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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江西农村留守老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江西省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现状,结果表明:在农

业生产环境不佳、劳动力雇佣困难、政府支持和农村社区帮扶不足的情况下,60.9%的被访留守老人承担着农业

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部分人还同时承担着照料孙辈的重任;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素质和外部支持的不足,

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甚至影响农产品的持续供给。研究的目的在于,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以减轻农村留

守老人的劳动负担、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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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

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寻求更

好的生计改善途径,他们的父母也由此成为了我国

一个特别的群体———留守老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

达1793.9万人,占总人口10.27%,其中留守老人

占老年人的比重为20.74%。到2010年,我国农村

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同

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我国农业

劳动力“空心化”及 “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在目

前我国农村地区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土地流转机

制[1]、土地资源难以按边际效益规律自由配置的前

提下,留守老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任并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现在

许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40~50岁的劳

动力和60~70岁的老人[3]。
江西省是我国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之一,同时

也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和农村留守老人分布密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比重高达

67.1%,农村青壮劳力空心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留守

老人承担着各自家庭中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农业生产

任务。但是,由于农村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体

能和效率的递减以及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一方面

降低了农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规模,使得现代农业

生产理念和技术的推广受阻,从而影响了江西省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留守老人的

农业劳动负担,降低了他们晚年的福利水平[4]。因

此,本文基于江西农村青壮劳力空心化严重的背景,
考察江西省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现状、问题,目的

在于:一是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解决农村留守老人

农业生产的相关问题;二是合理利用江西农村留守

老人劳动力资源,解决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对接

的矛盾。

  一、资料收集与样本特征

1.资料收集

本研究中的农村留守老人是指在农村地区,因
子女(全部子女)长期(通常半年以上)离开户籍地进

入城镇务工、经商、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在家留

守的55岁以上的老年人。农业生产是指人类利用

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栽培植物(如粮食、棉花、花生和

油等作物)或饲养动物以获得所需产品的行为。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以课题组对江西省24个自

然村的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

之以无结构的个案访谈(以典型农村留守老人、个别

基层干部等为个案访谈对象)。问卷的试调查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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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调查于2009-2010年寒、暑假展开。为使样本具

有代表性,采取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首先,抽取农村留守老人比较多的典型市、县
(吉安、赣州、抚州等市及其县),再随机抽取样本村

(24个)和样本留守老人。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

问卷260份,有效问卷202份,问卷回收后,使用社

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分析。

2.被访留守老人的基本特征

被调查的农村留守老人共202人,男性133人,
占65.8%,女性69人,占34.2%。有178位留守老

人的配偶健在,占88.1%。55~65岁、66~75岁及

76岁以上的比例分别是41.1%、40.6%和18.3%,
平均年龄为68.38岁。在健康状况方面,有57位

(占28.2%)身体不好,32.7%的留守老人健康状况

一般,身体好者占39.1%。在文化水平方面,被访

留守老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者占77.7%,初中文

化水平者占16.8%,高中及以上文化仅占5.4%。

  二、江西省被访农村留守老人的农
业生产现状

  1.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情况

调查显示,有60.9%(123人)的被访留守老人

从事农业生产,男性占69.2%,女性占44.9%。在

从事农业生产的被访者中,55~65岁的有83人、占
50.4%,66~75岁的有82人、占36.6%(合计占

87%);配偶健在者占95.9%(118人)、配偶不在者

占4.1%(5人);21.1%身体不好、39.8%健康状况

一般、39.0%表示自己身体健朗;他们农业收入占家

庭总收入的比重在0~25%、25~50%、50~75%、

75% 以 上 的 分 别 占 25.3%、84.0%、94.6%、

95.8%。可见,江西省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老人主要

是以55~75岁、男性及配偶健在者为主,健康状况

并不乐观,并且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增加,留守老人

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也在增大。

2.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结构

被访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结构比较单一,主要

集中在粮食和蔬菜种植,粮食种植平均比重最大,其
次是蔬菜种植的平均比重。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见
表1),有164人从事粮食生产,平均种植比重为

46.6%;从事蔬菜种植的人数有168人,平均种植比

重为29.3%;从事林木、养殖、畜牧、棉油及其它生

产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所占比重很小,平均分别为

5.4%、4.9%、4.2%、4.8%、4.6%。

表1 被访农村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结构

作物 粮食 蔬菜 林木 养殖 畜牧 棉、油 其他

人数 164 168 161 157 162 157 157
平均比重/% 46.6 29.3 5.4 4.9 4.2 4.8 4.6

  3.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目的

调查发现,留守老人农业生产目的呈现出口粮

化、自给化等特征。表2显示,在123名从事农业生

产的留守老人中,种植粮食仅为满足自家消费的有

42人,占34.1%,除满足自家消费外还送人的占

22.0%(二者共占56.1%),从事商品粮生产的留守

老人只占38.2%,并且,55~65岁和65~75岁两个

年龄段的留守老人是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分别占

53.2%和26.7%。同时,为出售目的而从事蔬菜、
油、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留守老人仅占23.3%,比
以满足自家消费和送人为目的而生产的少47.2%。
基于其他目的(如储备今后生活或欠收情况下生活

所需等)而从事粮食、经济作物生产的人数百分比分

别是5.7%和6.2%。
表2 被访留守老人农业生产目的

作物
仅满足自
家消费

自家消
费、送人

除自家消费、送
人外,部分出售

其他 合计

粮食
比重/%

34.1(42)22.0(27) 38.2(47) 5.7(7)100.0(123)

蔬菜、油、
棉比重/%

50.0(73)20.5(30) 23.3(34) 6.2(9)100.0(146)

 注:括号内数字为调查人数。

另外,在从事林木生产的被访留守老人中,有

41.5%是出于满足自家生活需求为目的而从事林木

生产,而半数以上(58.5%)则将林木出售以获取经

济收入,其中,部分出售者占40.0%,全部出售者占

18.5%(见表3)。
表3 被访农村留守老人林木生产目的

人数 仅满足自家生活需求 卖掉一部分 全部卖掉 合计

人数 27 26 12 65
百分比/% 41.5 40.0 18.5 100.0

  4.留守老人完成农业生产的方式

调查显示,目前,半数以上(54.5%)被访留守老

人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农业生产任务,靠亲友(包括

邻居)帮忙完成农业生产的占26.8%,17.1%的人

通过部分雇人的方式完成,全部雇人完成的仅占

1.6%,而且65-75岁年龄段的留守老人基本不全

部雇人完成农业生产,部分雇人完成的所占比重也

是其中最小的,这反映出留守老人年龄越大,其“能
干得动就尽量自己做,不浪费钱请人”的观念更为根

深蒂固(见表4)。75岁以上年龄段的留守老人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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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农业生产的比重上升这一现象正好印证了这一

观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留守老人无论是健康还是

体力都难以承担全部的农业生产任务,不得已才雇

人劳动。
表4 被访留守老人完成农业生产的方式 %

自家人独自 亲友帮忙 部分雇人 全部雇人

占总比 54.5 26.8 17.1 1.6
55~65岁 50.0 24.2 24.2 1.6
65~75岁 62.2 28.9 8.9 0.0
75岁以上 50.0 31.2 12.5 6.2

  三、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存在的
问题

  1.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发展面临挑战

调查发现,留守老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表5
显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老人中,小学及以下文

化水平者占了76.4%,初中文化的占21.1%,高中

及以上文化水平者仅占2.4%。留守老人作为当前

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文化低层次化、年纪老龄

化、思想观念传统化,一方面,使得大多数农村留守

老人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传统、保守、粗放,制约着

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影响江西农业

种植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使得他们对

农业生产新技术的认知程度和把握能力低下,导致

他们对农业政策接受理解困难,这必将制约农业技

术的应用和进步,甚至可能导致农业技术的退步,影
响农业生产经营,从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5-6],
尤其不利于那些对市场灵敏度强、技术含量高的经

济作物种植业、渔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严重影响江西

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表5 从事农业生产留守老人的文化水平

人数及比例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合计

从事生产的人数 94 26 3 123
比重/% 76.4 21.1 2.4 100.0

  2.留守老人劳动负担重,劳动帮扶少,影响农产

品供给能力

(1)照料孙辈、家务和农业生产劳动负担并重。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是

多数留守老人谋生的主要手段。即使在子女外出务

工,将孩子和原本由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都留给了

老人的情况下,老人一般也是不放弃土地耕作[7]。
另外,由于受到传统家族延绵的责任感驱使,留守老

人将子女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甘愿用各种劳

动付出为子女尽力提供回报,和子女进行互惠互利

的代际交换[8]。在本研究样本中(表6),从事农业

生产的被访留守老人在完成日常家务活动的同时,
平均耕种了59.3%的家庭耕地。其中,38.2%还要

监护2个或2个以上的孙辈,有半数75岁以上的留

守老人承担着照料孙辈和农业生产的双重任务。调

查过程中同时发现,有近一半的留守老人表示子女

外出后劳动负担加重了,并且有近4成以上从事农

业生产的留守老人表示难以承担照料孙辈安全及教

育孙辈的重任。以上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在现有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包制、传统劳动观念和劳

作习惯的多重影响下,江西农村留守老人承担着农

业生产、家务、照料孙辈的三重劳动负担和责任,他
们在达到我国退休年龄之际,并没有像城市工薪阶

层的老人一样退出工作岗位,反而比那些子女没有

外出的农村老人更晚退出农业生产、承担更多更重

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因此,他们的晚年福利水平整

体上是下降的。
表6 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老人照料孙辈的情况

照料孙辈数(人)

≤1 2 3 ≥4
合计

农业生产人数(人) 76 33 12 2 123
占农业生产人数比/% 61.8 26.8 9.8 1.6 100.0

  (2)农忙季节雇佣劳动力难,农业劳动帮扶供给

乏力。在青壮劳力空心化的江西农村,农忙季节劳

动力普遍紧缺,雇人帮忙十分困难,而社区和村委在

为其提供农业劳动帮扶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又十分

有限。调查发现(表7),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老

人中,68.3%的人表示农忙季节雇佣劳动力困难,认
为雇劳动力容易的仅占13%,并且有38.2%的被访

者认为劳动力价格偏高。在劳动帮扶方面,少数

(26.8%)留守老人表示在农忙时能得到亲友、邻居

的劳动帮助,5%的被访者表示村委向他们提供过诸

如农业灌溉、传达涉农政策方面的服务,很少有人提

及村委和社区为他们提供过直接的农业劳动帮扶。
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老人多数(54.5%)是靠自己独

立完成农业生产。
留守老人劳动负担的加重、精力和体能的衰退

以及外部农业劳动帮扶的供给乏力,造成农业劳动

力投入不足,加之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
致使留守老人粮、油和蔬菜种植趋于自给化,不断减

少种植规模和批次,导致许多农田抛荒或季节性荒

芜,以及农地利用率、产量的降低,这必将减少农作

物的收成,影响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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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持久供给能力,特别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保障。
表7 农忙季节雇佣劳动力便利性及

村委劳动帮扶供给情况

农忙时雇人便利性

难 一般 容易

对雇人价格的评价

偏高 合理 偏低

村委提供
了劳动帮扶

样本数 84 23 16 47 69 7 18
比重/% 68.3 18.7 13 38.2 56.1 5.7 15

  3.农业生产环境不佳

本文所指的农业生产环境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

施和自然资源状况。农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农田水

利、农业电网及机耕道路等农业生产配套公共设施。
自然资源则是指土地资源、水资源质量及气候适应

性等。本研究样本数据(表8)显示,只有少数(平均

约1/5)被访者认为其所在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和自

然资源状况“好”,认为“差”的人数比分别为46.0%、

40.1%,感觉一般的分别占33.7%、40.1%。因此,
总体上,被访留守老人对其所在村的农业生产环境

的评价不高,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预

期,减少了农业生产行为。
表8 被访留守老人对农业生产环境状况的评价 %

环境状况 差 一般 好 合计

农业基础设施 46.0 33.7 20.3 100.0
村自然资源 40.1 40.1 19.8 100.0

  4.惠农政策不够、涉及面窄,留守老人切实需求

的服务和支持不足

2004-2010年,中央连续7年出台了指导“三
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广大农村、农民不同程度地享

受到了强农惠农政策。但从被访留守老人对所享受

到的惠农政策选择频率看(表9),享受到免农业税、
种粮补贴政策的人数比重分别为91.9%、77.2%,
分别排第一和第二,享受到农产品价格保护的人数

比重占11.4%,排第三,表示享受过农业生产技术

咨询和指导、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农资价格补贴及

其它政策的被访留守老人所占比重分别为4.9%、

1.6%、8.1%和1.6%。通过进一步访谈还了解到

以下情况:一是多数被访留守老人认为相对于目前

的物价水平来说,种粮补贴偏低;二是许多留守老人

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农产品信息发布、农业技术咨询

和指导服务的满意度很低;三是留守老人对农资价

格的调控、农业生产技术咨询和指导、农业灾害预

测、防灾减灾技术指导、农灾补贴的需求愿望较为强

烈;四是有相当一部分留守老人不太清楚惠农强农

政策、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项目及其内容,甚至不清

楚自己是否享受了免农业税和种粮补贴政策。由此

可见,一方面,目前的惠农政策和服务项目不够,涉
及面太窄,留守老人最为急需的农业生产支持政策

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对惠农强农政

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涉农服务质量较差。这说明,农
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可以获得的政府支持非常有

限,政府的角色仍然处于缺位状态,迄今为止并没有

调整社会政策来填补家庭功能缺失和自身素质的不

足,留 守 老 人 的 农 业 生 产 问 题 处 于 被 边 缘 化 的

地位[9]。
表9 留守老人对享受到的惠农强农政策的感知

免农
业税

种粮
补贴

生产技术咨
询和指导

发布市
场信息

农资价
格补贴

农产品价
格保护

其他
服务

选择人数 113 95 6 2 10 14 2
享受比
重/%

91.9 77.2 4.9 1.6 8.1 11.4 1.6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江西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情况的问卷调

查和实地访谈,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60.9%的被访留守老人承担了农业生产和

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部分同时承担着照料孙辈的

重任,并且,在我国农村,留守老人不可能完全退出

农业生产活动。原因在于:一方面,在目前我国农村

社会养老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是农村主

要养老方式,对于那些干得动的留守老人来说,如果

从子女那里得到过多的净经济支持会造成心理负

担[8],他们宁愿在自己体能和健康许可的情况下尽

可能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获取自己生活所需的农产

品,并且尽量从农业生产中赚得经济收入,积攒养老

金,以减轻子女负担,获得更多的尊严;另一方面,多
数留守老人把农业劳动当成了一种习惯,他们视农

业生产为活动筋骨、实现晚年价值、增加晚年生活自

我满足感的途径。
(2)过重的劳动负担、较低的文化素质及递减的

体能致使农村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单一

化、生产目的自给化及生产技术低水平化,影响了农

产品的持续供给,阻碍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

业持续发展。
(3)生产环境不佳、劳动力雇佣困难、政府支持

和社区、家庭帮扶不足等是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

面临着的主要困难,依靠自已力量是其完成农业生

产的主要方式,他们的晚年福利水平相对低下。因

此,目前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问题应引起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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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极大关注,为他们提供农业政策、农业技术支

持及劳动帮扶,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村劳动

力就地转移,并且尽快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社

会养老保障制度,以减轻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
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促进农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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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StatusQuo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ofRuralLeft-behindElderly

———BasedonSurveyDatainJiang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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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ampledatafromruralleft-behindelderly,thispaperanalyzesthestatus
quoofagriculturalproductionofruralleft-behindelderly.Theresultshowsthatfirst,undersuchcondi-
tionsaspooragriculturalproduction,difficultiesofemployinglaborforce,lackofsupportfromgovern-
mentandlackofhelpingfromtheruralcommunities,60.9%ofruralleft-behindelderlyinterviewed
havetobearthedoubleburdenbothin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housework,someofwhomwill,atthe
sametime,taketheimportantresponsibilityoftakingcareoftheirgrandchildren;second,theirpoor
qualityandinadequateexternalsupporthaverestricted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even
influencedthecontinuoussupplyofagriculturalproducts.Thepurposeistoarousetheattentionfrom
governmentandthewholesocietyontheissueofruralleft-behindelderlysoastoreducetheirlaborbur-
den,improvetheirwelfareand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

Keywords ruralleft-behindelderly;structureofagriculturalproduction;laborhelping;agricul-
turalproduction;ruralyoungandpostadolescentlabors;agricultur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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