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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老龄化不可避免

在中国，“谁来种地”是
一个长期问题。在农业税条
例废止之前，有的农户甚至
会 抛 弃 土 地 ，躲 避 交 税 。
2004 年 ，国 家 实 行 税 费 改
革，农业税全面取消。

“以前农民是不得不种
地，但在农业税取消后，他们
开始抢地种。”李国祥介绍，
2017 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以更好地解决“三农”
问题。自此之后，中国农业
的生产力及生产条件有了较
大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显著提高，粮食得以
持续增产。在此基础上，种
地改革稳步进行。

随着社会发展，关于种
地又浮现出一些严峻的问
题。李国祥认为，现阶段导
致“谁来种地”问题的社会背
景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随
着科技进步，农业专业化程
度越来越高，种地的门槛也
相应变高，即只有会种地的

人才能赚钱，不会种地就赚
不到钱；第二，农村人口老龄
化、高龄化趋势明显。

“农业老龄化在不同国
家呈现加深趋势，说明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是普遍且必
然的趋势……需要针对不
同年龄段、不同规模的农户
有所侧重地选择职业技能
教育和科技推广培训，以提
升农民的专业技能水平。”
在多篇农业经济主题的论
文检索中，“专业人才缺乏”
是一个常被提起的字眼，农
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对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的接受
能力不高，既懂技术又善管
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严重
不足。

调研报告中也解释，因
为农村基层的薪金待遇、环
境条件和发展空间与城市差
距较大，大量涉农人才外流，
涉农专业毕业生不愿到“三
农”一线工作；专业技术人才
紧缺，当前农业从业人员中，
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较少、老

龄化严重，难以满足农业生
产指导服务需求。

“年轻人不愿回家种地”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数据，2020年 55 岁及以上
农业劳动力占比接近 45%。
针对“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
种地”这一问题，调研报告提
出，原因之一是生产成本逐
年 走 高 ，种 粮 比 较 效 益 下
滑。近年来，陕西省粮食生
产成本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
于粮食产值年均增长速度，
随着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
和收入的小幅增长，粮食种
植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有时甚至处
于亏损边缘。

种粮收益不断收窄抑制
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12-2021 年，中国稻谷、小
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平均成本
由 2.03 元/公斤上涨至 2.33
元/公 斤 ，增 长 14.87％ 。
2021年三大主粮每公斤平均
出售价格为 2.57 元，较 2012
年仅增长 7.21%，其中 2016—
2019年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
更是低于平均成本。

在甘肃，“年轻人不愿回
家种地”已成为一种不用言
说的常识，年轻人读书即是
为了从农村走出来，不用再
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
天。即使在工厂流水线、工
地打零工，也不愿回家种地，
主要原因是“做什么工作都
比种地挣钱”。

村里老人种的地也越来
越少，一方面是中青年外出
发展，家里劳动力不够；另一
方面，这几年极端天气越来
越多，西北长期干旱导致村
里庄稼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加剧了弃耕外出的现象。一
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以前，村
里家中吃的面粉是将自家小
麦拉到磨坊推磨而成，但近
几年，不少人家一直在大超
市购买面粉食用。

与此同时，农业信贷融
资困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补贴水平相对较低、农业发

展激励有限都是打击农民种
地意愿的重要因素。

至于年轻人普遍不愿意
种地的选择，李国祥分析，随
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民
种地已不如之前辛苦，“但在
很多年轻人眼里，种地是没
出息、没前途的，所以他们都
不愿意干”。他认为，针对这
一问题，社会不必过多担心，

“他们终究有年老的时候，一
部分人还会选择回归乡村，
等他们觉得有参与建设乡村
的必要了，回来一样能从事
农业相关的工作”。

土地流转和社会服务
化两条腿走路

“土地零散，是年轻人不
回来的重要因素。”孔祥智
说，小农户经营现象普遍，破
碎的土地限制了生产规模，
如果要把土地规模化，需要
一 家 一 户 去 谈 判 ，难 度 很
大。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
据显示，中国户均经营规模
仅为 7.8亩，小农户占农业经
营主体的比重在 98％以上。

“有些小农户因为土地
租金太低，不愿意把地租出
去，自己三心二意地种，这类
普遍现象会影响国家的农业
发展。”李国祥表示，现阶段，
农业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竞
争力不足，具体而言就是农
产品价格偏高，成本偏高。
如果大量耕地效率低的小农
户把承包的土地退出来，让
真正会种地的人规模化种
植，就能推动土地成本下降。

2021 年，《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大
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
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
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
短期内通过流转土地搞
大规模集中经营。

孔祥智介绍，中国在
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发现规模经营要两条腿
走路：一条腿走土地流转
的规模化经营；另一条腿
走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
经营，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装备的规模经营，以服务
规模的扩大来弥补耕地
规模的不足。

“ 真 正 种 地 太 苦 ，也
有技术限制。”孔祥智举
了一个例子，“北京大兴
西瓜瓜农年龄平均在 70
岁左右，瓜农都发愁再干
几 年 干 不 动 了 怎 么 办 。
那是个技术活，不是年轻
人回来就能干的。”

孔祥智介绍，由于土
地流转价格较高，且根据
相关规定不能转移种粮
性质，农民种了粮食一旦
挣不到钱就会撂荒，但参
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又能
够获得项目补贴，“农民
就很高兴，愿意纳入到这
个项目里面”。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也要求，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
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
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归
根结底，种地改革还不够大
胆，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做
一些让农民可及可感的实
事。”李国祥说。 郑丹

农村老龄化、年轻人不愿返乡——

谁来种地难题求解难题求解

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文章《关于“谁
来种地”重大问题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
告”），该调研报告针对陕西省土地耕种现状是什么、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以及如何吸引各类主体人
群种地等三个板块，深度分析导致“耕地撂荒”“种地
劳动力老龄化”的多方面原因，并为政府部门应如何
支农提出多项措施，引发网友关注。

“（调研报告）写得非常客观，其他省份也差不多
是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
祥智也关注到这份调研报告，他说，“年轻人不种地”
是研究农业领域的共识，“（种地）养不活人，只能出去

（打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表示，据他观察，青年人普遍外出打工，如今大多是六
七十岁的人在种地，“如果年纪大的人有一天不在了，
那谁来种地？”

2 月 3 日，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文件首先
强调，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的同时也增强调控能力、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并聚
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