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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变化趋势谋划乡村振兴
 张 琛 张云华

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及其结构

变化将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谋划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此

作为重大变量与远期背景。本研

究采用队列要素法测算了当前至

2 0 3 5年农村常住人口数及结构，

2035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下降到

3亿至3.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超

过25%；16―59岁农村劳动力在1.06
亿―1.45亿，60岁及以上农村常住

人口比例在44.99%―55.12%。应根

据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劳

动力快速下降、农村老龄化明显升

高、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背

离这四大长远变化趋势，超前15年
谋划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发展，不

断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

统筹深化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农村

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预测2035年农村常住人
口将降到3亿至3.5亿，占比
不到25%

（一）预测方案设计

本研究采用队列要素法对2035
年农村常住人口进行预测。具体方

法是：假设每个时期 t，人口总体

分布在0―100岁的年龄段上（100

岁以上人口合并到100岁中）。对

于t+1期而言：一是t+1期1―100岁
的人口，通过t期0―100岁的人口

结合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率进行

预测；二是t+1期0岁的人口，通过t
期育龄（16―49岁）妇女，结合总

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假设

进行预测；三是加总可得t+1期人

口。农村常住人口的预测首先需要

选定预测起始人口。

本项预测采用了两个数据基

础，考虑了两个方案。国家每10年
开展一次的人口普查是最为权威的

人口统计数据来源，普查年份对各

个年龄的人口统计更为精准，在人

口规模和结构的预测上更有优势，

方案一选取2010年全国第六次普查

数据作为研究起点。同时，考虑到

数据的时效性，方案二以《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2018年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

村常住人口进行进一步预测，以期

能够全面地研判2035年我国农村常

住人口与结构。

（二）影响因素与参数设定

队列要素法进行预测的关键参

数设定是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性

别比、平均预期寿命、农村常住人

口向城镇净迁移数量，这些是未来

农村常住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

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农村

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普遍高于城市，

但考虑到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

移到城镇、以及人们生育意愿减

弱，农村总和生育率将保持缓慢的

下降速度。本研究首先根据历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公布

的育龄妇女生育率计算出2011―
2 0 1 8 年农村总和生育率，根据

w i n d 数据库公布的具有广泛共

识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得到2011―
2018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以调整

后的2018年农村总和生育率1.71为
基准、每年降低0.02进行预测。

第二，出生人口性别比。本研

究基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获得了农村地区的出生

人口性别比，将其应用到2011―
2018年的人口估计当中，并假定

2018年之后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

保持不变。

第三，平均预期寿命。考虑

到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以及农村居民

预期寿命普遍低于城市居民预期寿

命的情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蓝皮

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9—迈

向健康城市之路》资料显示，2015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1岁，

比2000年人均预期寿命71.4岁提高

了4.7岁，其中2000年中国农村居

民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国家

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资料显

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8年的

77.0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本

研究推算2018年农村地区男性预期

寿命为75岁，女性预期寿命为76
岁，按照每年0.2岁增速，依次类

推每一年的平均预期寿命。

第四，农村常住人口向城镇

净迁移数量是影响农村常住人口

的最大变量。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深入推进和城市落户居住政策的

逐步开放将会促进农村常住人口

流出。除了就业因素拉动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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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外，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和

便利的生活条件已成为促使农村常

住人口迁移进城的重要因素。因农

村人口向城镇的净迁移数量未有官

方公开数据，方案一根据已有研究

测算选取2011年农村常住人口向城

镇净迁移数2000万人。2018年农

村常住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0.13亿
人，我们粗略测算2018年农村地区

人口自然增长数约为250万人，方

案二综合估计2018年农村常住人口

向城镇净迁移数为1550万人，即农

村常住人口减少数与农村常住人口

自然增长数之和。此外，随着我国

经济步入新常态，未来城市二、

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存在着差

异：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近年来

由正转负，意味着第二产业吸纳

就业的能力在下降；第三产业的

就业弹性长期为正，表明服务业

吸纳就业的能力在增强。而农村

常住人口在城镇就业多为第二产

业（如建筑业、制造业等），第

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负将会减少

就业岗位，再结合农村人口基数

的降低，本研究假定每年农村常住

人口净流出数减少50万人。

（三）预测结果

本 研 究 采 用 适 用 于 我 国 的

国际通用人口预测软件PA D I S -
INT，考虑前述四项因素，对当前

至2035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及其

结构进行预测。表1报告了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研究起

点的方案一预测结果。表2报告了

以2018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研

究起点的方案二预测结果。需要

说明的是，两个方案预测的农村

常住人口与官方公布的农村常住

人口数存在着较小的差距，说明

本研究的预测结果基本符合我国

农村常住人口的实际情况。

方案一预测结果表明，到2035
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降至3.07
亿，比2019年末5.52亿农村常住人

口减少2.45亿。以2035年全国总人

口14.5亿计算，届时农村常住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1.17%，

将比 2 0 1 9 年农村常住人口比重

39.40%下降18.23个百分点，接近于

2019年末美国、英国、法国乡村人

口比重17.54%、16.35%、19.29%。

与此同时，2035年按我国标准计算

的16―59岁农村劳动力下降至1.06

表1 方案一：2011―2035年农村常住人口及结构预测

年份
总和生
育率

净迁移
人口数

（万人）

平均预期
寿命（岁） 农村预测人口

（亿人）
农村实际人口

（亿人）

16―59 岁农村
劳动力

（亿人）

60 岁及以
上人口

（亿人）

16―64 岁农村
劳动力

（亿人）

65 岁及以上
人口

（亿人）男性 女性

2011 2.11 2000 73.4 74.4 6.48 6.57 4.11 1.03 4.45 0.68

2012 2.08 1950 73.6 74.6 6.32 6.42 3.93 1.06 4.29 0.70

2013 2.12 1900 73.8 74.8 6.17 6.30 3.76 1.10 4.14 0.72

2014 2.11 1850 74.0 75.0 6.01 6.19 3.58 1.14 3.98 0.74

2015 2.02 1800 74.2 75.2 5.85 6.03 3.42 1.17 3.82 0.77

2016 1.93 1750 74.4 75.4 5.68 5.90 3.26 1.19 3.65 0.80

2017 1.85 1700 74.6 75.6 5.52 5.77 3.11 1.21 3.49 0.83

2018 1.71 1650 74.8 75.8 5.34 5.64 2.97 1.22 3.32 0.87

2019 1.69 1600 75.0 76.0 5.17 5.52 2.82 1.24 3.16 0.90

2020 1.67 1550 75.2 76.2 5.00 ― 2.68 1.26 3.01 0.93

2021 1.65 1500 75.4 76.4 4.83 ― 2.53 1.29 2.87 0.95

2022 1.63 1450 75.6 76.6 4.66 ― 2.39 1.32 2.74 0.96

2023 1.61 1400 75.8 76.8 4.50 ― 2.25 1.35 2.63 0.97

2024 1.59 1350 76.0 77.0 4.35 ― 2.12 1.39 2.52 0.99

2025 1.57 1300 76.2 77.2 4.20 ― 2.00 1.42 2.42 1.01

2026 1.55 1250 76.4 77.4 4.05 ― 1.88 1.46 2.31 1.03

2027 1.53 1200 76.6 77.6 3.91 ― 1.78 1.51 2.23 1.06

2028 1.51 1150 76.8 77.8 3.78 ― 1.67 1.55 2.14 1.09

2029 1.49 1100 77.0 78.0 3.66 ― 1.58 1.59 2.04 1.12

2030 1.47 1050 77.2 78.2 3.54 ― 1.48 1.62 1.95 1.15

2031 1.45 1000 77.4 78.4 3.43 ― 1.39 1.65 1.85 1.19

2032 1.43 950 77.6 78.6 3.33 ― 1.31 1.67 1.75 1.23

2033 1.41 900 77.8 78.8 3.24 ― 1.22 1.68 1.64 1.26

2034 1.39 850 78.0 79.0 3.15 ― 1.14 1.69 1.53 1.30

2035 1.37 800 78.2 79.2 3.07 ― 1.06 1.69 1.42 1.33

注：由笔者根据PADIS-INT软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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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34.58%，60岁及以上农村常住人口

比重上升至55.12%；按国际标准计

算的16―64岁农村劳动力数为1.42
亿，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将下降

到46.32%，65岁及以上农村常住

人口数将达到1.33亿，占农村常住

人口的比值将上升到43.38%。

方案二预测结果表明，到2035
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降至3.51
亿，比2019年末5.52亿农村常住人

口减少2.01亿。以2035年全国总人

口14.5亿计算，届时农村常住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4.21%，

将比 2 0 1 9 年农村常住人口比重

39.40%下降15.19个百分点。与此

同时，2035年按我国标准计算的

16―59岁农村劳动力下降至1.45
亿，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下降

到41.29%，60岁及以上农村常住

人口比重上升至44.99%；按国际

标准计算的16―64岁农村劳动力

数为1 .79亿，占农村常住人口的

比重将下降到50.97%，65岁及以

上农村常住人口数将达到1.23亿，

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值将上升到

35.03%。

根据方案一和方案二的综合

预测，2035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

数将在3.07亿―3.51亿，占总人口

的比例在21.17%―24.21%，16―
59岁农村劳动力在1 .06亿―1 .45
亿，60岁及以上农村常住人口比

例在44.99%―55.12%。

根据未来农村常住人口
四大变化趋势，谋划乡村振兴
战略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农村常住人口是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体，根据上述预测结果，

本文概括出未来农村常住人口将呈

现四个巨大变化趋势，即农村常住

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劳动力快速下

降、农村老龄化明显升高、农村户

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背离。应基于

农村常住人口这四大长远变化趋

势，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划提前谋篇布局。

（一）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大幅

减少趋势，超前15年谋划乡村振兴

战略

15年后，我国农村将比当前

减少2亿多常住人口，减少将近一

半，几乎相当于减少英国、法国、

德国三个欧洲较大国家的人口总

量。对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

少的这一巨大变化，需要提前预

判、提前应对，需要超前谋划乡村

振兴战略及相关农业农村中长期

表2 方案二：2019―2035年农村常住人口及结构预测

年份 总和生育率
净迁移
人口数
（万人）

平均预期
寿命（岁）

农村预测
人口

（亿人）

农村实际人口
（亿人）

16―59 岁农村
劳动力

（亿人）

60 岁及以上
人口

（亿人）

16―64 岁农村
劳动力

（亿人）

65 岁及以上
人口

（亿人）男性 女性

2019 1.69 1500 75.0 76.0 5.50 5.52 3.19 1.17 3.55 0.81

2020 1.67 1450 75.2 76.2 5.36 ― 3.07 1.19 3.42 0.84

2021 1.65 1400 75.4 76.4 5.22 ― 2.96 1.20 3.28 0.87

2022 1.63 1350 75.6 76.6 5.09 ― 2.85 1.22 3.16 0.90

2023 1.61 1300 75.8 76.8 4.95 ― 2.73 1.24 3.05 0.93

2024 1.59 1250 76.0 77.0 4.81 ― 2.61 1.27 2.94 0.94

2025 1.57 1200 76.2 77.2 4.68 ― 2.48 1.31 2.84 0.96

2026 1.55 1150 76.4 77.4 4.55 ― 2.35 1.36 2.74 0.97

2027 1.53 1100 76.6 77.6 4.42 ― 2.22 1.40 2.64 0.98

2028 1.51 1050 76.8 77.8 4.29 ― 2.10 1.44 2.54 1.00

2029 1.49 1000 77.0 78.0 4.17 ― 1.98 1.47 2.43 1.03

2030 1.47 950 77.2 78.2 4.05 ― 1.87 1.50 2.31 1.06

2031 1.45 900 77.4 78.4 3.93 ― 1.76 1.53 2.19 1.10

2032 1.43 850 77.6 78.6 3.82 ― 1.66 1.56 2.08 1.14

2033 1.41 800 77.8 78.8 3.71 ― 1.58 1.57 1.98 1.17

2034 1.39 750 78.0 79.0 3.61 ― 1.51 1.58 1.88 1.20

2035 1.37 700 78.2 79.2 3.51 ― 1.45 1.58 1.79 1.23

注：由笔者根据PADIS-INT软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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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未来愿

景，归根到底是人的愿景，必须

基于人口及其结构长远变化来构

思构想。应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大

幅减少的趋势，对全国村庄总体布

局与微观设计、农村的国土空间

规划、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建设、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

城市与乡村的融合等各个方面进行

超前谋划。超前谋划应不止于五

年规划，而应放眼基本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未来15年。乡村振

兴的投资和建设不能囿于现有农

村常住人口而应根据大幅减少趋

势，科学设计、合理有效利用有限

的资金、资源、要素。未雨绸缪避

免浪费，千方百计提高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效果。

（二）根据农村劳动力快速下

降趋势，加快推进农业规模化、机

械化、智能化发展

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村劳

动力将下降至1亿多，比目前减少

1.5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快速下降

为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发

展既提出了挑战，又提供了机会。

首先，农业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需

要及早适应大幅减少的农村劳动力

条件以及新的“人地关系”格局，

加快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发展，提

高劳动力与土地、资金、技术、机

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与规模经营效

率。应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农业机械在

农业全领域、全过程的应用，创新

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机制，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努力弥补规

模较小与机械不足差距，不断提高

我国农业竞争力。其次，应充分发

挥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优势，大力提

高农业智能化水平。将农业大数

据、云计算、智慧农机、农业机器

人、智能控制系统等智能化装备应

用于农业全过程、全产业链，应对

即将到来的农业农村劳动力相对不

足问题，让智能化促进农业脱胎换

骨，以智能化促进农业现代化。

（三）根据农村老龄化明显升

高趋势，不断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未来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问题

将十分突出，将会呈现几个特征。

一是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及其

子女进城，农村老龄化比例高，

农村约一半人口为老龄人口，农

村老龄化程度甚至高于城市。二是

农村中的老龄人口将多数是留守老

人，子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三

是农村常住人口居住分散，照料、

医疗等服务难度大。农村现代化征

程上的养老形势将异常严峻，健全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已迫在眉睫。首

先，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加大财政补贴与个人

缴费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养老

金水平。其次，应在农村新型合作

医疗制度中重点考虑老龄人口医疗

问题，针对农村老人老年慢性病、

居住分散、行动不便、报销不便等

特点，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沉

农村，贴近农村老人的医疗服务。

再次，应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

系，重点加强对失能、高龄老人的

救助；逐步提高日间照料中心、养

老院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探索集

中养老、互助合作养老、社会捐助

养老等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四）根据农村户籍人口与常

住人口相背离趋势，进一步统筹深

化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

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由于在农村享有承包地、宅基

地、集体经济股份等实实在在

的权利，大多数农民即便进城

也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放弃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农村常住

人口大幅减少，但农村户籍人口

并不会随之相应减少，今后农村户

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背离趋势将愈

发明显。到2035年，预计农村户籍

人口将比农村常住人口多4亿多。

这4亿多农村户籍人口是农村迁移

进城的城市常住人口，他们根在农

村、身在城市，人户分离、人地分

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与

居住权分离，呼唤着进一步统筹

深化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农村土

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首

先，应打破农村户籍与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利紧密挂钩的制度，

将农民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

居住权利分离。农民进城后，可

以落户不断根，依然保留其在农

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而

在城市享受社会权利与居住权

利，以权利分离实现进城农民人

户一致。其次，应积极探索、有

序推进进城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有效

途径。对于那些常年居住在城

市、有稳定收入来源与住所、不

愿再回到农村的进城农民，应该

允许他们自愿有偿退出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利，探索设计进城农

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与资格权、农村集体

经济股份权利与收益分配权利等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制度，建

立市场化交易平台与机制，理顺

进城农民的人、地、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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