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9》，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201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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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点。8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

进”。而当前我国最突出的收入差距就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受城乡二

元结构体制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鸿沟持续存在。

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较大成果，消除了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在低保、惠农、

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影响下，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呈现缩小趋势，但截至 2020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 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3834

元，城乡居民收入倍数仍高于 2.5，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不平

衡问题仍然严重。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共享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同时，有利于扩大内需，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综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是共同富裕的重点。 

图4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比较大 

2.4

2.5

2.6

2.7

2.8

2.9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左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左轴）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数（城镇/农村，右轴）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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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农民工城镇化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重视农民工群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农民工是由于我国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

下，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进行职业转变的同时，却无法实现社会身份转变，而出现的一

个特殊社会群体，是我国农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根据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尽管 20 年农民工数量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全

国农民工总量仍有 2.86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 1.7 亿人。从受教育情况看，大部

分农民工学历不高，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仅为 12.2%、低于全国的

15.5%。从就业情况看，农民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27.3%、建筑业为 18.3%、批发和零售业为 12.2%。尽管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

作，但文化程度较低、多数从事劳动密集性工作，人均工资收入也大幅低于城镇就业人

员：20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 4072 元，折算为年收入约为 4.9 万元，远低于 19 年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 9.1 万元。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重要因素，我们认为缩小城乡差距首先应从农民工群体着手。 



                                                          策略研究 策略专题报告 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图6 我国农民工数量仍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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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7 农民工收入较城镇单位人员工资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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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缩小城乡差距要推进农民工城镇化。2018 年开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即 1980 年

后出生的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比已达 51.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

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农民工缺乏农业生产的必备技

能，留在城市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但由于农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土地所有权

不能转移，农民工无法真正脱离农村土地，即便在城市中生活，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

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同时，农民工普遍缺乏技术型工作技能，多数只

能从事报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以上因素影响下，农民工陷入了离不开又难以融入

城市的困境中，收入增长也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速

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未走完，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 年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为 61%。如果

根据户籍人口比重来计算城镇化率，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 45.4%，之间存在着 16 个百

分点的差距。这说明以农民工为主的大量流动人口仍未实现市民化，没有享受到与城镇

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

务业持续增长，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工作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收入。同

时，新型城镇化还将开展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群体有望成为我国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未来也最有可能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在

于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长效机制，推动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首先向城市

居民转化。 

图8 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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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注：城镇化率为 2019 年数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20 年数据 
 

图9 我国城镇化率较美日德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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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海通证券研究所 

 

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进程。我们认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从降低农民工城镇化门槛，完善覆盖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职业

技能培训等方面加速推进农民工城镇化，使之朝中等收入人群转化。 

第一，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降低农民工的落户门槛，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农民工从城市“过客”转化为城市居民。“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已经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

户口制度，发改委也提出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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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完善覆盖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能够享

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压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发改委

提出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确保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

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实现同等待遇。例如：住房方面，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

工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教育方面，支持有条件地区将未落户常住人口

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 

第三，加速农民工城镇化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

农民工就业质量和收入。20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

计划》提出要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促

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 

我们认为加速农民工城镇化，将推动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逐步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目前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为 4 亿人，如果 2.86 亿农民工群体全

部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将接近 7 亿人，按照 2020 年末我国总

人口数（14.1 亿人）计算，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有望接近 50%，初步实现“橄榄型”社会

结构。 

表 1 加快农民工城镇化的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具体内容 

2019/1/9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2019—2022 年）》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带动农民工队伍技能素质全面提升。 

2020/5/1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推动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 

2020/5/28 《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稳定农民工工作岗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贫困劳动

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

能培训。 

2021/3/13 “十四五规划纲要” 
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配套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2021/4/8 
《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重点任务》 

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提升农业转

移人口技能素质。 

2021/7/13 “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聚焦农民工等重点人群，依托全民参保登记数据等精准定位未参保人员，实施精准推送

式宣传服务，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5%的目标。 

2021/8/7 
《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

的意见》 

坚持市场就业和政府促进相结合，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确保农民工就业形势总体

平稳，困难农民工及时得到救助。 

2021/9/15 
《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试点经验的通知》 

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带动就地就近就业、繁荣乡村产业、促进乡

村振兴。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新华社，海通证券研究所 

 
 
  

3. 农民工城镇化推动大众消费崛起 

农民工城镇化将加速大众消费的品牌化趋势。我们在前文提出，农民工收入远低于

城镇就业人员。从消费支出的绝对数看，农民工消费水平也远低于城市居民。根据《新

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王美艳）》中的数据，2016

年新生代农民工家庭（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为 9527

元、衣着为 1589 元、生活用品及服务为 680 元，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则

更低；从绝对数来看，均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在食品（支出为 23643 元）、衣着（4935

元）、生活用品及服务（4920 元）上的支出。从各项消费支出占比看，新生代农民工家

庭在食品（占比为 31.8%）、居住（27.3%）、交通通信（18.7%）的支出占比均高于

城镇居民家庭的 29.2%/25.8%/12.9%，在衣着（5.3%）、生活用品及服务（2.3%）、

文化娱乐和教育（8.7%）的支出占比低于城市居民家庭的 6.1%/6.1%/9.6%。可见农民

工由于收入水平低和社会保障缺失，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极大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需

求。 

随着 2.86 亿农民工群体逐步成为城市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将得到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将提高由农民工转移而来的“新市民”的人力资本，

进而实现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逐步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有望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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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首先，农民工城镇化将提升其可支配收入，在收入效应的影响下，大众消费有

望呈现总量提升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注重提高新市民对城

市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随着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

行为将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更加注重品质消费、健康消费与服务消费，呈现出消费升

级的趋势。但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升级并非一蹴而就，我们认为大众消费中的品牌化趋势

将首先演绎。我们在前期报告《各类消费品国产化的空间》中提出在“双循环”拉动内

需、国货质量优势显现等因素的推动下，国潮品牌消费正逐渐崛起。国潮品牌中多为大

众消费品，与进口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伴随着农民工城镇化和入提升，大众消费的

品牌化趋势将逐渐加速，关注服装、乳制品、连锁餐饮等领域。 

①服装：目前我国服装市场依旧由海外品牌占据主导地位，根据 Euromonitor 的数

据，2020 年前 20 大市占品牌中，国内品牌的市占率合计仅为 6.7%，低于海外品牌的

12.8%。但近年来海澜之家、安踏、李宁等国内服装品牌在产品质量、口碑形象上正加

速进步，打造核心竞争力，国产品牌的活跃度、话语权明显上升，与海外知名品牌的差

距正快速缩小。例如运动服装中，20 年安踏的市场份额提升至 15.4%，已接近阿迪达斯

的 17.4%。随着农民工城镇化，收入水平逐渐提升，在爱国热情的加持下，具有价格优

势的优质国产品牌将更受“新市民”消费者青睐。 

②乳制品：受健康消费意识提升影响，我国乳制品市场持续扩容，根据前瞻产业研

究院援引 Euromonitor 的数据，2020 年我国乳制品市场规模达 6385 亿元；从市场竞争

格局看，国产品牌主导我国乳制品市场，20 年两大巨头伊利和蒙牛在国内酸奶和饮用奶

市场的份额占比分别达 54.4%/48.4%。但截至 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奶类人均消费量

仅为 7.3 千克，远低于城市居民的 16.7 千克。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工等农村低收

入群体逐步向城市居民转化，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生活习惯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我

们预计乳制品的消费量也将持续增加。其中，渠道渗透能力更强、产品线更丰富的乳制

品品牌更容易收获新增消费者的认同。 

③连锁餐饮：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业收入有所下滑，但连锁餐饮企业

的营业额不降反升，反映出居民高品质的餐饮消费需求正不断提升。海底捞等连锁餐饮

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了优质的用餐环境和服务，其菜品质量和创新能力突出，收获了广泛

的认可度和良好的口碑，餐饮消费正朝品牌化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农民工向城市人口

转化，基本公共服务得到保障后，消费潜力逐步释放，餐饮方面的需求将从“吃饱”转

变到“吃好”，餐饮企业的连锁化、品牌化趋势也将加速。 

此外，农民工城镇化还意味着生活态度发生转变，他们参加城市文化生活并逐渐融

入城市主流文化圈，文化娱乐消费也将受益。从数据上看，2016 年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

娱乐和教育上的消费支出占比为 8.7%，低于城市居民的 9.6%。根据《文化自觉: 从娱

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高梦媛等）》在 2013 年对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

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表现出了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仅有 1/4 的新生代

农民工仍然习惯农村的娱乐方式。随着农民工城市化的加速，将拉动电影、旅游等文化

娱乐消费需求。 

图10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食品、居住支出占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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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

工的比较（王美艳）》，海通证券研究所，注：均为 2016 年数据 
 

图11 2020 年国产运动鞋服品牌市占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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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海通证券研究所，均为 202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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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我国乳制品市场规模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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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3 我国城市居民乳制品消费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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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4 受疫情影响 20 年我国餐饮业营业额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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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5 我国连锁餐饮行业营业额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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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共同富裕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消费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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