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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

王泽强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经济学部，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　要：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其结果会对农村人口
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根据“年龄—迁移率”理论，利用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２００５年的１％人口抽查和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等数据，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
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乡—城人口迁移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这将对农村传

统养老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将会引起农村养老资源供求失衡。应加快推进农村养老制度变革，提高

农村社会养老资源供给能力，以弥补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和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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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城人口迁移，即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

定向迁移流动，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中

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一道风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城市化进程迅猛，乡—城人口迁移规模庞大，人

口城市化率则从１９７９年的１８．９６％提高至２０１０年
的４９．６８％，年均提高１个百分点。由于受城市生
育政策的约束，城市人口的自我增长机制受阻，大

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自然也就成为推动我国人

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方式。

在乡—城人口迁移中，青壮年人口具有较高的

迁移流动性，而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性则较小。

乡—城迁移人口的这种年龄结构特征（即“年龄—

迁移率”差异）也就引起了农村和城市人口年龄结

构的反向变动，在降低了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

时，却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中国人口和就

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９．７９％，城镇为９．２４％。
这意味着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出现倒置，即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却超

过了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未富先老”问题日益

凸显。

人口的迁移性并非是均衡地分布于人的整个

生命周期，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倾向是有所不同

的。拉文斯坦（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５）在“人口迁移法
则”（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中，就曾描述了人口迁移
具有年龄选择性的特征，即年轻人的迁移性较强。

罗杰斯（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８４）实证研究了不同年龄结构的
人口迁移率，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即

少儿时期人口迁移率较高，但呈下降趋势，随后又

开始迅速上升，最终在青壮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

又开始下降至较低水平，在老年时期的６０～７０岁时
又形成一个迁移小高峰。根据拉文斯坦和罗杰斯

的理论观点，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迁移中的“年

龄—迁移率”差异进行了讨论与检验。杨云彦

（１９９４）的研究就表明，我国人口迁移的年龄特征与
罗杰斯的“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基本一致；王金

营（２００４）对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两个时期的我国
乡—城人口迁移的年龄分布和模式进行了测算，认

为我国乡—城人口迁移具有年轻化的规律特征；而

王桂新等（２００５）则对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与珠三
角的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年龄结构进行了研究，其研

究结论与罗杰斯“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基本相

似，而且也揭示了我国人口迁移具有比发达国家更

为年轻的年龄结构特征。

显然，乡—城人口迁移中所呈现的年轻型的年

龄结构特征将会改变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年龄

分布结构，引起农村和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反向变

动。对此，国内学者根据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的不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改

革开放后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大多认
为，乡—城人口迁移的年轻型年龄结构特征会有助

于我国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缓解

城市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如曾毅（１９９１）认为，城市
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会导致其人口逐步老化，通过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则既有利于我国的人口控

制，也有利于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诸多

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及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乡—城人口

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问题也引起了国内

学者的关注。如刘爽（１９９８）、姚从容（２００５）、蔡窻
等（２００６）及刘昌平等（２００８）研究认为，我国人口迁
移与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有着内在的联系，乡—城

人口迁移对农村与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

水平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减弱了城市人口老

龄化的速度与程度的同时，却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

化进程，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出现倒置。

综上所述，“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和国内学

者的相关研究对于考察我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年

龄结构特征及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启发。总体来看，现有的

相关研究对乡—城人口迁移规模、年龄结构特征以

及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

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但在对未来一个时期内的

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程度的定

量研究则有待强化。鉴于此，本文从 “年龄—迁移

率”视角对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人口老龄化之间

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力求能从定性与

定量、趋势与程度等方面较为精准地测算和把握

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内

在机理，为积极应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养

老困境等问题以及建立完善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提供决策依据。

二、条件假设与分析方法

目前，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流向主要是从农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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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城市以及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大

多是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迁移向东部沿海地区的

城市，其实质也是乡—城迁移）的迁移，因此，从总

体上看，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就是乡—城人口

迁移。显然，在乡—城人口迁移中，农村青壮年人

口大规模迁移流向城市，其结果必然造成农村总人

口中的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那么，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演进的影

响程度究竟有多大呢，下面就以“年龄—迁移率”理

论模型为依据，利用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２００５
年的１％人口抽查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等有关数据，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乡—城
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

１．条件假定
乡—城人口大规模迁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在２１世纪的前２０年里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仍会继续保持着快速推进的

态势，乡—城人口迁移也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人

口迁移的主流。以２００８年为基年，当年我国人口城
市化率为４５．６８％，城市总人口为６．０７亿，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５．０８‰。假设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保
持不变，那么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城市人口则可自然增长
到６．４５亿左右。王金营（２００７）及何晓萍（２００９）等
人认为，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将达到 ６０％左
右，即城市化进程将保持目前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
的速度，那么２０２０年城市实际人口则将达到８．４７
亿。这就意味着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０多年内
还需向城市迁移至少２亿左右的农村人口，乡—城
人口迁移的规模每年至少为１５００万。事实上，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我国

城市人口的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还会呈下降的趋

势，其人口自我增长动力不足，以５．０８‰作为城市
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仍属高估，未来一段时间内我

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实际规模会大于年均１５００万。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我国

乡—城人口迁移的基本态势。在具体测算之前，还

需要对一些基本条件进行假定：

第一，全国总人口由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个

系统组成，这样就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和全国范围内

对乡—城人口迁移进行总体把握，也就不用特别关

注于某个特定区域内或跨区域间（如省内或省际）

的乡—城人口迁移。

第二，乡—城人口迁移的数量和规模与城市化

进程紧密相关，人口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体现了

乡—城人口迁移的强度，因此，乡—城人口迁移的

数量规模也就可以通过城市人口数的增量进行推

算。在下面的分析中把我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数

量规模假定为年均１５００万。
第三，在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影响的分析中，可以将人口分性别的“年龄—迁移

率”、死亡率、生育率（或出生率）等作为影响农村人

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而不再考虑其他因素

的影响。如假定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不会发生较

大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既有的稳定快速发展

态势，等等。

第四，学者们对目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实

际水平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组（２００７）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我
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并稳定在１．８左右；而根
据我国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口总和生育率

却只有１．３～１．４左右。本文在综合各方的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假定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１．６。

２．符号说明
下文中将会用到一些基本符号，下面就对相关

符号所代表的基本含义进行规定和说明。

（１）年份：用ｔ表示，并把２００８年作为基年，且
２００８≤ｔ≤２０２０；

（２）年龄：用ｉ表示，且０≤ｉ≤６５＋；
（３）性别：用ｓ表示，当 ｓ＝ｆ时为女性，而 ｓ＝ｍ

时为男性；

（４）农村人口数：用 Ｐｓ（ｔ）表示，Ｐｓ（ｔ）

＝
６５＋

ｉ＝０
［Ｐｍｉ（ｔ）＋Ｐ

ｆ
ｉ（ｔ）］；

（５）乡—城人口迁移的“年龄—迁移率”：用 ｇｓ

（ｉ）表示，ｇｍ（ｉ）为男性的，ｇｆ（ｉ）则为女性的；
（６）乡—城人口迁移数：用 Ｇｓ（ｔ）表示，Ｇｓ（ｔ）

＝
６５＋

ｉ＝０
［Ｐｍｉ（ｔ）ｇｍ（ｉ）＋Ｐ

ｆ
ｉ（ｔ）ｇｆ（ｉ）］；

（７）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用β（ｔ）表示，并假
定β（ｔ）＝１．６；

（８）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用ｈ（ｉ）表示，即
年龄为ｉ时的农村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占总和

生育率的比例，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１，其中ｈ（ｉ）＝ｂ（ｉ）／β（ｔ）；

（９）农村人口年龄别的死亡率：用ｄｓ（ｉ）表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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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本模型
全国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子系统之间，通

过乡—城人口迁移而实现互动交换，并最终形成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净迁入。由于城乡人口在生育

率、死亡率上的差异以及乡—城人口迁移的“年

龄—迁移率”特征，是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城乡人

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将随之发生变动。在分析中，

主要采用莱斯利（Ｌｅｓｌｉｅ）模型，并借鉴国内学者的
相关研究方法（王金营，２００７；刘昌平，２００８），同时
建立无乡—城人口迁移和有乡—城人口迁移下的

农村人口发展方程以测算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及老龄化演进状况。

首先，对无乡—城人口迁移的状况进行分析，

即对农村人口系统与城市人口系统之间保持相互

封闭条件下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行分析。

假定ｔ年农村ｉ岁的分性别人口数为Ｐｓｉ（ｔ），这些人
口在年ｔ＋１相应的成为 ｉ＋１岁的人口，ｔ＋１年农
村ｉ＋１岁的分性别存留人口数为［１－ｄｓ（ｉ）］Ｐｓｉ（ｔ）；ｔ
年农村０岁分性别的新生婴儿数是通过妇女生育情

况进行测算而获得的，即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Ｐｆｉ（ｔ），而留

存的新生婴儿数则就表示为［１－ｄｓ（０）］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

（ｉ）Ｐｆｉ（ｔ）。这样，在无乡—城人口迁移的条件下，农
村人口发展方程可以用以下方程组表示：

Ｐｓ０（ｔ）＝［１－ｄ
ｓ（０）］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Ｐｆｉ（ｔ）

Ｐｓ１（ｔ＋１）＝［１－ｄ
ｓ（０）］Ｐｓ０（ｔ）

Ｐｓ２（ｔ＋１）＝［１－ｄ
ｓ（１）］Ｐｓ１（ｔ）

……

Ｐｓｉ－１（ｔ＋１）＝［１－ｄ
ｓ（ｉ－２）］Ｐｓｉ－２（ｔ）

Ｐｓｉ（ｔ＋１）＝［１－ｄ
ｓ（ｉ－１）］Ｐｓｉ－１（ｔ















）

　　其次，再对有乡—城人口迁移的状况进行分
析，即对农村人口系统与城市人口系统之间保持相

互开放条件下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行分析。

由于乡—城人口迁移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的

流失，也就降低了农村育龄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

并相应的减少了农村新生人口的数量，其结果自然

也就会对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造成影响。下面的

分析把乡—城人口迁移因素引入了农村人口发展

方程，以分析乡—城人口迁移中由于“年龄—迁移

率”的差异而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仍假设ｔ年农村ｉ岁的人口数为 Ｐｓｉ（ｔ），由于 ｔ年农
村ｉ岁的人口向城市迁移了 Ｇｓｉ（ｔ）的人口数，那么 ｔ
＋１年农村ｉ＋１岁的分性别留存人口数则相应的也
就可以表示为［１－ｄｓ（ｉ）］Ｐｓｉ（ｔ）－Ｇ

ｓ
ｉ（ｔ）；ｔ年农村０

岁分性别的新生婴儿数仍通过妇女生育情况进行

测算获得，即 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Ｐｆｉ（ｔ），而留存的新生婴

儿数也就表示为 ［１－ｄｓ（０）］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Ｐｆｉ（ｔ）。

这样，在有乡—城人口迁移的条件下，农村人口发

展方程可以用以下方程组表示：

Ｐｓ０（ｔ）＝［１－ｄ
ｓ（０）］β（ｔ）

４９

ｉ＝１５
ｈ（ｉ）Ｐｆｉ（ｔ）

Ｐｓ１（ｔ＋１）＝［１－ｄ
ｓ（０）］Ｐｓ０（ｔ）－Ｇ

ｓ
０（ｔ）

Ｐｓ２（ｔ＋１）＝［１－ｄ
ｓ（１）］Ｐｓ１（ｔ）－Ｇ

ｓ
１（ｔ）

……

Ｐｓｉ－１（ｔ＋１）＝［１－ｄ
ｓ（ｉ－２）］Ｐｓｉ－２（ｔ）－Ｇ

ｓ
ｉ－２（ｔ）

Ｐｓｉ（ｔ＋１）＝［１－ｄ
ｓ（ｉ－１）］Ｐｓｉ－１（ｔ）－Ｇ

ｓ
ｉ－１（ｔ















）

三、分析结果

在前述的假定条件和农村人口发展方程的基

础上，以２００８年为基年，分别对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间
无乡—城人口迁移和有乡—城人口迁移下的我国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测算，通过比较分析，进而

揭示出乡—城人口迁移对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动

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趋势和程度。表１是在
无乡—城人口迁移和有乡—城人口迁移的假定

下，对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行测算所获

得的数据。表 １中的数据显示，在无乡—城人口
迁移的情况下，由于人口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我

国农村人口结构中的少儿人口（０～１４岁）比重呈下
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１５～６４岁）的比重呈现出先
上升后下降（以２０１５年为转折）的趋势，老年人口
（６５岁及以上）的比重则呈持续提高的基本趋势
（从２００９年的９．８０％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３．７５％）。
而在有乡—城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年龄

结构变动的总趋势仍保持不变，但由于农村迁移

人口在“年龄—迁移率”上的差异，这使得农村

１５～６４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要低于无乡—城人
口迁移时的水平，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则高于无

乡—城人口迁移时的水平（从２００９年的９．９１％提
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３．９８％）。这意味着，乡—城人口
迁移进一步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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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即在农村人口不断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下，乡—

城人口迁移又进一步地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

度，并且其影响程度还呈现着越来越大的趋势。

有乡—城人口迁移与无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

老年人口比重绝对差从２００９年的０．１１％扩大到
了２０２０年的０．２３％。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老年抚养比变动趋势

年份

无乡—城人口迁移（％）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
及以上

老年

抚养比

有乡—城人口迁移（％）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
及以上

老年

抚养比

２００９ ２０．９１ ６９．２９ ９．８０ １４．１４ ２１．０９ ６９．００ ９．９１ １４．３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６９．８９ １０．０３ １４．３５ ２０．２４ ６９．５８ １０．１９ １４．６５

２０１１ １９．３５ ７０．３９ １０．２６ １４．５８ １９．４８ ７０．０９ １０．４３ １４．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８．８４ ７０．６２ １０．５３ １４．９１ １８．９７ ７０．３３ １０．７０ １５．２１

２０１３ １８．２７ ７０．９０ １０．８４ １５．２９ １８．３８ ７０．６１ １１．０１ １５．５９

２０１４ １７．９０ ７０．９８ １１．１２ １５．６７ １８．０１ ７０．７０ １１．２９ １５．９７

２０１５ １７．６１ ７０．９３ １１．４６ １６．１６ １７．７０ ７０．６５ １１．６４ １６．４８

２０１６ １７．３３ ７０．８９ １１．７８ １６．６２ １７．４２ ７０．６１ １１．９８ １６．９７

２０１７ １７．１７ ７０．５９ １２．２３ １７．３３ １７．２６ ７０．３０ １２．４３ １７．６８

２０１８ １７．００ ７０．２９ １２．７０ １８．０７ １７．０９ ７０．００ １２．９１ １８．４４

２０１９ １６．８５ ７０．０１ １３．１４ １８．７７ １６．９３ ６９．７１ １３．３６ １９．１７

２０２０ １６．７９ ６９．４６ １３．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６．８７ ６９．１６ １３．９８ ２０．２１

　　同时，表 １的数据还显示，农村青壮年人口
大规模地迁移流向城市，在提高农村老年人口比

重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村人口的老年抚养

比。无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人口老年抚养

比从 ２００９年 的 １４．１４％ 上 升 为 ２０２０年 的
１９．８０％，而有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人口老
年抚养比则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４．３６％上升为２０２０年
的２０．２１％，有乡—城人口迁移与无乡—城人口
迁移下农村人口老年抚养比的绝对差从 ２００９年

的０．２２％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４１％。这说明乡—
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年抚养比同样存在着

较为显著的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也呈逐渐扩大

趋势。图１所显示的就是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间我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和人口老年抚养比的变动

趋势，虽然无论是有乡—城人口迁移还是无乡—

城人口迁移，农村人口老年抚养比与人口老龄化

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乡—城人口迁移使农村人

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地加深。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我国农村老龄化及老年抚养比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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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人口老龄化演
进趋势，还可以用人口金字塔图来描绘，即以年龄

为纵轴，以该年龄别的人口数或该年龄别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横轴，按左侧为男性、右侧为女性

而绘制图形，图形的底部代表低年龄别人口，金字

塔上部代表高年龄别人口。根据人口结构的实际

特征和人口金字塔的不同形状，可以将人口金字塔

分为三种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这三

种人口金字塔的形状分别可以描述为：（１）年轻型：
出生率较高，少儿人口比重较大，老年人口比重较

小，塔顶尖、塔底宽。（２）成年型：各年龄阶段人口
比重稳定，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

渐收缩。（３）年老型：出生率低，少儿人口比重较
小，老年人口比重较大，塔顶宽，塔底窄。利用前面

关于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的测算数据，借助农村人口金字塔变动趋势图就可

以直观地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
构变动状况进行比较（如图２所示）。在图２中，可
以大致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
构正在从年轻型逐步向成年型及老年型转变。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农村人口金字塔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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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关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年龄结

构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趋势和影响程度测算结果

说明，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既是我国人口转变

和人口老龄化宏观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和

乡—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即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迁移流动使得农

村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农村人口年

龄结构日渐老化，这自然也就对我国农村现有的养

老保障制度产生较大冲击。毫无疑问，乡—城人口

迁移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提高了农村人

口老龄化水平，于是农村资源的养老需求也就随之

而增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资源主要是来自

于家庭方式的供给，而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只是从２００９年才开始试点，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完
全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农村养老资源的社会供给不

足。与此同时，在乡—城人口迁移中，农村青壮年

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自然也就造成了农村家庭养老

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能力的

下降，从而最终使得农村养老资源供求矛盾和养老

困境逐渐凸显。

为了积极应对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养老

资源需求增加与家庭养老资源供给能力下降之间

的供求失衡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养老制度变

革，努力发展和提高农村社会养老资源供给能力，

以弥补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资源的流失和供给不足。

当然，在现阶段，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同时并存的，“未富先老”的现

实状况也决定了继续最大化地发挥农村家庭养老

的功能作用仍然十分必要。另外，农民工的跨地区

流动是我国乡—城人口迁移的主力军，对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农民工

受户籍身份限制及其迁移流动特性，使其往往游离

与城镇养老保障安全网之外，当年老体衰的农民工

迁移回流到农村之后，其养老矛盾势必还将会再次

激发。可见，寻求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的制度

安排及有效途径，或将其纳入城镇养老保障网之

内，或对其养老金转移接续制度进行创新，都是应

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中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

老困境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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