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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农业劳动力年龄情况，文章通过对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抽样调查，发现

在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严重，且呈

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子代

的农业情感、农村基层保障体系的完善等产生了严重影响。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必须通过制

定系统的人口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村的安定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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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ging of Agriculture Labor For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jiang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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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ag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the paper conducts a
sampling surve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ging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is
seve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is rising gradually as the employment transferring of young
rural labor and the ag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t has had lots of bad effectiveness on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ffection on
agricultural，the consumm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security system，and so on． Therefore，we must
take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lieve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such as the system policies on population，economic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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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在劳

动力总体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共有的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现代化的

加速，第二、第三产业的重大变化，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致使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

重［1］。东欧国家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市转移过速，也出现了劳动力老年化和妇女化现象，

且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萎缩［2］。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同样面临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和短缺的问题［3］。
据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统计材料记载，台湾农业劳力已严重老化，平均年龄达 55. 1 岁，并出现了妇

女化特征［4］。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会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

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
对我国而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①并驾齐驱，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

普查，农村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由 5. 0%上升到 10. 06%，农村比市镇高出 2. 37 百分点②。据

宋斌文的预测，到 2020 年、2030 年，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占农村总人口数的 20% 和 30%
以上［5］。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下，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老龄

化。1990 年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 36. 8 岁，2000 年增加到 40 岁，2010 年则超过 45 岁，已进入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时代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会日渐加剧。如今， “农民荒”、
“空心村”、“‘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

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李澜等人分析了全

国最新农业普查数据，认为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具有普遍性，其对解决 “三农”问题、推进现代

农业建设所产生的障碍及挑战不容忽视［6］。究其原因，肖云、夏莉艳、何福平等人认为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产生了“空心村”，导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耕地弃耕现象，造成土地浪费和环境恶化、农业

生产的副业化等严重后果［7 ～ 9］。马草原、谢培秀、陈锡文等人通过计量方法和理论分析，认为农业劳

动力转移带来的后果是农业效率损失和农业减产，并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10 ～ 12］。就如何缓解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李宗才提出土地合同制管理、发展农村工业、开展技术培训等措施［13］;

李维平、张卫平则提出了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力度、推广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和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等措

施 ［14 ～ 15］。然而，在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及其给农业和农村的发

展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以及如何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统计资料，结合问卷调查方法，深入分析了浙江省农业劳动力老

龄化实况，及其对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统计资料的数据整理与汇总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综合研究方法开展分

析。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2 年 1 ～ 2 月对浙江省农村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数据，以及 《中国统

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具体数据来源将以脚注的形式在文章中进

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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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中农村人口老龄化指农村人口自然老龄化状况，即农业户籍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对劳动力而言，
国家规定中男女有别，18 ～ 50 周岁男性、18 ～ 45 周岁女性均为整劳动力，16 ～ 17 周岁男女、51 ～ 60 周岁男性和 46 ～ 55 周岁女
性均为半劳动力，同时此年龄范围内的人必须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因此，本文探讨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指 50 岁及以上从
事农业劳动人口数占从事农业劳动人口总数的比重，这里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下线确定为 50 岁，主要是考虑到农村人口预期寿
命的延长、农民的健康状况的改善及农村的现实。
数据来源: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中国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1》。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老龄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
人口年鉴 2011》。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状况，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代表性，样本获取采用多阶

段随机抽样方式: 第一阶段抽取的是乡镇，第二阶段是从被抽取的乡镇里中抽取自然村，第三阶段是

从已抽取的自然村里面抽取调研村民小组和被调研的农户，最后选取 24 个自然村 48 个村民小组的

801 户农村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按户进行，每户填写一张问卷。由于调查安排在农历新年的前

后进行，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每份问卷都具有较高的质量; 结合对村民组长和一些乡村干部的访

谈，所得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出浙江省当前农业劳动力的概况。
2． 数据处理

本问卷为作者自行设计，用以反映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等问题。调研完毕之后，运用 SPSS18. 0 版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以备分析之用。

三、结果与分析

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在被调查的 801 户家庭中，共有 3093 人，平均年龄为 41. 1 岁，60 岁以上老人占 16. 6%，16 ～
60 岁适龄劳动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 74. 3%。其中有 129 户是全家老小一起外出务工、经商，仅年末

才回家过年和探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自家耕地撂荒，少部分农户将田地赠予他人耕种。从参与农

业劳动人口来看，仅有 34. 9%的被调查人口参与农业劳动，适龄劳动人口中有 47% 的人参加农业劳

动; 被调查参与劳动人口的年龄最低为 17 岁，最高为 90 岁，平均年龄高达 55. 6 岁，其中，50 岁及

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占被调查劳动力总数的 66. 8%，60 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占 35. 3%，30 岁以下的

农业劳动者仅占 2. 6% ( 详见表 1) 。可见，浙江省农村人口老龄化异常严重，远高于全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例 ( 13. 26% ) ; 而农业劳动人口老龄化程度则更加严重，远高于 2006 年全国第二次农业

人口普查的结果，当时 51 ～ 60 岁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为 21. 30%，60 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为

11. 2%［16］，这些凸显浙江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严峻态势。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越来

越高，比率高达 48. 5%。从浙江省不同地市来看，差别并不显著，西部山区要比东部平原地区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稍显严重。虽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总体良好，随着年龄的增

长，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强度呈现递减的趋势，如高龄老人大多参加一些体力要求小的辅助耕种农活，

如帮助稻田放水等一些维护性工作。

表 1 被调查农业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结构 %
年龄段 16 ～ 19 岁 20 ～ 29 岁 30 ～ 39 岁 40 ～ 49 岁 50 ～ 59 岁 60 岁及以上 合计

男性 0. 9 0 1. 3 13. 6 16. 2 19. 6 51. 5
女性 0. 4 1. 3 1. 3 14. 5 15. 3 15. 7 48. 5
合计 1. 3 1. 3 2. 6 28. 1 31. 5 35. 3 100

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人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浙江省来说，

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从新中国成立时的 2000 多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5000 多万人，增长了一倍以

上①。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经历了相对短暂的年轻型、中年型，再过渡

到漫长的老年型。新中国成立后头两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人口，现已集中进入老年阶段; 改革开放之

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 再加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些共同加速了

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987 年浙江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10%，进入人口老龄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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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 1985 )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
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会，此后，老年人口总数平均以 2. 85% 的速度递增，截至 2010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高达

789. 03 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16. 6% ( 见图 1) ，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从城

乡比较来看，无论在规模还是程度上农村人口老龄化状况都高于城市，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10 年

底，浙江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有 68. 58%的人是农村老年人口①。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贡

献农村远大于城市，在城乡同步老龄化过程中，农村将会更加突出。据预测，到 2030 年，浙江省老

年人口总数将占人口总数的 30%以上［17］，届时农业劳动力老化程度将会更加严峻。

图 1 一普以来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状况

数据来源: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 人 口 统 计 资 料 汇 编

( 1949 － 1985) 》，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3． 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因素复杂

( 1) 适龄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在工农收入差

异的影响下，大批农业从业者主动放弃农业，进厂

务工谋求更高的收入报酬，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

“离土不离乡”现象。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乡镇企

业发展迅速，截至 2009 年底，浙江省共有各类乡

镇企业 ( 包括个体工商户) 109. 91 万家②，这些企

业遍布浙江乡镇，吸引了大批本地农民就业。
浙江省农民就业转移大概经历了三个过程:

1978 ～ 1990 年属于试探转移期，有近 600 万农业

劳动力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18］; 1990 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速度出现先缓后快的趋势;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浙江省外向出口型的贸易经济得到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也随之加快，

2000 ～ 2010 年，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劳动人口由 1093. 51 万人上升到 1719. 37 万人，平均每

年以 4. 3%的速度累积增长③。农村就业转移人口中，大多数属于 “离土不离乡”型，主要集中在本

地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占据就业转移总人口的 70%左右 ( 见表 2)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使得农

业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1984 年、2000 年和 2010 年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分别为 1277. 90 万人、1014. 93
万人和 627. 43 万人，在近 10 年减少尤为迅速，平均每年以 4. 9% 的速度累积减少④。调研过程中发

现，有 53%的农村劳动力不参与农业劳动，他们主要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劳动

的人口中有 72. 2%的人属于兼职农民，他们的主业是在企业上班，仅把农业劳动作为副业，利用日

常休息和放假时间来参加农业劳动; 纯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仅占被调查农业劳动力人数的 27. 8%，

多以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高达 61. 8 岁。正因如此，留守农村的老年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力，从而造

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老龄化。

表 2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从业情况与流动情况 万人
年份 1995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农村劳动力总数 2097. 02 2108. 44 2219. 90 2252. 34 2298. 54 2303. 70 2318. 21 2304. 33 2321. 41 2346. 80
农业劳动力 1145. 87 1014. 93 872. 96 826. 63 786. 92 732. 92 688. 04 666. 35 653. 55 627. 43
外出劳动力 228. 82 367. 51 386. 95 404. 44 417. 68 435. 58 459. 25 456. 27 467. 40 510. 14

本地从事非农
产业劳动力

722. 33 726. 00 959. 99 1021. 27 1093. 94 1135. 20 1170. 92 1181. 71 1200. 46 1209. 23

数据来源: 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 2) 劳动观念与养老需求延长了老年人的劳动年限。从劳动能力层面而言，由于年龄的缘故，

老年人外出务工和进入本地工厂等非农部门就业的能力较低，致使他们的就业性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可

能性下降; 从心理归宿感而言，老年人拥有深厚的乡土情感，排斥喧闹的城市生活。访谈中发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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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 浙江省 2010 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 ［EB /OL］． http: / / llw． lishui． gov． cn / / llgz /gzzx / t20110402_ 718037．
htm，2012 － 09 － 20．
数据来源: 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浙江统计年鉴 2011》计算得出。
同③。



多就业转移的子女希望老人离开农村，但老人仍坚持留守农村，甚至有些老人住在山上，子女提议将

房屋迁到山脚便利地带都遭到老人的强烈反对。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老年人更倾向于留守农村。另外，

转移至非农部门劳动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高，许多人会选择重返农村和农业。从调查情况来看，目

前留守农村的多是没有参与转移就业的老年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主要有三个原

因: 一是淳朴的老人认为农民的天职就是 “种田”，从事农业劳动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舍不得废弃土

地，只要身体允许会一直持续劳动; 二是劳动可以获得收益，为自己提供一定的养老资源; 三是参加

农业劳动是他们重要的养老活动形式，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的投入强度下降，老人参加一

些劳动强度小的农业劳动，可以从中获取生活乐趣，达到养老休闲的目的。农村老年人基于这些因素

的考虑，没有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参加一定的农业生产劳动，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农业劳动力老

龄化日趋严重。
浙江农村老年人有没有可能在家静休、颐养天年呢? 根据被调查老年人的反映，一半左右的人可

以做到，这主要得益于浙江乡镇经济的发展与老年人生育子女数量比较多，使得养老压力较小。不能

在家颐养天年的，就会被迫参加农业劳动，以此来获取养老资源。因此，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够健

全的情况下，老年人选择劳动既是精神需求也是物质需要，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养老

压力的加大，老年人参加农业劳动更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劳动力转移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如人口预期

寿命的延长、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子女求学迁移、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福利的欠缺、农业科技

发展的滞缓、城市化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传统农耕文化对老年人劳动习惯的影响，等等。
4．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 1) 农业种植模式趋向简单化。浙江省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属于低山丘陵，东部为沿海平原。
浙西的淳安、青田、缙云等山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 4 亩左右，浙东的嘉善、海盐等地人均耕地面积

约有 1 亩多，不同地区具体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尽相同。目前耕地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

麦、红薯等，油料作物主要为油菜，经济作物有葡萄、西瓜等果类植物以及苗圃和时鲜蔬菜，还有部

分农田被改造成鱼塘，部分农田作为观光农业园区。经过与农户的深入访谈得知，在刚施行土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时，农民积极性很高，一般水田 2 年种植 5 季 ( 早稻、晚稻各两季，春冬

之间种植一季油菜) ，旱地也是 2 年种植 5 季 ( 小麦、油菜、玉米、红薯、棉花、豆类等) 。然而随

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之中，逐渐放弃土地的耕种，水稻由 1 年 2 季转为 1
年 1 季，油菜的种植面积也逐渐减少，旱地轮作周期逐渐延长，一般种植一些玉米和红薯之类的作

物。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缺少劳动人手，在肥料的使用上主要以化学肥料为主，有机肥料的使

用逐年下降。这样一来，导致土壤逐渐趋向板结和产量下降等问题。调查中农民反映，以前主要选择

产量高、效益好的农产品进行耕种，而现在主要是选择劳动力等投入少的作物进行耕种。部分农村开

始出现土地成片出租的现象，这些土地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承包经营者注重效益，如种植大棚蔬

菜、瓜果、苗圃等。
( 2) 土地撂荒与变相撂荒严重。在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的情况下，土地撂荒和变相撂荒是当下

农村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经过对浙江省农村的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 801 户中，有 25. 1% 的农户

有部分土地直接撂荒，有 7. 8%的农户所有的土地均处于撂荒状态。除去直接撂荒之外，还存在季节

性的撂荒，对耕地进行粗放经营，原本可以 1 年种植 2 季，现在基本上维持 1 年种植 1 季，导致一年

当中田地大部分时间处于撂荒状态，耕地的复种指数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230%，下降到目前的

150%左右①。还有些农户擅自改变农田的利用性质，将撂荒的稻田种植一些树木等。
( 3) 粮食自给能力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逐步离开土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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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逐渐减少。浙江省在 1978 年农业劳动力有 1063 万人，而到

2010 年仅有 501 万人，减少了一半以上; 不但数量上不断减少，而且劳动力的年龄不断增高，使得

其从事农业劳动的强度下降，从而影响到土地的利用效率，耕地复种指数从 1978 年的 259% 下降到

2010 年的 155%①。由于粮食作物投入产出效益比经济作物低，使得粮食耕种面积减少的速度更快。
从图 2 可以看出，2000 年之后浙江省粮食耕种面积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粮食产量也由 1978 年的

1467 万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770 万吨，人均粮食量从 1978 年的 393 千克下降到 2010 年的 144 千克，

仅为全国人均粮食消费的 28. 8%左右，浙江已从粮食输出地演变为粮食输入地，粮食对外依存度逐

年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浙江省的粮食自给率将会继续下降，对区

域的粮食安全将会产生重大的安全隐患。

图 2 1978 ～ 2010 年浙江省粮食产量与劳动力变化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年鉴 2011》。

注: 本图中的粮食产量是以 1978 年为基数 100，其他年份是以 1978 年为基数的相对指

数，粮食播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人均粮食产量均是按照相同方法进行计算。

( 4) 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由于低龄人群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高龄人群，从事农业劳动的人

群年龄越高，农业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就会越低。本次调查发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被

调查劳动力的 41. 2%，低于 2006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调查的 49. 4% 的结果［19］，这一点主要与浙江

省的早期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和老年人口偏多密切相关。这一前提下，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的推广和应

用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调查农户是否拥有农业器械时发现，像农药喷雾器等价格低廉、使用

方便的简单农用器械几乎家家都有，而大型器械则只是部分村组农户拥有，拥有大型耕作器械的农户

家中基本都有中青年劳动力，农忙之时将大型器械出租赚取一定的收入。在没有大型器械的村组，询

问老年人是否有意愿购买大型器械时，他们表示不会购买，主要原因是这部分老年人认为大型农耕器

械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且他们在经济上和知识上都不具备这些能力。以机器耕种为例，1995 年以

来机器耕种面积一直保持在 60%左右②，基本没有上升，足见农业机械化已经到达瓶颈，很难提升。
在调查中还发现，租地种植户比较注重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他们会聘请一些农业专家进行指导，关注

农作物育种等信息; 但分散在村落里的中老年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不太关注，甚至一些老年人对农

业科技产生了恐惧，把农作物杂交技术与转基因等混为一谈，并对当前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保

持警惕。
( 5) 农业地位逐渐下降。首先是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比重减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绝大

多数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占到收入的 50% 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从事农业劳动

人口在逐年减少，已从 1978 年的 1300 万人下降到 2010 年的 627. 43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34. 6%
下降到 13. 2%③。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减少了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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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并没有推动农业生产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向适度规模化生产

过渡，没有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反而导致了农业老龄化、副业化、兼业化等问题。非农收入的增加，

使得农民对农业和土地的情感逐渐弱化，部分人口甚至废弃耕地，最终导致农业减产减收、效率低

下。1978 年以来，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 66. 56% 持续下降到 2010 年的 12. 95% ( 见图 3 ) 。
调查还发现，许多农民认为农业成本过高，机械耕作与化肥农药费用高昂，导致投入多于收益，这些

迫使他们选择将土地撂荒。目前农村消费市场非常发达，蔬菜、水果和大米等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
部分农民反映，他们种植一些水稻、蔬菜，目的不是增加家庭收入，而是对自己种植的水稻、蔬菜质

量更为放心。农业地位的快速下滑，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相一致，这是全球各国发展的共

同趋势。从目前来看，农民放弃耕种并未影响自身的食物供给，他们需要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等很容

易在市场上买到。长此以往，农业地位下降带来的弃耕、效率低下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可能产

生连锁反应，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放大。

图 3 浙江省从事农业人口数与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 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其次是子代从事农业劳动意愿较低。农业地位的下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农业情感的

弱化，认为农业劳动就是干又脏又累的苦力活，自我否认农业劳动者的地位，不愿意做农民，不想让

自己的子代成为农民，希望摆脱农民身份转为城市居民身份。这与金建江对浙江海宁农村调查时的发

现一致，农民对从事农业劳动具有比较严重的厌恶和悲观情绪，希望逃离农业［20］。在假定我国的经

济形势良好和国家的农业政策等不会发生大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对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中 7 ～ 40 岁之

间的人员进行了从事农业劳动意愿的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有意从事农业劳动

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在降低，育有子女的中年人普遍认为当前务农无法承担家庭开销，唯有进入企业或

外出务工才能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由于青少年对农业具有一定的好奇心，所以 7 ～ 20 岁的青少

年中有 6. 7%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将来从事农业劳动或者经营农业; 仅有 4. 3%的 20 ～ 30 岁的青壮年

表示愿意务农，仅有 3. 4%的 30 ～ 40 岁的壮年劳动力有意愿从事农业劳动。
此外，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还对农业投资、农业效率等产生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世界人口演化的重要趋势，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省

份，青壮年“离土不离乡”的就业转移和老年人的生存需求等因素，使得老年人延长农业劳动年限，

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且呈现上升趋势。对浙江省来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已对农村、农业和农民

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困难，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撂荒和变相撂荒现象，以

及农民的农业情感弱化、农业效率下降等问题。对于耕地资源有限的人口大国来说，农村劳动力老龄

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威胁到中国农业以及社会

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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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人口自然老龄化问题一样，均是人口、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是

世界性的重大难题，它们的解决将会涉及区域的宏观经济、社会、文化等政策的调整优化和微观政策

措施的实行，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
首先，要留住适量农业适龄劳动力，降低农业劳动力年龄。目前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

门，根源在于农业收入低、劳动强度大且效益低。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不断提

高农业收益，才能留得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要提升农业效率，涉及农业投入成本问题、农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农业效率等问题。成本和

价格问题由市场决定，因而提升农业的效率和效果是留住适量农业适龄劳动力的最佳路径。效率

与农业规模、现代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问题涉及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两者发展的关系。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带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从而实现城市化; 城市发展反哺农村，农村劳

动力减少和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这两方面的良性互动将会产生城乡双

赢的美好局面。但一方面，如果在农村实行机械化、大规模的高效农业，将会产生更多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城镇工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相对有限，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如

果大批农民被城市化，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农业劳动力不足却演化为农业劳动力

过剩的问题。贺雪峰对中国现阶段农村进行研究时，认为我国农村应该发展中国式的小农经济，

而不宜实行规模化的大农经济［21］。
因此，美国式的大农经济并不符合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必须根

据区域实情，作出科学判断，发展适度规模的高效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

力就业，留住部分青壮年在农村创业，带动农业发展的同时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浙江省而

言，不同地区可采取不同的农业发展措施，积极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发展涉农产业。比如

西部山区可以开发休闲观光型、果园观光型农业和苗圃农业等，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以农家乐为主

的乡村观光旅游业，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对于东部平原地区而言，可以发展休闲渔业、
稻作农业等。这样一来，不但吸引了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回流，还能够吸引外地适龄劳动力进入当

地从事农业生产; 调查中发现，浙西许多采茶青年女性劳动力、摘山核桃的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多

来自于临近的安徽省。
其次，要提高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减少老年人的劳动年限。在中国现有的农村养老机制不

健全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土地租金是不能满足农民养老需求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有更多的

农村老年人需要养老; 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养老的历程和结果来看，我国在近期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

间内，养老问题将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当前城镇退休老年人养老都面临重重困境，在农村社会福

利不够健全也很难健全的情况下，在农村推行土地流转承包经营，发展规模农业、现代农业和商品农

业，让老年人放弃土地经营，意味着他将无钱养老。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农村养老福利是化解农村

劳动力老龄化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政府的努力对农村社会福利的提升不可或缺，但是农村的经济

社会发展则更为重要。对浙江省而言，必须克服经济危机的严峻冲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以此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的繁荣，构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化解农村养老困境，减少老年人的劳动年限。
再次，城乡二元结构应向城乡协同过渡，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可行通道。晚清以前的中国城

市与乡村，并没有很清晰的差距［22］，晚清以后，随着国外入侵、口岸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异日益凸

显。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拉大，成为城乡

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鸿沟。目前，城乡之间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生活方

式、社会分工、技术分工、公民权等差异巨大，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后，一旦适应城市生活便

很难再回流农村。对于通过求学通道进入城市的青壮年影响尤其显著，因为乡村与城市精神文化的巨

大差异，自身的专业技能特点在乡村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得他们更难以立足农村。因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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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优质人员的外流，使得农村科技传播等受到很大限制，阻

碍了农业的发展。出现农业停滞、农村凋敝、农民相对贫困的现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断恶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和固化，难以实现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23］。现行体制下，必须提升

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吸引劳动力的回流。政府要加大对乡

村的扶持力度，通过乡镇的带动作用，避免大城市的发展弊端，均衡城乡公共资源; 同时，对体制和

制度进行合理设计，确保从乡村走出的精英群体能够为乡村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出财献智。
最后，应关心和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防止

农业的衰退和乡村崩溃，确保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健康、持续发展; 另一个目的是让农村老年人能够

享受幸福晚年，防止过度劳作影响到养老质量。然而，部分农村老年人习惯于农业劳作，能够在劳动

中获得休闲。因此，在研究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时，要辩证看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要尊

重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权和选择权。同时，要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全面

看待和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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