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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原因、影响、

对策及国外研究成果五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整理与论述,以期对深入研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提供更

详尽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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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s a universal concern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collate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five aspects: the status quo, causes, influences, countermeasures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detailed basic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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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力作为重要农业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起着重

要作用。但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

题日渐凸显。据2021年中国人口和就业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65

岁及以上老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17.72%,老年人抚

养比高达28.13,即平均每一百名农村劳动力要负担28位左右老

年人。 

有研究认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是导致农业劳动力

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1]。通过对中国四省八村的研究,黄平、E.

克莱尔等学者[2]发现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低,农业生产多作为副

业经营,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获得更多收入,

但也对农业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和影响。也有学者称上个世纪严

格的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年龄的迟滞效应也是导致农业人口老

龄化的主要因素[3]。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学术领域的发展,对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的文献研究结果丰富,本文就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现状、形成原因、影响、对策建议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收集整

理及论述。 

1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在部分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等的飞速发展,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逐渐

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日益丰富的资料与数据,为农业劳动力老

龄化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研究论证。 

1.1农业劳动力结构老化,老年人抚养比提升 

农业劳动力结构老化是指在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中,非劳

动年龄人口中中老年人比重较大。在邱俊杰[4]走访的山东、河

南、安徽三省农业劳动力家庭中,样本农户年均56岁,老龄化程

度在50%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占11.76%,且55-89岁农村人口比

重高于城市同阶段人口比重。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老龄劳动力

仍然工作在农业生产前线。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全国乡村地区老年人抚养比高达

28.13%。自2000年至2017年,老年人抚养比由7%上升至15.9%[5],

农村老年人数逐渐增加,老年人抚养比呈增长趋势,青壮年劳动

力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1.2农业劳动力出现老龄化甚至高龄化 

自2000年中国65岁老年人占比7%以来,中国老龄化问题开

始呈现[5]。在2020年5097万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

达17.37%。杨角[6]通过对陕西省谢家湾村394户农户的采访,发

现该村三年时间,老龄化率已由2010年的33.62%提升至2012年

的36.43%。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甚至高龄化,是衡量农业劳动力结构

老化的重要指标。在李澜、李阳[7]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研

究中心指出,现阶段中国农村仍有50.6%以上的70-75岁老年人

以耕种土地为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高龄劳动力仍然在进行农

业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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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 

2.1人口自然老龄化的直接影响 

袁蓓[3]通过统计年鉴数据证明在我国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

生育政策对我国老龄化造成影响。二胎政策虽在当时取得了一

定成果,但直接导致二十一世纪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4]。且随着

新一代年轻人婚恋观的改变,单身主义观念得到强化,结婚率日

渐下降,婴幼儿人口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比例,提

升了老年人抚养比[9]。 

除了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也在减少。王

杰等学者[8]提到随着医疗服务水平的进步,使人口预期寿命得

到延长,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韶关市枫湾镇人均寿

命的调查数据显示,二十年时间,当地人均寿命从1995年的

67.17岁增加到了2015年的75.11岁,这一人均寿命的延长,间接

增加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程度[10]。 

2.2农业劳动力转移减少青壮年劳动力供给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及农村城市化进程也是导致农业劳动力

结构老化的重要因素[11],刘晋强、景普秋[12]运用推拉理论得出

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农村存在人均耕地面积少、收入差距大及基

础设施不完善等推力,城镇地区存在就业与收入、生活条件及基

础设施等拉力。在经济理性主导下,青壮年劳动力只能远走他乡,

为自己及子孙后代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13]。增加农业劳动力有

效供给可一定程度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 

2.3农村老龄劳动力安土重迁心态 

老龄农户安土重迁心态也是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之一。由

于农村生活成本较低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加之老龄农户具有丰

富的种植经验,怀着对乡土的情感,使老龄农户不会轻易搬出农

村。且随着城镇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劳动力去往城市,

城市工作岗位逐渐饱和,失业率上升,竞争力下降,生活环境污

染,生活成本较高,对农村老龄农户的吸引力逐渐下降[14]。 

3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3.1农业技术推广使用受到阻碍 

由于农村老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农业生产过程沿用

旧方法、旧经验,加之自身身体机能的下降,使之对新思想、新

技术的掌握能力欠缺,一定程度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

用[15]。 

李旻、赵连阁[16]通过对辽宁省定点乡村的观察,发现随着

农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其对现代农业的生产也起到一定的阻

碍作用,尤其体现在技术的使用与生产要素投入方面。郭晓鸣、

左喆瑜[17]两位学者也提出虽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具有不可逆

的特征,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会产生阻碍作用并且会产生技术应

用不充足等情况。 

3.2影响农业投入与产出水平 

随着农业劳动力年龄的增长,农户土地、资本、劳动投入具

有倒U趋势[7],长期来看,缺乏适龄农业劳动力情况下,需增加农

业资本投入、机械化投入、技术投入等弥补劳动力弱化带来的

生产不足问题,农业生产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老龄

化会使农业生产效率大打折扣。 

3.3农村收入差距加大,农业发展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质量下降,但农村中老年

人收入大多来自于第一产业收入,即劳动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老

年人身体条件随着年龄增长差距较大,70岁以上老年人身体情

况变弱,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能力减弱[18],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

化也加大了农村收入水平的不平等。 

依靠老年人支撑的农业会使原本就弱质性的农业更加弱质

化,虽然政策鼓励一部分劳动者回归农村,但其长久脱离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对农业耕作的生疏及农业效益的降低,易使得农业

生产后继乏人[7]。 

4 国外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研究 

4.1国外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的研究 

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泰

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表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越来

越高,2016年竟达到58.9%,而城市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低于农

村地区,仅为47.08%。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导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最重要

因素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21]。由于俄罗斯农村就业不

足,青壮年农业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此现象导致农村地

区经济衰退,而当地人正准备通过教育扭转年轻人对农村的看

法[22]。Bert Mason[23]在研究中表明,美国许多农村地区大量青

壮年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人口增多,中青年劳动力减少。 

4.2国外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的研究 

首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老龄劳

动力由于自身身体素质不足制约农业生产,而在知识迅速更迭

的时代会增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阻碍作用。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甚至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对

国家内外部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4]。 

其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也不利于劳动力本身生活质量的

提高。老龄人从事农业劳动强度太大,会降低其生活质量与水平,

对身心造成较大压力[25]。 

5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策及建议 

5.1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老龄劳动力提供优质农

业生产服务,互助合作,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

要素配置、机械生产、市场投入等服务,通过合作经济减少农

户负担[13]。 

5.2加强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发展 

政府要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制度,适当推进农业生产规模

化,同时鼓励支持农业机械的投入使用,发展适用老龄化人群的

易操作简单机械,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使不同年龄阶段劳动

力可以快速掌握机械操作技能,或为机械的使用提供技术人

员[19]。政府也要为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提供资金服务平台,加强

农业融资体系建设,使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为农业机械

化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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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改善农村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 

改善农村人口结构,鼓励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返乡创业,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代农民工渐有从城到乡的逆向流动的

趋势[20],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体力的下降,不再适应城市工作

生活,政府应积极开展乡村振兴鼓励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创业,鼓

励与扶持村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充分就业,吸

引青壮年在农村安居乐业,也为农业生产注入新鲜活力,更利于

老龄劳动者减少或退出农业生产。 

6 结语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研究大多是

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原因、影响、对策建议等方面来写,

在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时,青壮年劳动力转移是大部分学者

认可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多用推拉理论,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多见于对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关于劳动力

老龄化数据较少,大多数学者的实地调查以及数据分析,为研究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提供了更加具体和科学的数据来源。 

国内外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研究思路大致一致,随着城

镇经济的发展,农业比较优势落后于城镇,劳动力由乡到城的转

移是一个国际趋势。但是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时,

国外研究学者也注重于对老龄农户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具有人

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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