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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变迁研究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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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 1982 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规

模与分布、人口年龄结构、素质发展历程和现状。考察期内，农业劳动力规模先增后减，男性农业劳动力

始终多于女性; 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内的农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 农业劳动力呈现老化、女性化特

征，且 20 ～ 49 岁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男性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缓慢，与全国就

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不断拉大，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增加。为此，从留住适量适龄农民，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和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农业劳动力; 新型职业农民; 老龄化; 人口普查

［收稿日期］ 2014-12-25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招标项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

究”( 13JZD005)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原 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厚莲，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 300071。

“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中之重”，1982—1986 年，连续 5 个中央一号文件紧密

围绕着“三农”发展问题进行深化改革; 2004—2014 年，连续 11 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于“三农”发展，

16 个一号文件摆正和强调突出了“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三农”问题中，农

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村的主导产业是农业。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再加

上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引发了农业劳动力断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的广泛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 /T 4754—2011)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行业的第一大门类，包括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五大农业大类，本文所讨论的农业范畴为农业大类行

业，是指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包括谷物，豆类、油料和薯类，棉、麻、糖和烟草，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

物，水果，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中药材及其他农作物。因此，本文研究的农业劳动力是指

从事各种农作物种植的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现有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必

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冲击［1 － 2］;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负作用［3 － 4］;

日本农业劳动力高龄化现象极其严重，导致农业生产不景气［5］，因此，农业劳动力的发展变化必然

会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发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条件不断发生变化，

“空心化”“农民荒”等已成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农业技

术推广缓慢、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变迁历

程与发展现状，以期寻找应对之策。
近年来，学者们在认识农业劳动力方面，主要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如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桥头

村调查［6］、辽宁省农村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7］、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8］、浙江省农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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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9］、浙江省农村的调查数据［10］，分析得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男性农

业劳动力少于女性等结论，但也有调查( 全国 22 个省 180 个村 2 961 个农户的调查) 分析得到男性

劳动力多于女性劳动力［11］。纵观现有对农业劳动力的研究，第一，数据方面，主要是基于相关调查

数据，受调查限制，基本都为时点数据或是短期内的连续跟踪调查数据，缺乏对农业劳动力较长时

期的考察，也容易得出关于农业劳动力不一致的结论; 第二，受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引导，目

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上，缺乏系统性地分析农业劳动力规模与分布、文化程度

等方面。
从实际与现有研究出发，本文采用 1982 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农业劳动

力变迁历程，重点考察农业劳动力的规模数量与分布、人口结构( 年龄和性别) 和文化程度等方面，

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农业劳动力变迁历程与现状。

二、农业劳动力规模与分布变迁

( 一) 农业劳动力规模先增后减，且男性始终多于女性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营制度得到确立，随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

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等，促使城乡

劳动力市场由分割向统一逐渐演变，农业劳动力规模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态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历经四年，198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

地经营制度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确立起来［12］。土地为家庭所承包，农民种粮实现自由化，积极性

得到大幅度提高。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表 1) ，农业劳动力规模达到 3. 75 亿人，占全国

总就业劳动力人口的 71. 93%，其中男性农业劳动力为 2. 01 亿人，女性为 1. 74 亿人，前者比后者约

多 3 000 万人，性别比为 115. 75。

表 1 1982 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农业劳动力人口变化( 亿人、%、女 =100)

年份 规模 男性 女性 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 性别比

1982 3. 75 2. 01 1. 74 71. 93 115. 75
1990 4. 58 2. 40 2. 18 70. 79 109. 77
2000 4. 34 2. 24 2. 10 61. 64 107. 19
2010 3. 26 1. 66 1. 60 45. 55 103. 20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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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

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年、1992 年、2002 年和 2012 年。

注: 其中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普查使用长表数据，根据比例 9. 5% 和 10% 进行换算得到农业劳动力人口。

1984 年国务院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同时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承包

关系，延长承包时间，并且鼓励劳动力转移［13］。乡镇企业的繁荣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发展

的一大亮点，由于家庭对农业生产具有自主决策权，家庭内部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剩余劳动力转

移进入城镇现代部门或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步入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道路。伴随着农

产品统购派制度的改革，农产品流通不断活跃，但也暴露出改革的弊端，经济过热等不可持续因素

增加。1985—1990 年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进入经济整顿时期。1982—
1990 年由农村转移至城镇的人口规模约为 1 500 万人，而 1970—1975 年期间年出生人口①都在

2 000万以上，到 1990 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 7. 5 亿，比 1982 年约增加 1. 4 亿; 农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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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0—1975 年出生人口在 1990 年时已进入劳动年龄，由于城镇人口占比约为 17%，且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高

于城镇，故农村出生人口占绝大部分。



规模增加至 4. 58 亿，比 1982 年约增加 0. 8 亿，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下降 1. 2 个百分

点，其中男性农业劳动力比女性约多 2 200 万人，性别比下降为 109. 77。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多一

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

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在外国它就姓资; 在中

国就姓社”的重要论断［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由此被确立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工

业和服务业发展得到了强化，使得城镇的吸纳能力逐渐增强，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1990—2000 年农村转移人口规模约为 1. 25 亿人。到 2000 年，农业劳动力规模下降为 4. 34 亿人，

占总就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为 61. 64%，相比 1990 年减少了约 2 400 万人，其中男性农业劳动力减

少约 1 600 万人，女性减少约 800 万人，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下降为 107. 19。
进入 21 世纪，我国强化了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战略，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乡发展不协调

的矛盾日益严重。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在城镇发展进一步扩张发展的同时，农村

发展也得到大力支持，如取消农业税、给予农业补助，实行对农业予多取少的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大

量的农村人口继续流迁至城镇。到 2010 年，农业劳动力规模为 3. 26 亿人，占总就业劳动力比重为

45. 55%，相比 2000 年减少了 1. 15 亿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农业劳动力分别为 1. 66 亿、1. 60 亿，男性

只比女性约多 600 万人，性别比进一步下降为 103. 2。
长周期考察，农业劳动力规模由 1982 年的 3. 75 亿人增加至 1990 年的 4. 58 亿人，再逐步减少

至 2010 年的 3. 26 亿人，2010 年比 1982 年约少 5 000 万人。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人口比重

由 1982 年的 71. 93%逐步下降至 2010 年的 45. 55%，28 年间下降了约 25. 5 个百分点。农业劳动

力性别比由 1982 年的 115. 75 逐步下降至 2010 年的 103. 20，相应地男性农业劳动力多于女性由

3 000 万下降至 600 万，即女性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不断提高，但男性农业劳动力数量始终多于女性。
( 二) 农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

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内农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 表 2) 。粮食主产区内，2010 年河南和山

表 2 三次人口普查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 %

省份 1990 2000 2010 差值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0. 00
粮食主产区 68. 89 65. 71 65. 30 － 3. 60

河北 5. 71 6. 40 7. 17 1. 45
内蒙古 1. 46 1. 69 1. 78 0. 33

辽宁 2. 34 2. 63 3. 02 0. 68
吉林 1. 59 1. 92 2. 54 0. 95

黑龙江 1. 95 2. 26 3. 01 1. 06
山东 8. 64 8. 83 9. 18 0. 54
河南 9. 00 10. 18 9. 95 0. 95
江苏 5. 79 5. 08 2. 87 － 2. 92
安徽 5. 85 5. 73 4. 67 － 1. 18
江西 3. 44 2. 90 2. 93 － 0. 50
湖北 4. 90 4. 39 4. 70 － 0. 21
湖南 5. 97 5. 61 5. 45 － 0. 52
四川 12. 25 8. 10 8. 03 － 4. 23

非主产区 31. 11 34. 29 34. 70 3. 60
北京 0. 23 0. 19 0. 14 － 0. 09

省份 1990 2000 2010 差值

天津 0. 31 0. 32 0. 32 0. 01
山西 2. 10 2. 25 2. 52 0. 43
上海 0. 18 0. 20 0. 09 － 0. 09
浙江 3. 12 1. 86 1. 24 － 1. 87
福建 2. 14 1. 77 1. 46 － 0. 68
广东 4. 26 3. 78 3. 78 － 0. 48
广西 4. 12 4. 37 4. 70 0. 58
海南 0. 43 0. 52 0. 60 0. 17
重庆 — 2. 61 1. 93 —
贵州 3. 35 3. 72 3. 45 0. 11
云南 3. 82 4. 62 5. 18 1. 36
西藏 0. 15 0. 19 0. 23 0. 09
陕西 2. 96 3. 08 3. 22 0. 27
甘肃 2. 28 2. 65 3. 00 0. 73
青海 0. 30 0. 38 0. 39 0. 08
宁夏 0. 37 0. 44 0. 49 0. 12
新疆 1. 00 1. 34 1. 93 0. 94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 1) 根据粮食产量，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包括 13 个省份，即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

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 非主产区为其他省份。据统计，2010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为 8 237 亿斤，非主产区产量

为 2 693 亿斤，前者约为后者 3 倍; ( 2) 差值为 2010 年人口普查农业劳动力比重减去 1990 年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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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占比最高，超过 9%，其次是四川、河北和湖南，5 个省的农业劳动力为 39. 78%，占比超过粮食主

产区内农业劳动力的 60% ; 非主产区内，201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排名前 5 的依次是云南、广西、广
东、贵州和陕西，合计 20. 33%，占比约为非主产区农业劳动力的 60%。因此，粮食主产区内和非主

产区内农业劳动力分布的省份都较为集中。粮食主产区 1990 年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比

重约为 68. 89%，小幅下降至 2010 年的 65. 30%，下降约 3. 6 个百分点; 相应地，粮食非主产区比重

由 31. 11%增加至 34. 7%，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矛盾。
粮食主产区内，四川、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和湖北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处于减少态势，除江苏外

的 5 个省是劳动输出大省，导致其农业劳动力下降显著，而江苏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主要是农业

劳动力实现就地城镇化，由农民转为市民所致。非主产区内，浙江、福建、广东、北京和上海的农业

劳动力比重处于减少态势，主要是由于城镇化发展，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部门就业。纵观农业劳动

力减少的省份，东部地区的各个省份主要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各省主要是大规模农业劳

动力外流。除四川外，西部地区的各省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呈增加的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缓

慢，印证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三、农业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迁

( 一) 农业劳动力正在不断老化

随着农村人口快速转变，以及大规模农业劳动力人口转移进入城镇部门，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

化速度和严重程度，同时也是农业劳动力老化的过程。通过农业劳动力人口金字塔，可以从直观地

观察农业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迁过程，还能预期未来农业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迁趋势。
1990—2010 年，农业劳动力年龄金字塔呈现显著的“瘦身”，老化态势明显( 图 1) 。1990 年农

业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表现为年轻型，塔型为典型的下宽上尖，2010 年转变为成年型，农业

劳动力中位数由 32 岁增加至 44 岁，高龄农业劳动力规模( 50 岁及以上) 与低龄农业劳动力规模

( 50 岁以下) 比值由 0. 19 增加至 0. 53，这是一个显著的农业劳动力老化的过程。据预测，城镇化战

略大力推进的大背景下，2030 年前每年乡城人口迁移的数量将保持在 1 400 万 ～ 1 500 万人左

右［15］，农业劳动力老化程度进一步加剧，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矛盾凸显，谁来种地、谁来

产粮将成为农业发展日益突出的问题。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左图为 1990 年，右图为 2010 年。

图 1 1990 年、2010 年农业劳动力人口年龄金字塔( 百万)

分年龄组考察( 表 3) ，1990—2010 年，15 ～ 34 岁农业劳动力占比由 56. 73% 下降至 27. 61% ;

35 ～ 49 岁农业劳动力占比由 27. 65%增加为 37. 87% ; 50 ～ 64 岁农业劳动力占比由 13. 27%增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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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08% ; 65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占比由 2. 34%增加为 6. 44%。因此，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主要以 35 ～ 64 岁人口为主，约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 66%。
( 二) 农业劳动力呈现女性化特征

在传统农业中，通常男性以其体力而承担更多、负担更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并且女性随着年龄

的增加，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相应减少。1990 年，除 15 ～ 19 岁外，男性农业劳动力占比都高于女

性，并且随着年龄增加基本表现出女性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特点。1990—2010 年，由农村迁入城

镇的人口规模约为 3 亿人，其中 80% 左右为劳动年龄人口。2010 年，20 ～ 49 岁女性农业劳动力比

重都高于 50%，说明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为男性，导致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劳动力多于

男性。随着年龄组值的增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男性劳动力占比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总体而

言，男性农业劳动力占比由 1990 年的 52. 6% 下降至 2010 年的 50. 8%，说明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正在增加。

表 3 1990 年、2010 年分年龄组的农业劳动力比重 %

年龄组
1990 年 2010 年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15 /16 ～ 19 岁 13. 85 48. 59 51. 41 3. 01 54. 51 45. 49

20 ～ 24 岁 17. 76 50. 37 49. 63 8. 73 49. 15 50. 85

25 ～ 29 岁 14. 02 50. 28 49. 72 7. 84 49. 24 50. 76

30 ～ 34 岁 11. 10 51. 33 48. 67 8. 04 49. 28 50. 72

35 ～ 39 岁 12. 07 50. 58 49. 42 11. 29 48. 58 51. 42

40 ～ 44 岁 8. 89 51. 33 48. 67 13. 98 48. 13 51. 87

45 ～ 49 岁 6. 70 53. 30 46. 70 12. 60 48. 16 51. 84

50 ～ 54 岁 5. 69 57. 71 42. 29 9. 98 50. 82 49. 18

55 ～ 59 岁 4. 66 62. 03 37. 97 11. 09 52. 54 47. 46

60 ～ 64 岁 2. 93 69. 07 30. 93 7. 01 56. 37 43. 63

65 岁 + /65 ～ 69 岁 2. 34 76. 38 23. 62 3. 80 60. 42 39. 58

70 ～ 74 岁 — — — 1. 69 63. 49 36. 51

75 岁 + — — — 0. 95 61. 19 38. 81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起始分组为 15 ～ 19 岁，结束组为 65 + ; 而 2010 年的起始组为 16 ～ 19 岁，结束组为75 + ，

故两次人口调查不对应的组别用“—”表示。

四、农业劳动力素质变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引进价格低廉的收入流来源，即现代型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新

技术，以及促使农民积累的人力资本( 表现形式为教育或培训) ，因此提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水平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一)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和小学，且性别差异显著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小学，整个考察期内未上过学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

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高等学历劳动力不断增加( 表 4) 。1982 年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占比由高至

低排列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 或大学肄业) ，其中最高的为 35. 93%，最低的为

0. 03%，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达到 94. 6%，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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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文化素质劳动力。受 1986 年国家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共同影响，使得 1990 年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小幅上升至 95. 70%，比 1982 年增

加约 3 个百分点，其中未上过学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地下降至 22. 31%。到 2000 年，处于初中

及以下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占比达到 95. 25%，其中未上过学的下降至 11. 82%，初中的大幅度地增

加至 40. 31%，大学毕业( 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 由 1990 年的 0. 02%增加至 0. 13%。进入 21 世纪，

教育机会平等性不断提高，高校扩招政策促使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2010 年，大学毕业

及以上( 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到 0. 5% ; 小学和初中的农业劳动力占

比下降为 87. 7%，仍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表 4 农业劳动力各类受教育程度比重 %

年份 组别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1982 合计 35. 93 37. 15 21. 50 5. 39 — 0. 03* —

合计 22. 31 45. 28 28. 11 4. 28 0. 02 0. 00 —

1990 男 15. 07 44. 85 34. 19 5. 85 0. 03 0. 01 —

女 30. 26 45. 74 21. 43 2. 56 0. 01 0. 00 —

合计 11. 82 43. 13 40. 31 4. 61 0. 11 0. 02 0. 00

2000 男 7. 34 39. 81 46. 32 6. 32 0. 16 0. 03 0. 00

女 16. 57 46. 64 33. 92 2. 79 0. 06 0. 01 0. 00

合计 6. 18 37. 24 50. 43 5. 66 0. 42 0. 07 0. 01

2010 男 3. 72 33. 99 54. 36 7. 34 0. 50 0. 08 0. 01

女 8. 73 40. 59 46. 37 3. 92 0. 33 0. 05 0. 01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受教育程度比重是指某一类受教育程度的农业劳动力规模占总的农业劳动力规模的比重; * 表示数据为 1982 年大学毕

业和大学肄业农业劳动力占比; 将文盲、半文盲都划分在未上过学; 其中 0. 00 并不是 0，而是一个非常小的数。

分性别考察，未上过学和小学的女性农业劳动力比重始终高于男性，未上过学的女性农业劳动

力高于男性由 1990 年 15. 2 个百分点下降至 2010 年的 5 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在近两次人口普查

中都约为 7 个百分点。初中的男性农业劳动力高于女性由 1990 年的 12. 7 个百分点下降至 2010
年的 8 个百分点，高中 /中专的男性农业劳动力一直高于女性约 3. 5 个百分点。大学毕业及以上的

农业劳动力占比非常小，但仍然表现为男性显著高于女性。总体而言，未上过学和小学的女性农业

劳动力占比高于男性，初中及以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于男性，即低教育程度的女性农业劳动

力多于男性，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农业劳动力多于女性。
( 二) 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缓慢

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但增加缓慢，与全国就业人口的差距不断拉大( 表

5) 。长时期考察，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 5. 17 年增加至 2010 年的 7. 59 年，

表 5 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年份 农业劳动力人口 男性 女性 全国就业人口 差值

1982 5. 17 — — 6. 09 0. 92

1990 5. 99 6. 63 5. 28 6. 96 0. 97

2000 6. 91 7. 42 6. 36 7. 89 0. 98

2010 7. 59 7. 94 7. 23 9. 08 1. 49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差值表示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国就业人口的差距;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未给出分性别的农业劳动力人口

受教育数据，1982 年大学肄业的劳动力按一半的受教育年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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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 42 年。分性别考察，男性和女性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且前者高于后

者，差距逐渐缩小。2010 年男性和女性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7. 94 年和 7. 23 年，

两者差距由 1990 年的 1. 34 年一直下降至 2010 年的 0. 71 年，这主要是由于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

性不断提升，以及较高教育水平的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部门就业。农业劳动力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与全国就业人口相比，差距由 1982 年的 0. 92 年逐步增加至 2010 年的 1. 49 年，差距不断

拉大。
( 三) 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增加

通过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机制逐步形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奠定基础。
据统计，农广校系统建校 30 余年，累计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2. 4 亿人次，绿色证书培训 1 200 多万人。
2005 年，农业部提出依托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实施“百万中专生计划”，计划 10 年培养 100
万新型职业农民，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2008 年末，900 万农村劳动者参加了技

能培训，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农村实用人才资源规模达到 1 048. 6 万人①。根据近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针对农民职业教育不断加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稳步增加，预计我国新

型职业农民的规模将达到 1 亿人［16］。

五、结论与讨论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它的健康持续发展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景。在我国快

速老龄化和城镇化战略大力实施的大背景下，“农民荒”、谁来种地的问题进入人们视野。运用

1982 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考察和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变迁历程和现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业劳动力规模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态势，2010 年农业劳动力数量为 3. 26 亿人，

比 1982 年约低 5 000 万人。男性农业劳动力多于女性，差值不断缩小，由 1982 年的 3 000 万下降

至 2010 年的 600 万人，即女性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比重不断增加。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内农

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加剧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矛盾。
第二，农业劳动力呈现显著的不断老化特征，已处于成年型向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阶段。

2010 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要为 35 ～ 64 岁，占比达到 66%，其中 20 ～ 49 岁的女性农业劳动

力规模超过相应的男性农业劳动力。
第三，农业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缓慢，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农业劳动

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 5. 17 年增加至 2010 年的 7. 59 年，与全国就业人口的差距相

应地由 0. 92 年增加至 1. 49 年。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增加，已超千万，将达到 1 亿人。
新时期，农业劳动力的总体形势为数量不断减少，老化现象十分严重，素质提升缓慢。显然，若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保持不变，未来我国农业发展不仅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境，谁来种粮也成

为必须面对的问题，还将面临着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业技术应用难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农业可

持续发展。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第一，农业劳动力投入方面，在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仍然需要依靠广大农民，为此要适量留住适龄农业劳动力，吸取日本农业

生产的教训［5］，避免高龄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同时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增加对农业劳动

力的教育或培训，增加对种粮的指导，提高种粮的科学性。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经营能手进入

农业生产领域，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第二，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完善农业专业

合作社等组织作为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功能，完善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积极促进农

户传统观念的转变，引导农民将其土地进行流转，最终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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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所

在，是应对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重要战略。发挥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作用，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和

农民农业科技知识水平。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支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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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igration of Agriculture Labor Force After 1978: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ensuses of China

Yuan Xin Liu Houlian

Abstract By using the data of several population censuses of china ( from 1982)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tatus of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age structure，and population quality for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go up and then down and the male proportion is obviously much larger than the
female． Meanwhile，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force is more concentrated in both major /non-major grain producting are-
as． They also show the aging and feminization charaters are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crease slowly，the ga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national labor force is growing，and the size of new famer is in-
creasing． So we propose that keeping appropriate young famers，raising professional farmers，farmland transfer and agricul-
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New farmer; Aging; Population cens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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