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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 ,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虽然已经明确, 但是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已有的一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不能被简单借鉴。本文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在对欠发达

山区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从人口学的角度提出山区欠发达乡村新农村建设必须因地制宜, 探索适合

自身条件的特殊路径: 梯次移民 ) 集聚人口 ) 村庄重构 ) 发展集群农业 ) 鼓励能人乡村创业 ) 新乡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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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China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ps policy on the construct ion of new rural areas is

very clear, but as rural area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 it will be dangerous for one

area to copy othersp lessons. With data from our case study of migrat ion in Yanxi Xiang, Jingning SheMinority

Coun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rom a demographical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back-wash migration

from urban areas ) reconstruct ion of a new village ) develop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 encourage skilled

people to go back to rural areas to be village leaders ) encourage new village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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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虽然已经明确, 但是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已

有的一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不能被简单借鉴与应用。因此, 欠发达山区要制定切实可

行的新农村建设推进计划, 必须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为此我们会同景宁畲族自治县雁溪乡的相关

部门对该乡的地理位置, 自然环境, 资源状况, 人文精神, 村庄分布, 人口状况, 耕地, 山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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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工农业生产情况等进行了摸底调查, 特别对部分行政村的外出人口进行了详细调查。

二、关于调查方法与样本选择的简要说明

调查过程采用抽样入村调查和入户访谈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数据的可靠性较高。该乡共有

8个行政村, 24个自然村, 为了使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我们选取了 3个行政村作为样

本, 选取的依据有两条: 一是人口。3个村的总人口为1250人, 占该乡总人口的 1/ 3左右, 同时

3个村的村别人口也代表了最多 ( 780人)、中等 ( 308人) 和较少 ( 162人) 3个梯次; 另一个标

准是地理位置。一个样本村在公路旁边, 交通相对较便利, 自然条件较好; 一个村位于半山腰,

自然条件相对较差; 第 3个村位于远山之上, 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基于以上几点, 我们认为, 样

本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调查区域的背景状况

雁溪乡位于浙江省的南部山区, 也是景宁县的最南端 (离县城 60公里的大山中) , 平均海拔

480米, 辖境内面积 5415平方公里, 全乡辖雁溪、黄桐、石梯、枳弯、大丘田、梅坞、浮亭岗、

东山等8个行政村, 24个自然村, 43个村民小组, 自然生态保持较完好。雁溪乡与最近的浙南

经济中心 (温州: 从直线距离上看) 或浙西副经济中心 (金华: 从交通便捷程度上看) 都至少有

200公里以上的距离, 而且还有层层大山阻隔。正是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阻碍了它对城市的吸引

力 ) ) ) 即无法吸引大规模投资, 也无法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 ) ) 发展短途乡村观光旅游业。
雁溪乡是浙江省 211个省级欠发达乡镇之一, 全乡人口 3580余人 ( 2005年统计) , 944户,

耕地 181173公顷, 山林面积 2955173 公顷, 主要生长着毛竹、松树和南方阔叶林。经济基础薄

弱, 工业与特色产业不成规模, 基本情况总结见表 1。
表 1  雁溪乡工业与特色农业情况

分类 项目  规模 效益 (每年)    备注

工业 上标小水电 二级小电站 产值 500万元人民币

特
色
农
业

红花水晶梨基地 3133公顷 未挂果

淡水鱼网箱养殖 35只 ( 1户) 715万元人民币 正常年份

厚朴基地 2133公顷 未有产出

石榴基地 2167公顷 未挂果

山羊养殖 30户
12000元人民币 (按可出售量

60头计算)

实际存栏 780 头, 其

中母羊 720头

立体种养 1户 (3133公顷) 5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雁溪乡 2005年社会经济统计汇总报告。

由于该乡没有工业基础, 特色农业也刚处于起步阶段, 并且规模偏小, 导致农民的收入偏低

(人均收入低于 2200元人民币, 以浙江省的标准衡量, 该乡属于欠发达乡镇) , 因此外出打工和

季节性的出售少量毛竹和松木所得, 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常年的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打

工, 形成所谓 /老弱病残守家门0 的状况, 平时进村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从我们调查的样

本村中, 可以看到外出打工人员占到总人口的 3212% (见表 2) ; 如果加上外出求学人员 (从幼

儿园到大学, 人口大约也占 30%左右) , 那么一个村庄中 60%的人口常年不在村, 由此造成有些

村庄成为 /虚拟村0、/空心村0 ) ) ) 名存实亡村。

四、雁溪乡常年外出人口基本状况

为了调查的方便, 我们把 /常年外出人口0 定义为离开出生地村庄半年以上并且以外出打工
谋生为主要目的的人员, 不包括外出求学人员 (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及以上学生)。通过

对调查数据的汇总, 结合入户访谈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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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出人口的区域分布符合 /迁移距离律0、/迁移经济律0 和 /城乡迁移律0
所谓 /迁移距离律0 指人口迁移量与距离成反比,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距

离成反比, 两地间的距离越近, 人口迁移越活跃
[ 1]
。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进县城的打

工人员占总外出人口的 4415% , 温州占 2519%, 最远的沪杭占 1112%。
所谓 /迁移经济律0 是指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2]

。一般来说, 在非经济因素基本相似

的前提下, 经济越发达, 对打工人员的吸引力就越强。从表2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城市对

外出打工人员的总体吸引力达到 8616% ; 除县城外, 其中经济中心的总体吸引力更大, 达到

3718%, 经济副中心相对较小, 只有 415%。
所谓 /城乡迁移律0 指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 [ 3]

。人口迁移的本质是劳动力和

生产资料在地域间的重新组合, 工业化过程中, 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 与机器结合, 聚

集到工厂和矿山所在地。因此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表 2中反映出来的所有外

出打工人员几乎全部是流向城市或小城镇。

表 2 外出打工人员区域分布汇总表

项目 黄桐 浮亭岗 石梯 合计 比例 ( % ) 备注     

样本村总人口 308 162 780 1250 -

外出人口 142 35 225 402 3212 外出人口占总人口之比

外
出
人
口
去
向

县城 71 92 16 179 4415 与外出人口之比 (下同)

温州 94 9 1 104 2519

丽水 8 0 8 16 4

金华 2 0 0 2 015

宁波 1 2 0 3 017

沪、杭 16 21 8 45 1112

其他 34 18 2 54 1314
安徽、北京、福建、绍兴、临海、

永康等 11个地方

21男女青壮年基本外出, 山村缺乏真正 /有实力的农民0
表 3  外出打工人员年龄、行业分布与生活满意度情况汇总表

项目 石梯 黄桐 浮亭岗 比例% 备注     

外出打工人数 225 142 35 -

年龄分布
20~ 45岁 103 116 没有统计 5917

45~ 60岁 122 26 没有统计 4013

行业分布
简单打工 223 9 没有统计 6312 进厂、营业员、零工

简单经商 无 42 没有统计 1114 小本经营, 如开小店等

其他 2 91 没有统计 2513 不稳定打工者

生活状况
好、较好 211 128 没有统计 9214

一般 14 14 没有统计 716

表 4 外出打工人员性别状况汇总表

总人数 性别 人数 比例% 性别比

402 男性 219 5415 112

女性 183 4515 1

从表 3和表 4中可以看到, 在样本村的外出打工人员中, 青壮年 ( 20~ 45岁) 占到绝大部

分, 比例为 5917%, 中年人 ( 45~ 60岁) 占到 4013% , 并且男女比例基本保持平衡 (性别比为

112B1) , 由此再一次充分说明 /老弱病残守家门0 的现实状况。当前在山村中真正缺乏的是 /有
实力的农民0。所谓 /有实力的农民0 是指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视野开阔、头脑灵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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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新精神等良好素质的现代农民。他们才是欠发达山村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没有这样的现代

农民, 新农村建设很难成功。

3. 外出打工人员主要从事低收入的简单劳动, 很难在打工生涯中提高自己

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间接目的则是提高自

身素质。然而, 样本村的大部分外出打工人员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简单劳动, 从表 3中, 可以看

到, 从事简单打工和简单经商的人口占总外出打工人口的 7416%。这里所谓的简单打工和简单
经商, 是指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也不需要复杂的专业技能和很高素质要求的劳动, 比如进厂从

事体力劳动、小店营业员、经营理发店、小餐馆、短途贩运 (包括拉人力车) 等等。众所周知,

这种简单劳动不仅收入有限, 而且由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因而长期的打工也很难改变打工者自

身的素质, 只能是年复一年地在从事相同的简单劳动中磨去进取心和创新力。

4. 外出打工人员对自身生存状态基本持乐观态度, 但也透着一些无奈

虽然大多数外出打工人员从事的是社会最底层的简单体力劳动, 所得到的报酬也并不很高,

但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还是基本满意的, 在被问及外出打工的生活状况如何时, 有高达

9214%的人表示 /好0 或 /较好0。然而, 我们在入户访谈中也发现, 许多打工者家庭中的留守

人员流露出许多打工者心中深藏的无奈。他们表示, 如果在家也能赚到钱, 那么宁愿在家而不愿

意外出受累受气; 也有一些人表示, 外出打工就是为了孩子, 一旦孩子成才出息, 他们就会放弃

外出打工而回家过清贫闲暇的生活。

五、对新农村建设的负面影响

山区欠发达乡镇大量人口的外出, 一方面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观念支撑等, 另

一方面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正面的作用许多研究都有论及, 这里主要从负面的角度做一点简要

分析。

(一) 青壮年大量外出造成山村留守农民缺乏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参与热情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0, 其中

生产发展是基础, 管理民主是最终目标,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基本表现
[4]
。因此,

要完成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发展生产离不开最起码的条件,

即资本、劳动力和市场, 其中劳动力因素, 或者说人的因素是关键
[ 5]
。山区乡村由于大量青壮年

的外出, 造成了乡村的空洞化和虚拟化
[6]
, 从而造成新农村建设缺乏有力的执行者和支持者, 因

为山村的留守者大多数是缺乏外出能力的、基本素质相对较差的人口 ) ) ) 老弱病残者。在入户访

谈中, 发现许多留守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缺乏积极参与的热情, 他们认为 /那是政府的事情, 与我

无关0, 具体表现在对政府的一些惠农政策和措施缺乏正确的理解, 存在等、靠、要和消极观望

心态等等。

(二) 人口的大量常年外出使新农村建设缺乏有效载体

从一定意义上说,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乡村城市化 ) ) ) 用城市的规范来建设乡村, 缩小城乡

差别, 最终模糊城乡差异, 使乡村 /亦城亦村0, 乡村变成准社区。然而, 欠发达乡村大量人口

的常年外出所造成的村庄 /虚拟化0, 使社区建设失去了有效的人口载体。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告
诉我们,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没有一定数量的最低限度的人口, 就不可

能有物质生产的自然基础, 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同时人口状况还能够加速或延缓社

会的发展。因此, 欠发达乡村的人口缺失必然会影响和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 新农村建设的启动资金投入不能发挥最大效益

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走在全国的前头。早在几年

前, 省政府就筹集大量资金, 以各种方式支持欠发达山区乡镇的基本建设。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

的全面展开, 政府的投入力度更大, 资金更多。然而, 根据调查和实地观察发现, 几年来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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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也即新农村建设的启动资金投入没有取得最大效益。究其原因可能

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点非常明显, 那就是欠发达山区乡村的分散性和本来就相对稀少的人口因大

量外出而导致的村庄虚拟化, 造成了大量资金做了 /无用功0, 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因为政府所
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资金主要是用来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 比如修桥、铺路、改善医疗

条件等, 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在于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公民 (农民) 去使用、去消费, 然而欠发达

山区乡村的现状却使公共产品的效用不能有效发挥。我们曾经走访过一个山村, 该村的户籍人口

为162人, 但实际在村人口不足 50人, 就是这样一个村, 从乡政府修了一条通村 /康庄公路0,
直接投资为240多万人民币, 不包括以后的维护费用。稍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 都可以算一算它

的投入 ) 产出账, 这种资金投入是很不经济的。

六、进一步思考及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 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 措施应该有所不同。针对欠发

达山区的共性来说, 要想使新农村建设更有成效,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1实施梯次移民, 集聚优化村庄布局: 解决村庄 / 虚拟化0, 提高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
效率。

既然制约欠发达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是稀少的人口和村庄的虚拟化, 因此想方设法集

聚相当的人口, 成为欠发达山区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欠发达山区目前的情况看,

要集聚人口, 依靠外部支援是不现实的, 因为欠发达地区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还缺乏足够的

吸引力。因此, 必须从内部解决,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分散在各个山村的人口逐步集中起

来, 才是最好的出路。要集聚人口, 实施 /梯次移民0 是最佳的选择。所谓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
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 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并有组织地把分散的村庄整体迁移到交

通相对方便的区域, 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应, 同时把村民按照标准进行分类, 不同性质的村民按

照他们的意愿和实际情况迁移到不同的区域, 如中心村、集镇、县城, 直至大中城市, 成熟一批

迁移一批。通过梯次移民, 可以集聚优化村庄布局, 一方面可以解决村庄 /虚拟化0 的问题, 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新农村建设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让真正愿意留守农村的 /真农民0 享受到政府的
许多惠农政策和措施所带来的好处, 从而使他们真正富裕起来, 使新农村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21发展集群农业, 夯实新农村建设经济基础,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大幅度增加农民

收入。

农村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于农村作为基本前提。如何才能振兴被持续弱化了的山区农村经

济?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发展集群农业, 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所谓集群农业是指在

具有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 (如一个乡或几个村) , 统一经营相同或具有价值关联性的农业产业,

通常指的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农户、农业流通企业、农业加工企业等龙头企业, 按照区域化

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 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 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的高度集

聚的集合
[ 7]
。我国目前正在广大的欠发达山区实施的特色农业产业政策和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

农业发展政策, 可以被认为是集群农业的雏形与初级形态。工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发展

集群农业最大的好处, 在于可以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来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从而最大限

度地避开由于家庭式单干所带来的农业产业弱小的缺陷, 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民

收入, 逐步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31鼓励能人与科技人员乡村创业, 实施 /农民知识化工程0 ) ) ) 改变农民结构, 培育新

农民。

针对因人口大量外出所带来的农村能人的大量流失, 要保证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 当务之

急是给山村 /输血0 ) ) ) 改变乡村的农民结构, 充实农村实力。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农村

劳动力培训来完成 (目前国家已经在局部地区实施) , 但由于山区欠发达地区 (下转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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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享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低于不享受养老金的老年人。因此, 扩大养老金覆盖

面将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分析结果显示, 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死亡风险有着稳定且显

著的影响; 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低于农村老年人; 死亡风险存在性别差异, 这些结

论与以往的很多研究相一致
[ 9~ 10]

。此外, 模型对比分析还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

的作用机制比起社会人口指标要复杂得多, 而作用机制也正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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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特殊性 (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而效果不明显。因此, 鼓励能人和科技人员乡村创

业, 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这里所说的能人是指那些善于和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他们可以是来自农村土生土长但已

经在城市闯出一片天地的农民, 也可以是来自城市的市民; 科技人员是指那些原先在城市各个部

门工作, 具有一技之长但在城市又不能很好发挥的人, 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政策优惠让他们以各种

方式下乡创业。他们的到来将会改变农村的农民结构; 他们的行为将会对农民产生巨大的示范与

带动作用, 浙江省已经成功实施了三年的科技扶贫特派员制度, 以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合

理和有效性。另一方面, 各级政府还要充分整合各类教育资源, 大力推行 /政府出钱, 农民免费

学技术0 的 /农民知识化0 工程 (这也是成功的浙江新农村建设经验之一) , 对农民进行素质教

育, 其重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习俗,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培养农民的创业、就

业、致富能力; 同时教育、引导农民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消费理念, 成为新时期适合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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