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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背景下衰落农村可持续

发展问题研究
任鹏燕 靳雅楠

摘 要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涌进成为常态。而这种人口流动，无疑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其中衰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突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指出衰落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农

村空心化、农业传统化、农民经济收入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并提出衰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农业的

发展、教育与医疗的完善、配套设施的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以求使农村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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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限制的逐渐放松，人口

流动更加自由，流动范围更加广阔。但我国人口的流动具有大规

模单方向性特点，即大部分流动人口均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

样的流动一方面对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城市经济有不可忽

视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农村持续发展的问

题，导致部分农村的衰落。

一、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

（一）规模庞大

据 2010 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统计的“人户分离”的人口总量为 2.6 亿，改革开放

30 年来平均增长率达到 14% 。从 2010 年至今，人口流动依然

呈增长趋势。

（二）流动的准单向性

我国的人口流动是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但总体来看，绝大部

分的流动是单向性的，即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

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 2000 年人

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3.46 个百分点 。目前，城乡差

距进一步拉大，城市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停滞不

前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人更倾向于进城务工，充实自己

的经济能力。

（三）以“候鸟式”流动为主

我国的人口流动大军多为农民工，以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

而农民工的流动又以“候鸟式”流动为主，即农忙季节回家务农，

农闲季节进城务工。以 S 省 Y 乡南部的农民为例，该区种植花

椒、玉米、谷子、蔬菜等，其中花椒作为主要经济作物，虽是小农经

济，但每户种植花椒的数量不少，因此生活在该区的家庭在农闲

时会留一个人在家种田，其他人进城打工，但是在 8 月份花椒采

摘忙季时，基本上都会返乡摘花椒。除此之外，人口流动大军中

还有一部分人被称为“陪读大军”。由于某些农村没有学校或者

学校教育水平较低，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接受到较好的教育而陪

同子女去城市就读，每逢寒暑假便会返乡，开学时再离开。

二、衰落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村庄衰落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资金、技术、人

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低效配置的萧

条景象, 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落后形

成鲜明对比，农村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包括受教育、就业，农

村的新一代人们更愿意在城市居住，宁愿打工也不愿意回家种

地，从而农民面临着断层的危险，农村的未来发展成为突出问题。

（一）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

许多房屋空置，村庄人口越来越少。农民家庭的新生一代不

愿在村子里发展：上学的孩子要离开村子去外地就读，已经工作

的青年想继续留在农村发展的人很少，有能力的青年在城里买房

居家，能力稍弱的青年迁移到较富裕的农村，村中的女孩大部分

外嫁别的地方。村庄的中年人除了种地，也会在农闲时进城打

工，目的是增强自己的经济支付能力，以抵御未来可能的较大花

销的风险。村中的老年人则为主要留守对象，村子里缺少孩子们

青春般的活力，缺乏生气，老人的生活比较孤单，还要自理自己的

日常生活。

（二）农业发展传统化

农业多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并未实现规模化发展。由

于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以及农村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虽是精耕细

作，农民也添加了一些新农具，但农民使用的工具仍比较传统，尚

未实现农业现代化。以 S 省 Y 乡南部地区为例，南部地区多为

山地，道路狭窄，交通工具以及大型农具很难到达农田，由于特殊

的地形特征以及土壤的性质，该地盛产花椒，而且花椒的种植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成规模，后来土地包产到户后，人们进行荒

地的开垦，扩展花椒种植面积。现在务农的主力军是家中的中老

年成员，务农的人员逐渐减少，新一代青年已放眼城市，很少参与

农业生产，花椒面积开始萎缩，务农人员由于受知识结构的限制，

很难为农业现代化献言献策，大家只是年复一年按季节除草、采

摘，基本以人力为主。

（三）农民经济收入微薄

大部分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务农。衰落农村

的一个特点是农业发展落后，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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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微薄。即使是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工资收入，大部分农民家庭的

收入依然不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岗位基本为工

程建设、家政服务等。在中小型城市的服务行业，农民工的收入

每月为 1000-2000 元之间，从事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工资会达到

3000 元，为了能够挣较多的工资，一些农民工倾向于去北京这样

的大城市找工作。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在城市选择岗

位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为体力活，而且在城里打工的同时要付出

一定的消费资金，如住宿、饮食等，净收入会比较低。从农民的支

出来看，子女的教育费用、家人健康的卫生医疗费用是每个家庭

的大额支出，使得大部分农村家庭收支关系紧张，收不抵支现象

时有发生。

（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村庄内交通不便，学校、诊所设施简陋，基础设施不健全。村

民为了让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不得不陪同孩子去外地上学，村

民生病时很多时候都要去城市治疗，对于村民来说，学费、医药费

是一大笔花销，“上学难、看病难”成为衰落农村的普遍现象。国

家政府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家电下乡补贴、农用机器补贴、肥料

优惠等政策确实使村民得到了实惠，但却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

比如公共图书阅览室、休闲娱乐室的建设等，村民的生活比较单

调，闲暇时一般会选择看电视、聊天。

三、衰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发展现代化农业

村庄之所以会走向衰落，与滞后的农业经济有很大关系，条

块分割的小农经济制约了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落后的耕

作技术大大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要

从发展农业入手。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

进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业机械器具的购买补贴。村

委会等村级组织应与关于农业发展的社会公共组织加强合作，社

会公共组织要加强对农民耕作技术现代化的教育与培训，建设村

民图书馆并设置农业图书专栏。农民自身要自觉接受农业教育，

积极进行农业种植实践。加强与权威的农业专家组织的合作，邀

请专家进行实地考察，进行农业种植规划，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进

行农产品再加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除此之外，还要借助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销售的信息化，及时掌握市场价

格、需求信息，畅通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增强农业生产效益，实现

农业全方位发展，从而最终提高农业经济收入。

（二）加强教育、医疗民生领域的建设

教育、医疗是关乎民生的两大重要领域，农村要持续发展，就

要搞好教育、医疗建设。在教育方面，政府要积极发挥其宏观调

控的作用，加大对乡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教师

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鼓励优秀教师下乡进村教学。地方政府与社

会公共组织、村组织协同合作，加强教育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引

进现代化教学技术，让农村的孩子也可以在好的教育条件中上

学，这样家长就不用陪同孩子去外地上学，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

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同样要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首先，要完善基本的医疗设施，药品要能够满足村民的

基本需求。其次，就职医生要不断进行医学知识学习，提高自己

的医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行，无疑为村民就医看病减

轻了很多负担。但是村庄诊所的能力毕竟有限，家庭成员遇到棘

手的大病时，就需要去城市医疗设施齐全、医生水平高端的医院

就医，而这种情况对于村民来说，往往要花费巨额资金，有时会难

以支付，然而在城市就医，农村病员得到的补贴比例却很少，因

此，政府应加大村民去城市看大病的补贴，真正解决“看病难”问

题，真正减轻村民的后顾之忧。

（三）完善村庄的配套设施

完善村庄的配套设施，包括公路、公共汽车、农田水利设施、

专门的娱乐场所等，帮助村民便利并丰富自己的生活。“要想富，

先修路”，这是以前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体现了交通的重要

性。农村要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要做到人才和物品的“走出去、

引进来”，必须有较便利的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利于

农业的发展，而专门的娱乐场所是为了给村民的生活添加色彩。

娱乐场所里可以设置棋牌室、羽毛球网、乒乓球台、广场舞场等，

村民在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之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村

里可以设置图书室，村民可以去翻阅书籍，掌握各种知识。除此

之外，村庄里应设置便民超市，超市商品要以村民日常需求为导

向，为村民所需及时供货。村庄定点超市与村外临时摆摊的流动

卖家共同为村民消费提供方便。完善的配套设施，丰富了村民的

生活，村民之间的亲情、友情、乡情被强化，提高了村民生活的幸

福指数。

（四）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社会为保护和提高社会成员基本生活质量而采

取的处置社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是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

展 。农村的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来讲，不仅保障范围较窄，而且

保障水平低，这对于本身就贫困的农村来讲，无疑更加大了其与

城市的差距，因此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首先，要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人口能够满足生

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其次，发展好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

主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村庄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加大大病就医

的医疗费报销比例，真正实现“健康乡村”的建设。实施养老保险

制度，居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交付一定的养老金，等到年老无力

时可以享受到充足养老金的支持，解除生活的后顾之忧。第三，

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帮助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解决一系列难题，可

以充分借助村民互帮互助的乡村伦理，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组织

的共同努力，因人而异进行资金、实物、服务等救助，消除村民对

村庄的“弃离感”，帮助村民在农村更好的生活，从而使农村能够

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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