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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数据(CHNS),利用混合数据的Tobit模型,探讨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

间在地区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从东部

到西部,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逐渐增加,特别是贵州省等西部贫困省份,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最长。老年人

农业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也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男性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最长,而西部地

区,女性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最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按照地区差异、性别差

异实行不同标准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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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每年以

近1000万的规模转移,截至2007年,全国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已达2亿的规模,平均各村约26.51%
的劳动力外出打工[1]。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主要以年

轻人外出打工、中老年人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和照顾

小孩的家庭分工模式。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

工人员的父母承担农活的比重达到61.6%,农业生

产主要依靠50岁以上的农村中老年人[2]。2000
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

60~64 岁 的 老 年 人 从 事 农 业 劳 动 的 比 例 为

62.7%,70岁以上老年人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为

29.2%。
老年人参加农业劳动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形

式,不仅关系到当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家庭的经济收

入,更关系到老年人的经济福利和健康福利。由于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文化等差异,我国农

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然而,现
有的研究很少对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差异进

行比较分析。仅有的研究主要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进行过地区比较。例如,爱德华·帕默等[3]的研究

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好于其

他地区。张文娟[4]利用2005年10%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存在明显的

差距,从东至西,老年人的劳动收入逐渐下降。由于

劳动收入综合了较多因素的结果(例如,价格因素),
无法清晰地描述老年人的劳动时间付出情况。对中

国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进行地区差异和性别

差异分析,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的

福利状况,而且对促进当前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立与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

的描述性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数据(简称CHNS)进行

分析,该 数 据 是 从1989、1991、1993、1997、2000、

2004、2006年对中国九个省进行的长期固定追踪调

查。该调查遵从多水平、随机群体样本的程序,主要

收集了关于人口健康、营养、收入、社区状况等方面

的信息。主要覆盖了9个省份(湖北、湖南、广西、贵
州、河南、山东、江苏、黑龙江和辽宁),总样本覆盖

41个市区、38个郊区、39个县城和108个乡村。分

析对象限定在5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老年人分为

年轻老年人、中等老年人和老老年人,为了扩大样

本,把50岁以上的年轻老年人纳入分析的范畴),运
用1997、2000、2004、2006共四年的混合数据进行分

析,总样本为67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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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度量的老年人每年农业劳动时间包括四大

块:参与菜地和果园、种植业、饲养家畜和家禽、渔业

等农业劳动时间。CHNS数据详细地记录了每个

老年人参与以上农业活动的每天工作小时数、每月

工作天数以及每年工作月份,可以详细地算出每个

老年人全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小时数。具体的计算方

法是:全年农业劳动时间=全年菜园、果园劳动时

间+全年种植业劳动时间+全年渔业劳动时间+全

年养殖家畜、家禽劳动时间。其中,全年种植业劳动

时间=全年劳动月数×平均每周劳动天数×平均每

天劳动小时数×(52/12),其他类别的劳动时间也诸

如此类计算。
表1是对5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4年年平均

农业劳动时间的地区比较。把调查的9个省份按照

各省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划分为东、中、西三

个地区。具体来说:将辽宁、山东、江苏划为东部地

区;将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划为中部地区;将广

表1 1997-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

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的地区差异比较 h

省份 农业劳动 种植业 菜地 家禽 渔业

东部 1081.64 530.36 272.48 273.05 5.75

江苏 1052.49 549.19 218.78 278.32 6.20

辽宁 884.98 270.44 327.84 286.61 0.09

山东 1251.32 672.51 314.12 256.61 8.08

中部 1173.07 514.56 318.61 321.32 18.58

河南 1001.56 614.90 115.18 269.85 1.63

湖北 1318.29 644.26 354.63 305.31 14.09

湖南 1368.61 277.58 584.35 452.47 54.21

黑龙江 923.55 492.23 197.81 233.50 0.01

西部 1284.53 518.37 303.28 451.67 11.21

广西 1117.74 414.08 285.25 399.79 18.62

贵州 1426.61 607.23 318.64 495.86 4.88

 数据来源:根据CHNS数据整理。h表示小时,下同。

西、贵州划为西部地区。从表1可以看出,老年人

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整体差异明显,呈现出从

东到西逐渐增加的趋势。东部地区农村50岁以

上的老年人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约为1082h,中
部地区约为1173h,西部地区最高,约为1285h。
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湖北、
湖南和贵州;全年农业劳动时间最少的是辽宁省

和黑龙江省。

1.年平均劳动时间

从表1来看,老年人从事种植业以外(即菜地、
家禽和渔业)的劳动时间几乎占整个农业劳动时间

的一半左右。特别是对于湖南省的农村老年人来

说,从事家庭副业的劳动时间超过种植业劳动时间,
这可能与湖南省的农业种植模式有关。由于湖南省

主要种植水稻,全年农忙时间不超过2个月,因此老

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较少,仅仅约278h。而山

东省是典型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省,老年人的种

植业劳动时间最长,全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约为

673h。

2.相对劳动时间

表1仅仅为我们呈现了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

长短,并不能让我们了解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在

整个家庭农业劳动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当前我国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老年人

承担着大量的农业劳动负担,因此,比较老年人的农

业劳动时间在整个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中所占的比

例,特别是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相比,他们的相对地

位如何,无疑更具有参考价值。利用相对劳动时间

指标来进行衡量,相对劳动时间采用50岁以上老年

人4年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与家庭劳动力平均农业

劳动时间之比来衡量。

表2 中国农村50岁以上老年人年平均相对劳动时间的地区差异 %

辽宁 黑龙江 江苏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贵州

(50岁以上)农业劳动时间/劳动力平均农业时间 97 96 105 100 98 93 98 97 110
(50岁以上)种植业时间/劳动力平均种植业时间 77 80 97 87 86 85 68 79 96

(50岁以上)农业劳动时间/(30~50岁)平均农业时间 92 91 102 100 90 83 90 81 102
(50岁以上)种植业时间/(30~50岁)平均种植业时间 69 74 91 86 81 76 57 65 94

 数据来源:根据CHNS数据整理。

  从表2可知,贵州省和江苏省老年人的年平均

农业劳动时间高于家庭劳动力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

间。例如,在贵州省,一个50岁以上老年人的全年

农业劳动时间相当于家庭劳动力年平均农业劳动时

间的1.10倍;相当于30~50岁的壮年劳动力年平

均农业劳动时间的1.02倍。这可能与贵州省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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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劳动力转出大省有关,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

多外出打工,农业劳动的负担则更多地落到老年人

身上。对于黑龙江省来说,虽然这一比值最低,但一

个5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也相当

于青壮年劳动力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的91%。可

见,从整体来看,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是我国农

业劳动的主体,特别是对于劳动力转移大省来说,老
年人承担农业劳动负担更高于青壮年劳动力。显

然,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对于保障我国农业生产、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农业劳动时间包括菜地、养殖等时间,这一

指标更多体现的是劳动时间的长短。如果采用种植

业时间的相对值进行比较,我们则可以看出老年人

工作的强度。从表2可以看到,湖南省老年人年平

均种植业劳动时间仅相当于家庭劳动力年平均种植

业劳动时间的68%,这一比值最低。其次是辽宁

省、广西省,均低于80%。江苏省和贵州省的老年

人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7%和96%。总之,中国农

村老年人的总体农业劳动时间并不明显地低于家庭

劳动力的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但从事种植业的劳动

时间却低于家庭平均种植业劳动时间。这可能与老

年人的身体因素有关。随着年龄的增加,健康状况

的恶化使得老年人不得不减少种植业劳动时间,但
需要体力较少的农业副业劳动时间并没有明显

减少。

3.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由于生理特征、社会风俗习惯等影响,老年人的

劳动供给行为有可能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特别

是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女
性老年人往往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男性老年人则

承担更多的农业耕种任务。表3是中国农村老年人

农业劳动时间差异的性别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呈现

一定的性别差异,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因地区差异而

异:(1)从整体上看,西部女性老年人的年平均农业

劳动时间最长,约为1385h,东部女性最少,仅约为

1081h;中部男性最长,约为1188h,而东部男性最

少,约为1082h。(2)对于年平均种植业劳动时间

来说,中部男性老年人最高,约为649h,西部男性最

少,约为563h。(3)在东部和中部,男性和女性老

年人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差

异,但在西部,女性老年人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高

于男 性,男 性 老 年 人 约 为 女 性 老 年 人 的 84%。
(4)男性老年人的年平均种植业劳动时间均高于女

性老年人,这一特征在中部最为明显。从表3可以

看到,中部男性老年人的年平均种植业劳动时间

是女性老年人的1.72倍;东部次之;西部最少,仅
为1.17倍。

表3 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农业劳动时间 种植业 菜地 家禽 渔业

东部男性/h 1081.86 574.52 298.42 200.74 8.18

东部女性/h 1081.41 485.25 246.83 346.58 2.75

性别之比/% 100 118 121 58 299

中部男性/h 1187.99 648.99 298.58 209.13 31.29

中部女性/h 1157.89 377.90 338.98 435.38 5.63

性别之比/% 103 172 88 48 556

西部男性/h 1165.95 562.90 242.58 340.82 19.65

西部女性/h 1385.33 480.53 354.88 545.89 4.03

性别之比/% 84 117 68 62 490

 注:数据来源———根据CHNS数据整理。性别之比指男性比女性。

  总之,由于地区之间地理特征、文化差异等诸多

不同,老年人农业劳动的性别差异呈现出地区性的

不同。在中部地区,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的种

植业劳动时间差异最大,男性老年人的劳动负担远

远高于女性老年人;而在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的劳

动负担更重,这可能与贫困地区女性老年人的相对

地位较低有关。

  二、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

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1.总体上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会导致有偏的估计结

果。这是因为,在调查中只能观察到那些参与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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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的老年人的劳动时间,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农

业劳动的老年人,他们潜在的劳动时间无法得知,
只能将他们的农业劳动时间设为零,通常这部分

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因此,老年人的劳

动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存在着样本截断的问题,
如果运用Ols,就会得出有偏的估计结果。对于这

种情况,通常可采用 T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

定如下:

Lit=max{0,Zitβ+μit},i=1,2,...n;

t=1,2,...,T    μit|Zit-N(0,σ2)

  其中Lit为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Zit是解释变量

行向量,μit是扰动项。解释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人

特征和家庭特征,例如: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

年限、家庭土地面积、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家庭财产

分为生产型和消费型财产。生产性家庭财产,例如

农用机械、摩托车等,可以替代劳力,减少老年人耕

种土地的时间和劳累强度。消费型的固定资产,例
如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家庭

富裕程度)以及省份的虚拟变量(用以反映地区之间

气候、地理特征以及文化习俗等差异)。
表4中的(1)和(3)列是运用混合数据的Tobit

模型估计的结果,(2)和(4)列是运用 Ols估计的结

果。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本文以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准。

表4 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

种植业劳动时间

Tobit
(1)

系数 标准误

种植业劳动时间

Ols
(2)

系数 标准误

农业劳动时间

Tobit
(3)

系数 标准误

农业劳动时间

Ols
(4)

系数 标准误

年龄55~60 -106.90*** 31.65 -106.05*** 31.52 -108.17** 53.60 -105.44** 52.90

年龄60~65 -177.15*** 36.93 -176.09*** 36.64 -149.66** 62.98 -143.83** 61.49

年龄65~70 -213.31*** 44.09 -208.59*** 43.68 -201.85*** 74.93 -193.92*** 73.32

年龄70~75 -245.03*** 64.27 -245.36*** 63.86 -222.77** 109.38 -231.88** 107.19

年龄75~80 -376.90*** 97.95 -377.73*** 97.72 -574.16*** 165.77 -566.49*** 164.00

年龄80以上 -370.37** 151.92 -368.60** 152.46 -354.24 255.21 -350.85 255.88

性别(男/女) 134.84*** 27.98 134.71*** 27.63 -41.18 48.11 -40.98 46.37

教育年限 -2.01 4.26 -1.89 4.23 -8.58 7.27 -8.53 7.11

家庭规模 0.99 6.51 0.39 6.48 -5.32 11.01 -1.88 10.87

家庭财富 -0.003** 0.001 -0.004** 0.002 -0.020*** 0.003 -0.020*** 0.002

土地面积 -0.93 0.74 -0.87 0.74 0.51 1.23 0.66 1.24

黑龙江 181.18*** 68.33 183.46*** 67.72 -66.84 116.84 -64.80 113.66

江苏 262.19*** 57.06 262.09*** 56.45 169.65* 97.93 165.64* 94.74

山东 203.62*** 61.78 201.30*** 61.12 352.27*** 105.93 340.67*** 102.58

河南 56.41 62.05 57.01 61.45 -129.97 106.32 -141.75 103.14

湖北 336.23*** 60.20 337.89*** 59.54 344.28*** 103.30 333.83*** 99.94

湖南 70.57 65.75 68.60 65.23 452.02*** 112.28 443.57*** 109.49

广西 109.10*** 58.01 108.35* 57.40 185.71* 99.53 174.75* 96.33

贵州 348.64*** 57.34 349.22*** 56.75 634.10*** 98.30 628.66*** 95.24

常数 362.26*** 61.65 357.98*** 61.13 1192.94*** 105.07 1182.25*** 102.60

观测值      2499                  2499                              2499                                           2499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年龄虚拟变量组以50~55岁为对照组。省份的虚拟变量组
以辽宁为对照组。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种植业劳动时间还是

农业劳动时间,老年人的劳动时间都随着年龄的增

加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的程度越来越大。例

如,对于55~60岁的老年人,全年种植业的劳动时

间下降约107h,农业劳动时间下降约108h。从65
岁起,老 年 人 的 全 年 种 植 业 劳 动 时 间 下 降 超 过

200h,全年农业劳动时间下降也超过这一水平。可

以说,65岁是老年人种植业劳动时间下降的一个门

槛。表4的(1)和(3)列显示,从75岁开始,老年人

的农业劳动时间和种植业劳动时间分别下降约

574h和376h。可见,农业劳动时间下降的幅度远

远大于种植业劳动时间的下降幅度。显然,对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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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老年人不仅种植业劳动时间

下降很快,而且其他需要体力较少的农业副业劳动,
例如菜地、果园和饲养家畜的时间也快速下降。

男性老年人明显承担着比女性老年人更多的农

业劳动,全年种植业劳动时间多出约134h,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对于整个农业劳动时

间来说,性别变量的系数为负,也不显著。显然,女
性老年人虽然参加的种植业劳动时间少一些,但是

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副业劳动。
从表4可以看出,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和

农业劳动时间都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表4显示,
作为对照组的辽宁省的农村老年人全年农业劳动时

间最少。相对于辽宁省的农村老年人来说,贵州、湖
北、江苏的农村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最长,他们

的种植业劳动时间分别比辽宁省的老年人超出约

348h、336h、203h,这些结果均在1%的显著水平

上显著,而且与数据的描述性结果一致。这种地

区差异与自然气候、农业生产条件等息息相关。
辽宁省地处我国东北地区,全年冬季较长,气温偏

冷,不利于农业生产。相对于辽宁省来说,贵州省

则因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适合农业生产;同时

贵州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以

及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老年人必须投入更多的

农业劳动时间。很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处山区和

丘陵一带的贫困地区的老年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由

于家庭经济贫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往往比其他地

区的老年人劳动时间更多[4]。

2.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仅仅从总体上说明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

动时间存在明显的年龄下降的趋势和显著的地区差

异。那么这种地区差异究竟如何呈现,还需要对不

同地区分别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在表5中,东、中、西地区的划分按照表1的标

准。在东部地区,以辽宁省为对照组,江苏和山东的

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明显高于辽宁地区。在中

部地区,以湖南为对照组,结果显示,湖北省老年人

的种植业劳动时间比湖南省高出约300h。在西部地

区,对照组为贵州省,结果表明,广西省老年人的种

植业劳动时间比贵州省全年少约259h。可见,即
使在同一区域,农村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都呈

现明显的差异。
从表5可以看到,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地区老

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随着年龄增加都明显下降,
中部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下降最早,从55岁以

后就开始明显下降;东部和西部老年人均是从60岁

以后出现明显下降。不过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

区进行比较,中部地区的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加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老

年人和西部地区老年人。
对于整个农业劳动时间,东部和中部老年人的

农业劳动时间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系数不显著,这
可能与东部和中部的老年人承担较多的种植业以外

的农业劳动相关。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

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这可能与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健

康恶化相对较快有关。对于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贫

困、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老年人无法看病,看不

起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健康下降对老年人劳动

能力的影响较大。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男性老年人的农业劳

动时间高于女性老年人,但是在西部地区,男性老年

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这一结果

再次证明,在西部地区,老年妇女承担着更为繁重的

农业劳动,这可能与她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

关。可见,贫困地区的老年妇女的生存状况尤其值

得关注。

  三、结 语

通过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的

种植业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地区

差异和性别差异。总体上来看,男性老年人比女性

老年人承担更多的种植业劳动,但女性老年人不仅

承担着较繁重的种植业劳动,而且承担着较多的家

庭副业劳动,因此,女性老年人的全年农业劳动时间

超过男性老年人。此外,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呈

现较大的地区差异。从东到西,老年人的农业劳动

时间逐渐增加,特别是贵州省等西部贫困省份,老年

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最长。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性

别差异也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相对而言,中部地区

男性老年人最辛苦,而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最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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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国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回归结果

种植业劳动时间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业劳动时间

东部 中部 西部

年龄55~60
-48.98
(57.64)

-206.63***
(50.71)

-56.79
(56.22)

50.66
(95.42)

-198.63**
(83.44)

-200.23**
(100.65)

年龄60~65
-167.49**
(68.17)

-174.88***
(61.80)

-168.91***
(63.02)

-151.07
(113.08)

-83.81
(101.51)

-235.88**
(113.76)

年龄65~70
-230.68***
(85.32)

-243.20***
(73.03)

-159.85**
(71.77)

-175.66
(141.42)

-101.77
(120.05)

-352.42***
(129.89)

年龄70~75
-165.89
(124.74)

-288.46***
(110.92)

-243.39**
(100.09)

-284.27
(206.83)

-97.37
(182.44)

-332.4*
(181.53)

年龄75~80
-399.42**
(194.12)

-429.99**
(199.64)

-308.94**
(135.95)

-307.69
(321.56)

-585.05*
(327.92)

-742.77***
(242.62)

年龄80以上
-287.82
(265.88)

-516.14*
(272.55)

-372.78
(247.86)

-73.66
(440.06)

-489.44
(447.81)

-609.09
(434.64)

性别(男/女) 90.90*
(52.41)

228.25***
(46.06)

73.57
(47.61)

43.06
(87.25)

23.17
(75.61)

-199.56**
(87.15)

教育年限 -19.19**
(7.63)

5.99
(6.92)

8.99
(7.87)

-24.44*
(12.66)

-1.68
(11.37)

0.35
(14.17)

家庭规模
-0.85
(12.39)

-24.17**
(11.27)

11.73
(10.42)

-3.79
(20.62)

-33.23*
(18.53)

10.52
(18.44)

家庭财富
0.001
(0.004)

-0.004**
(0.001)

-0.001
(0.004)

-0.009
(0.006)

-0.019***
(0.003)

-0.008
(0.007)

土地面积
0.76
(1.41)

-1.46
(1.14)

-1.59
(1.33)

5.19**
(2.32)

-1.54
(1.88)

-0.15
(2.31)

黑龙江
83.20
(73.70)

-494.98***
(120.86)

江苏 224.44***
(62.25)

132.77
(103.68)

山东 188.71***
(65.79)

336.45***
(109.62)

河南
20.83
(61.93)

-521.81***
(101.59)

湖北 299.97***
(59.46)

-57.01
(97.53)

湖南 对照组 对照组

广西 -258.80***
(46.14)

-465.03***
(84.72)

贵州 对照组 对照组

辽宁 对照组 对照组

常数 443.38***
(89.79)

480.12***
(82.33)

600.70***
(78.48)

1135.37***
(149.13)

1689.42
(135.02)

1835.36
(141.05)

观测值 804 897 798 804 897 79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年龄虚拟变量组以50~55岁为对照组;括号中代表标准误。

  一般来说,地理气候特征、产业结构布局和劳动

力转移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呈现地区差

异和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中农业的比重

越多,老年人农业时间越长,例如,山东和湖北省;劳
动力外出打工越多,越加重老年人的劳动负担;经济

越贫困,女性老年人的地位越低,她们的农业劳动负

担也越大,例如,贵州省。尽管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

间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但中国农村

老年人劳动负担之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农

村老年人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并不明显地低于家

庭劳动力的年平均农业劳动时间。显然,在当前农

村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在我国

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地区差

异的分析让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

以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现状,了解这一现

状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提高老年人的晚年

福利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针对以上结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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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建议:
(1)降低老年人的农业劳动负担。在当前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大力度地推进农村

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积极研制并推广替代

劳动力的小型农业机械。(2)加快我国新型农村养

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考虑到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农业

劳动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新型农村养老保

险应该避免“一刀切”,应该按照地区差异、性别差异

实行不同的标准。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老年人,
国家应该加大补贴力度。(3)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

健康福利。过重的农业劳动负担势必影响老年人的

健康。考虑到老年人是医疗需求的最大主体,因此,

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该多向老年人倾斜,
让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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