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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农村老龄化问题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D村位于我国贵州省，

其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与特色山地经济，作为一个山村，其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长期的人

口外流导致本村人口结构较为失衡。但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扶持与本村村民的努力，该村经济逐渐发

展，在外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流，本村的老龄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D村的发展模式为周边村寨乃

至西南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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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ural aging problem is the most impor-
tant part of China’s aging problem. D Village is located in Guizhou Province, which has distinc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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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untain economy. As a mountain village, its aging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long-term population outflow led to the more unbalanced village population struc-
ture.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efforts of the villagers, the 
village economy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young people outside also began to return. The aging of 
the village has been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D Village provides a so-
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and even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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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农村老龄化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短板，农村人口老龄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农村人口老龄化

程度比城市更重，区域差异和未富先老特征明显[1]。同时，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农村人

口老龄化会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2]。就国内而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60 岁及以上的人数为 26,402 万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比 18.7%；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

占 13.5%，老年人口数量众多[3]，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超过世界平均。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地处云贵

高原东斜坡地带，2022 年，贵州省常住人口 3856 万人，其中乡村常住人口 1742 万人，占 45.19% [4]。
复杂的地形与多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了贵州农村的特殊性，多民族共生的山地农村老龄化值得深入探究，

地处贵州省中部的 D 村便是较为特殊的研究案例。 

2. D 村人口情况 

2.1. 人口概况 

贵州省 D 村位于贵州省中部，是一座少数民族风情的村寨。其位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平均海

拔 1300 米左右，夏季室外气温一般 28 摄氏度，室内气温一般 25 摄氏度，全村辖 14 个村民小组，占地

面积 17 平方公里。 
截至 2022 年 7 月，D 村人口为 2199 人，占 L 镇全镇人口比重为 11.8%，在所属镇的 6 个村寨中排

名第 6，是人口最少的村寨。该村总面积约为 17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为 128 人/平方公里，低于所属镇

的 236 人/平方公里，低于全国平均 147 人/平方公里。由此可见，D 村人口密度较小。 

2.2. 性别构成 

D 村总人口 2177 人，其中女性人口为 1028 人，占 47.22%；男性人口为 1149 人，占比为 52.78%；

人口性别比为 111.77 (女性 = 100)，高于 98 到 105 的正常范围，故男性略多。 
由下表可知，从 2010 年至现在，该村每年的出生人口大约 35 人。男女比例通常为男多女少，仅有

在 2010、2011、2017 年新生女孩超过男孩或与男孩持平。 
性别比为 100 时，新生男女数量相等，比例越高代表男性数量越多。由表 1 可知，从 2010 年开始 D

村新生男女比例常年在 100 以上，在 2015 年超过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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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der composition of the birth population in Village D, 2010~2021 
表 1. D 村 2010~2021 年出生人口性别构成表 

年份 
出生人口(人) 性别比重(%) 

性别比(女 = 100) 
男 女 男 女 

2010 14 21 40.00% 60.00% 66.7 

2011 18 18 50.00% 50.00% 100 

2012 19 15 55.88% 44.12% 126.7 

2013 20 12 62.50% 37.50% 166.7 

2014 21 19 52.50% 47.50% 110.5 

2015 19 9 67.86% 32.14% 211.1 

2016 18 13 58.06% 41.94% 138.5 

2017 11 21 34.38% 65.63% 52.4 

2018 14 12 53.85% 46.15% 116.7 

2019 19 11 63.33% 36.67% 172.7 

2020 18 11 62.07% 37.93% 163.6 

2021 6 4 60.00% 40.00% 150 

2.3. 年龄构成 

按照联合国关于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即当一地 60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10%或 65 岁人

口数量超过 7%，即表明其进入老龄化社会[5]。从表 2 显示，D 村 14 岁及以下年龄段的孩童有 421 人，

占全村总人口的 19.3%，60 岁及以上老人有 367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16.8%，故 D 村人口老龄化现象较

为严重，依据联合国标准，D 村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Table 2. Table of age composition of Village D population 
表 2. D 村人口年龄构成表 

年龄组 人数 人口比重 

总计 2177 100 

0~4 岁 95 4.4 

5~9 岁 163 7.5 

10~14 岁 163 7.5 

15~19 岁 85 3.9 

20~24 岁 97 4.5 

25~29 岁 163 7.5 

30~34 岁 181 8.3 

35~39 岁 198 9.1 

40~44 岁 15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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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5~49 岁 176 8.1 

50~54 岁 190 8.7 

55~59 岁 148 6.8 

60~64 岁 69 3.2 

65~69 岁 123 5.6 

70~74 岁 57 2.6 

75~79 岁 55 2.5 

80~84 岁 39 1.8 

85~89 岁 16 0.7 

90~94 岁 7 0.3 

95~99 岁 1 0.05 

2.4. D 村人口外流情况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乡镇劳动力需求增涨，同时农村有限的土地和相对落

后的经济限制青年人的发展，而使得大量的农村青年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拼。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

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6]在现实经济条件和政策影响下，农村外流人口相

较于过去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背井离乡前往城市与乡镇，且他们大多是农村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和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的掌握者，有的人还掌握着民间技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者，在农村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人力资源。根据统计，从 1972 年开始，D 村共计外流人数 995 人；

其中在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外出 933 人，远远超过之前流动的人口规模。近 20 年是 D 村对外交

往，人口外出最多的时期。 
从图 1 可以看出，20 岁到 40 岁的外流人口最多，占总流出人数的 49%，是外流人口的主力军。一

般 20 岁到 40 岁正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和中青年人，他们在农村是重要的劳动力，如此大规模的中青年人

口外流，势必会对农村日常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此外 0 到 20 岁的孩童以及青少年外出人口占总人口的

29%，除去在外地出生的 26 人，共外流出 270 人，这些人口大多是被父母外出打工带在身边方便照顾而

随之流出，并接受外面更好的教育，也有在 18、19 岁的人员选择外出；60 岁以上的外出人口占比仅为

2.3%，即较少的老人选择外出。一方面是因为受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原因是老人年纪太

大，出行不便，难以更好的适应外界的生活，故多数外出打工的中青年村民往往选择将年迈的父母留在

家中。不过还是有相当部分的村民选择外出到距离村子较近的城镇工作、生活，这样不仅可以使外出村

民获得比在村内更高的收入与更方便的生活，也能在节假日返回村内照顾老人。 
将 D 村人口外流数据与户籍人口数据对比可知，大量的老人与学龄前儿童被留在村中。而生活在村

落之中的老人与孩童，饮食起居都需要青壮年人照顾，学龄儿童也需家长的教育辅导。由于 D 村已逐渐

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加之外出务工，故无暇赡养老人和抚育儿童。这些因素导致了人

口结构的不合理和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乡村的持续性发展。老人的子女在外打工，

并留下孩子由其照看，最近的学校又距离村落较远，需出钱请人代为接送上下学，读小学的孩子年纪较

小，需每天有专人来回接送，读初、高中的孩子平时住校则每周需要接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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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 Village population outflow age chart 
图 1. D 村人口流出年龄图 

3. D 村人口老龄化影响 

3.1. 农业生产发展被制约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生产、家庭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由

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留村老人成为耕种土地的主力。由于年龄大、体力不足，而且由于贵

州山区的土地呈现“碎片化”特点，导致其耕种效率低，无法进行大型农业生产，许多老人只耕种一小

块土地，一年下来收获粮食、蔬菜，以满足自身的口粮与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 
老龄化严重的乡村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无法依靠农业进一步发展经济。与城市相比，较低

的收入无法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工作、生活，导致恶性循环，人口外出、老龄化导致城乡差距变大，城

乡差距变大进一步导致年轻人不愿回到农村。 

3.2. 赡养压力增大 

农村青年外出，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家庭规模缩小，“传统加农村家庭老人由多个子女供养，

老人的吃、住、穿、医、照料等由家庭成员共同承担。”[7]由于青年人变少，导致老年人的赡养比重提

高，使得农民个人、家庭负担加重。 
在传统之中，中国农村存在大家族、大家庭，人口众多。但现代农村家庭及人口规模呈现出小型化

趋势[8]，D 村家庭规模缩小十分明显，家庭之中已婚的年轻夫妇不仅要抚养孩子，还需要赡养老人。人

口老龄化给农村劳动人口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引起歧视老人的代际冲突，而且这种经济压力又将成为

年轻人不愿生育和少生育的诱因，形成“人口老龄化→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的恶性循环[9]。随着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削弱，而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亟待完善。同时，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平均年龄上涨，农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而

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相对不足，无法给予老年人完善的医疗服务，受限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老人经

济条件，大量老年人无法享受到健全的医疗服务，也没有完备的养生意识。这不仅影响老年人口的生活

质量，还可能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 

3.3. 文化传承受到影响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越是偏远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越大[10]。D 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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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村寨，村民之中有相当部分是少数民族，其传承着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

有一些村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大量 D 村年轻人前往城市工作、

生活，而其中不乏非遗、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农村人口的外流导致村内文化、技艺无人传承，没有年轻

人才开阔创新，传统文化与技艺不免会越来越陈旧，逐渐失去生命力。掌握技艺与特色文化的老年人年

龄越来越大，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技艺、传统习俗和乡土文化有消逝的风险。同时，大量适龄儿童

被留在农村与老人一同生活，老人文化程度较低且精力有限，在学习和生活上无法给儿童足够的辅导与

关心，由于代际沟通的问题，老人难以满足孙辈的教育需求，使得孙辈又一次重复父辈的命运。 

3.4. 对策 

第一，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聚焦三农问题，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建设

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农村养老要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

养老[11]。目前，在传统养老模式逐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应采取多元化养老模式，其中以地养老，即通

过土地流转置换养老服务[12]；与互助式养老模式，即整合老年群体资源，以较低成本实现农村老年人自

助—互助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13]，这些新型养老方式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农村生产和组织方式应得到进一步完善。D 村土地宜机化改造逐渐实施，大量破碎分布在各

个“坝子”的土地得到平整，使其可以被大型农业设备耕作，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除此之外，应继续明确土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D 村近年来引进许多的优秀的农业企业进入农村进行

规模化种植，教授农民种植技术、统一收购农产品，促进农业现代化。水果、蔬菜、菌类等具有较高经

济价值的特色作物得到推广，农业企业带动村民共同种植，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D 村还发展了农业合

作社，让有经验的农民作为带头人，带领更多的村民致富。D 村应立足于以上的成果进一步推动本村农

业生产，引进更多有价值经济作物，同时探索更高效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第三，应立足本村特色文化。乡村文化是推进乡村旅游不断发展的核心命脉[14]。D 村应立足于自身

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浓厚的民族文化，积极发展农村旅游业。同时应重构乡村文化记忆，让游客能够“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D 村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不断发掘自身文化资源，找到自身优势，

积极宣传、推广，吸引了来自贵州省内外的游客到此参观。有条件的村民利用自身资源开设农家乐、客

栈供游客食宿，大大提高了收入。D 村应进一步发挥文化驱动作用，实现“以文塑旅”、“以旅促文”，

塑造自身旅游品牌，吸引省内外游客，以提高村民收入，反推在外村民回乡创业。 
第四，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铺设更多农村道路，推动农村信息化，助推农村产业发展。同

时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增加教育供给，使农村适龄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弥补农村老人教育

知识的不足。建立产教融合基地，为农村提供受教育的优秀劳动力，推动农业发展。 
最后，建设乡村文化体系，建立农村文化场所。同时大力开展尊老爱老宣传教育，培养良好的乡风、

家风。同时发展、保护自身特色文化，并调动本村老人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建设之中来，使得农村老人可

以发挥自身优势，让老年人能发挥余热。并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帮扶活动，帮助村内老年人更好地融入

现代生活，使农村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高其生活质量。 

4. 结语 

作为在贵州中部的汉族、少数民族混居村落，D 村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山地经济模式，在西南

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目前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地区农村老龄化的问题。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扶持，在 D 村村民的努力下，D 村老龄化情况已得到了一些改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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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随着农业企业被引入村庄，村内的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村内的劳动力被充分的调动。同时，随

着本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相当数量的村民选择利用自家房屋开设农家乐、客栈增加收入。农村收入不

断提高吸引了在外的年轻人返乡创业，D 村的老龄化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未来，随着 D 村特

色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相信其老龄化情况会得到缓解，同时 D 村会作为成功的案例推广到各个乡村，

使其探索出合适于自身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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