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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受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退出量、转出量以

及非农劳动力变化等因素影响，本文估测 1990-2030 上述各指标变动及其

贡献。在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将从

2005-2010 年 2023 万人下降到 2025-2030 年 1142 万人，转出量和退出量分

别从 4247 万人和 3832 万人下降到 2704 万人和 2949 万人，年均非农就业

新增量从 1393.8 万人下降到 701.6 万人。2005-2010 年新进入量、转出量、

退出量、非农劳动力变化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的解释贡献率分别为

-15.1%、38.3%、34.7%和 42.2%，到 2025-2030 年这四个因素贡献率将分

别变为-22.6%、49.8%、54.3%和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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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经验显示，经济现代化伴随就业结构规律性变动，通常表现为农业

劳动力占比从传统社会 80%上下高位持续下降到 10%上下甚至更低水平。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也体现出上述规律作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结构演

变，我国农业劳力占比从改革初期超过七成下降到 2010 年约 35%。随经济持续

增长，估计该占比值未来 20 年仍会以略高于 1 个百分点速度下降，到 2030 年接

近 10%。本文试图探讨，给定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演变趋势，哪些结构因素

推动转型进程？如何定量估测这些驱动因素的各自贡献？ 

学术界在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占比变动方面有大量研究成果。这类研究

有的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利用人均收入与劳动力产业分布关系预测劳动力占

比变动趋势（王善迈等，1987；龚梦等，2010），有的侧重对人口和部门劳动力

需求提出预测（贾绍凤，孟向京，1996；童玉芬等，2011），还有从成本收益比

较入手预测均衡状态下劳动力行业分布（刘德海等，2004）。曾湘泉、卢亮（2008）
从劳动力新进入量和退出量角度预测过我国 2020 年劳动力部门结构，不过直接

考察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结构因素及其相对贡献的研究成果很少。 

一般而言，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动受到新进入和新退出因素影响。由于退出可

分为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与随着年岁增长退出劳动力两类情况，农业劳动力

变动可归结为“年轻新进入量、年老新退出量、向外新转移量”等三个结构变量

共同作用结果。依据这一思路，本文利用人口和劳动力已有和预测数据，研究和

估测截至 2030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的驱动因素。 

全文分 5 节。第 1 节建立一个简单模型定义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分解因素，

讨论研究思路及需要利用的基本数据来源。第 2 节讨论估测有关劳动力总量指

标。第 3、4 节依次分析和估测已有数据时期（1990-2010 年）和预测数据时期

（2010-203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分解因素。第 5 节汇总和概括估算结果，

并简略评论其政策含义。 

1、 模型、数据与研究思路 

农业劳动力占比指农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相除所得比率。用 L 表示总劳动

力， AL 和 NL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占比 AR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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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变量取时间下标得到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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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 AL 变化对 ARL 影响，对公式（2）中 AtL 作一阶 Taylor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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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无穷小项情况下，得到农业劳动力变化即 AtLΔ 对农业劳动力占比

变化 AtRLΔ 影响的近似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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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是农业劳动力变化 AtLΔ 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 AtRLΔ 的贡献表达

式。给定总劳动力规模，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取决于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动。

公式（5）定义农业劳动力变化 AtLΔ 三个来源：一是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 AtI ），

这是农业劳动力增加因素。二是农业劳动力的退出量（ AtR ），是农业劳动力减

少的因素。三是农业劳动力转出量（ AtT ），如不考虑非农劳动力回流农业的较为

偶然情况，这部分也是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因素。 

At At At AtL I R TΔ = − −                                       （5） 

将（5）式代入（4）式并整理，得到（6）和（7）式，表达农业劳动力各

分解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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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即定量估测（7）式中各变

量未来变动轨迹及其相对贡献。为此需利用两类数据。一类是劳动力总量指标数

据，包括劳动力总量、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比变化。二是农业劳

动力内部结构指标数据，包括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退出量和转出量。要实现本

文研究意图，需有数据支持条件并选择适当方法。 

人口与就业常规统计数据对本文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但是不同年份有

关统计数据覆盖范围和详略程度存在差异。依据现行统计制度，我国官方统计部

门在逢尾数为 0 年份（如 1990、2000、2010 年）进行人口普查，所得人口和就

业数据最为全面和详细。逢尾数为 5 年份（如 1995、2005 年）进行 1%人口抽样



调查，俗称“小普查”。其余年份进行抽样比例约为 0.1%的抽样调查2。此外统

计部门《劳动统计报表制度》、《劳动力调查制度》及《乡村社会经济调查方案》

等调查也提供有关数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报告劳动力总量、经济活动人口、

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数据，用农业劳动力除以经济活动人口得到农业劳动力

占比值3。在普查和小普查年份，还有区分年龄、行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数据，

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对实现本文研究意图具有关键支持意义。 

本文需要估计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和退出量。新进入和退出通常是特定年

龄段劳动力的行为，估计这两个指标需要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由于在普查年

份和小普查年份才有这方面统计数据，我们的估计限制在五年一个时期。本文讨

论 1990 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结构，其间发生 1990、2000、2010 年三次人

口普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3；统计局，2011；下文分别

简称“普查 1993”，“普查 2003”，“普查 2011”）以及 1995、2005 年两次小普查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7；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下边分别简称“抽样调查 1997”；“抽样

调查 2007”）。《中国统计年鉴 2011》报告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关于劳动力总量

和农业劳动力数量4，另外还利用“六普详细交叉列表数据”。本文研究时期分“已

有数据时期”和“预测数据时期”，前者包括 1990、1995、2000、2005 与 2010
共五个年份。预测时期取 5 年间隔期，包含 2015、2020、2025 和 2030 等四个年

份。 

在已有数据年份和时期，劳动力 tL 、非农劳动力 NtL 、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

AtRLΔ 等指标数据都属已知，对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 AtI 与退出量 AtR 可通过农业劳

动力年龄结构推算，然后通过公式（7）间接估算农业劳动力转出量 AtT 。对 2010

以后预测年份，我们利用联合国统计部门人口预测数据，并结合早先年份劳动力

参与率信息估计劳动力总量 tL 数据。对新进入量和退出量结构指标，则利用已有

相关数据年份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年龄分布信息，在假定预测年份农业劳动力新进

入量和退出量人口构成与已有统计数据年份大体一致前提下加以推测。 

通过上述方法得到劳动力总量以及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和退出数后，对于

预测时期公式（7）仍有两个变量未确定：一个是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 AtRLΔ ，另

一个是农业劳动力转出量 AtT 。实现本文研究意图可选择两种策略：一是借鉴国

                                                        
2 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 92 页。 
3 由于农业部门严格定义失业存在困难，不考虑农业失业时一产从业人员与农业劳动力大致等同。本文用

一产从业人员除以经济活动人口所得比例作为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的度量指标。《中国统计年鉴》常

规公布的一产劳动力占比是一产从业人员除以全社会就业人员，与我们定义指标略有差别。如 2010 年一产

从业人员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 35.6%，同年一产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例为 36.7%。 
4 《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108 页说明：“1990 年及以后的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城镇和乡村就

业人员的总计资料，是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历年劳动力调查资料推算的。”第 109 页说明：“2001
年及以后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修订”，可见 2010 年劳动力总量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数据是参照第六次人

口普查资料计算的。 



际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外生确定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 AtRLΔ ，然后估算预测年

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AtT 。二是利用已有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转出规模和速度等

参数，先估测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AtT ，然后借助农业劳动力变动三因素定义

关系（ At At At AtL I R TΔ = − − ）推算农业劳动力变化量和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权衡

比较两种方法所需数据等方面条件，本文采用第一种研究策略。 

2、劳动力总量数据 

本文涉及总量统计指标主要包括劳动力总量即经济活动人口、农业劳动力

和非农劳动力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在已有数据年份这些指标已有统计数据，对

预测年份这些指标数据则需采用适当方法估测。基本是采用适龄劳动人口 
(Labor age population) 乘以劳动参与率 (Participation rate) 方法估计预测年份经

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总量，然后在设定农业劳动力占比基础上估测农业劳动力和

非农劳动力。 

人口预测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预测（2010）。按照世行定义，15 岁及以上

人口作为适龄劳动人口5。但是我国对劳动力起始年龄规定发生变化：普查

（1993）、抽样调查（1997）、普查（2003）报告分年龄分行业从业人员为 15 岁

及以上，抽样调查（2007）和普查（2011）将年龄提高到 16 岁。为保持统计口

径一致，本文估测劳动力新进入量时统一以 16 岁为起始年龄。这一处理方法使

15 岁人口进入劳动力时点向后顺延一年，动态意义上不会导致新进入劳动力发

生不合理遗漏。不过对部分年份劳动参与率估计值会产生数值可能很小的低估影

响。 

总体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除以 15 岁及以上人口数，各年龄段劳动

参与率等于各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除以各年龄段人口。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报

告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和 15 岁以上人口数，可由此计算直接计算总体平均劳动参

与率。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情况不同：虽然《中国人口年鉴》提供分年龄人口数，

然而需间接估算分年龄经济活动人口数，才能得到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 

各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等于各年龄就业人员加失业人员，可用就业与失业

人口相加量乘以各自分年龄占比分布信息求得。《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报告了相

关年份就业总量以及分年龄就业人员占比，由此可估算各年龄就业人员数。失业

人口总量可用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就业人口方法估算6。《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报告

了相关年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分年龄占比分布，假定总体失业人口分年龄占比分

布与城镇登记失业者大体相同，可以估算分年龄失业人口。把采用上述方法估算

的分年龄就业和失业人口加总得到分年龄经济活动人口。 

表 1 报告 2000-2010 年（五普与六普间隔期）各年龄段适龄人口劳动参与
                                                        
5世行定义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除以适龄劳动人口：“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es 15 and older that is economically active。”可见适龄劳动人口为 15 岁及以上人口。网址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 
6 蔡昉（2004）采用这一方法估算失业人口总量。 



率数据。总体参与率从 2000 年 75.7%下降到 2010 年 70.5%，十年共下降 5.2 个

百分点。年轻人口劳动参与率随教育程度提高下降较快，如 15-19 岁人口劳动参

与率由 2000 年 38.3%下降到 2010 年 26.6%，年均下降 1.17 个百分点。20-24 岁

人口劳动参与率由 2000 年 86.5%下降到 2010 年 73.3%，年均下降 1.32%。年老

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不同：55-59 岁和 60-64 岁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该时

期很少变化；65 岁以上劳动参与率显著波动，2010 年比十年前上升 2.9%。 

表 1、中国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2000-201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5-19 岁 38.3  36.3  33.7  30.4 30.4 31.2 28.8 26.2 26.2  26.4  26.6 

20-24 岁 86.5 82.4 81.4 80.5 84.7 83.1 75.2 72.5 74.5 73.2 73.3 

25-29 岁 91.0 90.9 90.9 91.4 93.9 92.3 89.3 87.9 87.9 87.1 89.7 

30-34 岁 91.7 94.8 94.2 95.1 95.1 94.0 91.2 89.7 89.5 88.6 90.9 

35-39 岁 91.8 94.6 95.0 96.5 95.4 95.2 91.7 90.6 90.1 89.9 91.6 

40-44 岁 90.7 89.6 88.9 91.2 94.0 94.4 91.3 90.7 89.9 89.3 91.7 

45-49 岁 87.1 89.5 89.7 88.2 88.3 89.1 86.9 86.8 86.8 87.0 89.1 

50-54 岁 78.2 79.8 80.8 79.7 78.0 80.3 80.5 79.1 78.3 77.9 77.2 

55-59 岁 66.9 67.0 67.9 67.6 64.2 69.0 70.4 70.7 69.7 69.3 67.8 

60-64 岁 49.3 46.2 46.2 45.7 43.6 51.0 55.8 57.2 56.1 54.9 49.9 

65 岁+ 18.6 22.6 20.8 19.2 16.0 20.8 26.1 26.9 26.9 25.8 21.5 

总平均 75.7  74.5  74.2  73.2 72.3 72.9 71.2 70.5 70.2  69.9  70.5 

数据说明与来源：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等于各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除以各年龄段人口数。各年龄段经

济活动人口等于就业人口加失业人口，用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总量乘以各自年龄分布比例值方法获得。《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了 2001-2009 年各年龄段就业人口与城镇调查失业人口年龄分布情况，假定失业人

口年龄分布与城镇调查失业人口年龄分布相同。相应年份《中国人口年鉴》提供了 2001-2009 年分年龄人

口数。2000 年各年龄段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数据来自普查（2003）。2010 年各年龄段人口、就业人

口和失业人口数据来自普查（2011）。 

表 2 报告 2010 年我国与若干发达国家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比较数据。2010
年我国 15-19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比其中美欧发达国家约低于 4 个百分点上下，但

是比日本、韩国分别高出 11.6 和 19.7 个百分点。20-24 岁至 45-49 岁人口劳动参

与率都同程度高于表中外国对应数据。年老人口劳动参与率则低于部分发达国

家：如 2010 年 55-59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美国、日本和西欧部分大国，

60-64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低于韩国、美国和日本，65 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高于美

国和西欧部分国家，不过显著低于韩国。 

表 2、2010 年中国与若干 OECD 国家各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比较 
 美国 日本 德法英平均 韩国 中国 

15-19 岁 30.4 15.0 30.0 6.9 26.6 

20-24 岁 71.5 68.2 68.6 47.9 73.3 

25-29 岁 82.1 85.8 85.1 73.4 89.7 

30-34 岁 82.6 82.3 86.6 73.5 90.9 

35-39 岁 83.3 81.7 87.4 75.1 91.6 



40-44 岁 83.5 84.3 88.9 80.0 91.7 

45-49 岁 82.6 86.4 88.7 79.4 89.1 

50-54 岁 79.8 84.3 85.1 75.9 77.2 

55-59 岁 73.3 77.9 72.3 68.2 67.8 

60-64 岁 55.2 60.5 36.4 55.5 49.9 

65 岁+ 17.3 21.7 4.7 29.4 21.5 

数据说明和来源： 部分OECD各国数据来自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6th edition, October 2011)”, 

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EAPEP/eapep_E.html,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载。中国数据来自表 1。 

     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对我国未来劳动参与率做过预测。例如曾湘泉、卢亮

（2008）分两种情况预测 2020 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第一种情况下

2020 年我国 15-64 岁人口平均劳动参与率为 68.6%，其中 15-24 岁、55-64 岁、

65-69 岁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43.2%、67.2%和 25.1%。第二种情况下 2020 年 15-64
岁人口平均劳动参与率为 64.7%，其中 15-24 岁、55-64 岁和 65-69 岁劳动参与率

分别为 37.8%、45.9%和 20.2%。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1）预测 2020
年中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劳动参与率 71.4%，其中 15-19 岁、20-24 岁、60-64
岁、65 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32.9%、81.5%和 48.8%和 19.4%，其余年龄

段劳动参与率维持 2010 年水平不变。 

参考国际经验和学术界研究成果，本文假定未来我国年轻人口劳动参与率显

著下降，年老人口劳动参与率有所上升，其余年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具体设

定 15-19 岁、20-24 岁劳动参与率 2030 年达到 OECD 国家目前平均水平，55-59
岁、60-64 岁和 65 岁以上劳动参与率 2030 年达到日韩 2010 年平均水平，其余年

龄段劳动参与率保持 2010 年水平不变。对 2010-2030 年间劳动参与率变化采用

简单线性平均方法估计。在预测各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基础上，结合联合国分

年龄人口预测数得到各年龄经济活动人口，加总得全部经济活动人口。 

表 3 报告 2015-2030 年每隔五年期劳动参与率和经济活动人口，结果显示我

国人口总体参与率将从 70.2%下降到 65.9%。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峰值为 2020 年

约 7.99 亿人，到 2030 年小幅下降到近 7.90 亿人。劳动力结构将发生两方面较大

变化。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呈下降趋势：29 岁之前各个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均有

不同程度下降，其中 15-19 岁劳动力将从 2015 年 2525 万人减少到 2030 年 2079
万人，20-24 和 25-29 岁劳动力将从分别从 2015 年 7425 万人和 10685 万人减少

到 2030 年 5090 万人和 7391 万人。另一方面老年劳动力数量将不断增加，如 65
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将从 2015 年近 3000 万人增长到 2030 年 5857 万人。 

表 3、预测时期经济活动人口估测（2015-2030 若干年份，万人，%） 
2015 2020 2025 2030 

年龄 

 

经济活动

人口 

劳动 

参与率 

经济活动

人口 

劳动 

参与率 

经济活动

人口 

劳动 

参与率 

经济活动

人口 

劳动 

参与率 

15-19 2525 26.6 2219 26.6 2143 26.6 2079 26.6 

20-24 7425 70.8 6459 68.4 5474 65.9 5090 63.5 

25-29 10685 89.7 9330 89.7 8409 89.7 7391 89.7 

30-34 9070 90.9 10726 90.9 9367 90.9 8445 90.9 



35-39 8361 91.6 9073 91.6 10738 91.6 9379 91.6 

40-44 10836 91.7 8292 91.7 9004 91.7 10664 91.7 

45-49 10726 89.1 10400 89.1 7965 89.1 8657 89.1 

50-54 7151 77.2 9132 77.2 8865 77.2 6798 77.2 

55-59 5408 69.1 6338 70.4 8266 71.7 8183 73.1 

60-64 3969 51.9 4022 53.9 4819 56.0 6414 58.0 

65+ 2926 22.5 3914 23.5 4794 24.5 5857 25.5 

总计 79081 70.2 79907 69.2 79842 67.8 78958 66.4 

数据说明：各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等于相应年龄段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各年龄段人口数来自联合国

人口预测（2010），劳动参与率采用正文讨论方法结合表 2 提供的 2010 年劳动参与率数据计算而得。总体

经济活动人口等于各年龄经济活动人口加总，总体劳动参与率等于总体经济活动人口除以 15 岁以上人口

数。 

给定未来劳动力总量数据，设定未来不同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速度，可计

算未来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数量。借鉴国际比较经验特别是东亚经济体高速

增长时期有关经验，考虑 1990-2010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约 1.1 个百

分点实际情况，本文分别设定未来20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分别下降0.9%、1.1%
和 1.3%。在今后年均下降 1.3%的高位降速假设下，203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

降到 9.9%，达到 OECD 国家目前水平。年均下降 0.9%是较慢情况。年均下降

1.1%中位降速估计应是可能性较大情况。 

另外还可讨论非农就业量。已有数据时期有关统计年鉴报告了非农就业量，

但是在预测时期需估计非农就业。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条件，采取非农劳动力减去

失业人口方法估计非农就业。用 2001-2010 年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就业人口得到失

业人口估计数，用失业估计数除以非农劳动力得到这个时期平均失业率估计数。

用这个平均失业率估计数乘以预测时期非农劳动力得到未来失业人数估计，从而

估算得到预测时期非农就业数。 

表 4 报告在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 1990-2030 年各五年期断尾

年份部分劳动力总量指标。受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受教育年限增加等因素影

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活动人口在前 30 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 2020
年前后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在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 1.1%假设下，农业劳

动力占比将从 2010 年 35.6%下降到 2030 年 13.6%，农业劳动力总量将从 2.793
亿下降到 1.074 亿。非农劳动力与非农就业量保持增长态势，但是非农就业增量

在 2005-2010 年达到年均 1394 万人峰值后逐渐下降，到 2025-2030 年将下降到

年均 702 万人。 

表 4、我国若干劳动力总量指标估计（1990-2030 各五年期末，万人，%） 

期末年份指标值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15 岁及以上人口 88903 97731 104252 111832 112575 115536 117676 118953

劳动参与率 77.4 75.7 72.9 70.5 70.2 69.2 67.8 66.4 

经济活动人口数 68855 73992 77877 78388 79081 79907 79842 78958

农业劳动力占比 51.6 48.7  43.6  35.6 30.1 24.6 19.1 13.6 

农业劳动力 35530 36043 33970 27931 23800 19654 15247 10735

非农劳动力 33325 37949 43907 50457 55281 60253 64596 68223



期末非农就业人数 32535 36042 41205 48174 53457 58265 62464 65972

五年期非农就业增量 6700 3507 5163 6969 5283 4808 4200 3508 

数据说明和来源：1990-2010 年 15 岁及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农业劳动力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

计年鉴》，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占比、非农劳动力按相应数据关系计算而得。2015-2020 年 15 岁以上人

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预测（2010），劳动参与率来自表 3，假定农业劳动力占比 2010 年以后年均下降 1.1%，

对预测年份经济活动人口、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按相应指标关系计算而得。 

3、已有数据时期占比变动因素估测 

给定农业劳动力变动等总量指标估测结果，考虑“农业劳动力变化量 = 新
进入量-退出量-转出量”定义关系，如能估算出特定时期“新进入量”和“退出

量”，就能间接估算农业劳动力转出量。本节按照这一思路估计已有统计数据时

期（1990-201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结构因素。首先讨论农业新进入量和退

出量估算方法，然后报告新进入量和退出量估算过程和结果，进而计算转出量。 

3-1、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与退出量估算方法 

“新进入量”是指特定人口随年龄增长进入农业劳动力队伍的人员数量，

“新退出量”是指农业劳动力由于年老体衰不再具有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力队伍的

人员数量。农业劳动力新进入和新退出通常与特定年龄段人口紧密联系，通过观

察分年龄农业劳动力分布变化来估计新进入量和退出量。 

以五年期时间单元考察，新进入意味着年轻人口在期初没有进入农业劳动

力但在期末加入农业劳动力，因而在已有统计数据时期某年龄段新进入量可用期

末农业劳动力减去期初年轻五岁农业劳动力方法加以估算。由于新进入是针对年

轻劳动力而言，需设定某个年龄为新进入截止年龄，总的新进入量等于期末该年

龄以下各年龄对应新进入量之和。如设定以 25 岁为新进入截止年龄，则总新进

入量等于期末 25 岁以下各年龄对应新进入量之和。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定义在 16
岁及以上，所以这种情况下总的新进入量为 16-25 岁各年龄新进入量之和。 

再看退出劳动力。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概念似乎假定存在某种“一刀切”

劳动力退出时点，现实生活中不同行业和个人退出劳动力队伍的年龄分布存在差

异。从劳动力整体情况看，退出与年龄变动呈现动态分布关系：随年龄超过某临

界点后退出劳动力比例会不断增长，但并不存在达到特定年龄后所有劳动者必然

退出的绝对边界。这一关系在所有经济部门都客观存在，在农业部门尤其如此。 

依据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不同年龄农业劳动力比例数据，可以观察农业劳

动力随年龄增大而退出的分布情况。例如我们将 50 岁定义为农业劳动力开始出

现显著退出的年龄界限，可用退出年龄段的期初劳动力减去其顺延五年到期末的

劳动力数量来估计这个时期的退出劳动力。如估计 2000-2005 年退出量，2000
年 50 岁以上劳动力顺延到 2005 年成为 55 岁以上更年老劳动力，用 2000 年 50
岁以上乡村劳动力数减去2005年 55岁以上劳动力数即为这个五年期农业劳动力

的退出量。 

已有数据时期两次普查和两次小普查（普查，1993；抽样调查，1997；普



查，2003；抽样调查，2007；普查，20117）提供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需要

说明的是，大普查和小普查提供分行业分年龄从业人员都是抽样调查数据。我们

利用其中有关“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年龄构成”信息作为农业劳动力各年龄构成

比例抽样统计值，然后再利用农业劳动力总量乘以该抽样比例值得到总体分年龄

农业劳动力估计8。 

另外六普数据中农林牧渔业分年龄从业人员并非每个年岁人口数据，而是

以五年为一个年龄段统计的从业人员数，要得到每个年龄农业劳动力数还需做进

一步工作。本文假定在每个年龄段内部农业劳动力分布与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相

同，使用各年龄经济活动人口占相应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比例计算各年龄农业劳

动力。例如 21 岁经济活动人口占 20-24 岁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为 18.7%，20-24 岁

农业劳动力依据该年龄段占农业劳动力比例计算为 2437 万人，乘以比例 18.7%
估计出 21 岁农业劳动力 455.9 万人。 

估计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和退出量需要设定“新进入截止年龄”和“退出

起始年龄”。新进入劳动力一般需要在小于或等于进入截止年龄的年龄段完成进

入，退出劳动力需要在大于退出起始年龄的年龄段退出。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力

占乡村人口比例在进入截止年龄前递增，在退出起始年龄后递减。由图 1 可见，

在 2000 年和 2005 年农业劳动力占乡村人口比例大概在 20 岁之前快速上升，20
岁后开始缓慢上升，2010 年则在 25 岁以前都较快上升。 

图1、若干年份分年龄农业从业
人员占乡村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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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根据各年龄农业劳动力除以相应年龄乡村人口计算比例值。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

来自普查（2003，第 1249-1252 页）、抽样调查（2007，第 218-220 页）和六普农业劳动力各年龄分布数据，

结合当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农业劳动力总量计算。分年龄乡村人口根据《中国人口年鉴（2001）》第

83-85 页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6）》第 83-85 页乡村人口年龄分布，结合乡村人口总量计算而得。201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原始数据为 5 年一个年龄段数据，各年龄农业劳动力通过各年龄段内部经济活动人口分

布比例调整得到。 

                                                        
7 包括“六普详细交叉列表数据”。 
8 在大普查和小普查提供的分行业分年龄从业人员抽样调查数据中，农林牧渔业的抽样比例要高于相应年

份《中国统计年鉴》报告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这可能是由于在抽样调查取样中农林牧渔业取样

比例较高。不过这对本文估算结果影响应比较有限。本文利用农林牧渔业年龄分布作为对农业劳动力年龄

分布的估计，然后结合农业劳动力总量计算分年龄农业劳动力。即便抽样调查选取农林牧渔业比例较高，

只要农林牧渔业年龄分布与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比较接近，本文估计结果因上述比例值不一致引入的误差

就应比较有限。 



3-2、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测与结果 

依据本节确定新进入量估计方法，1990-2005 年新进入量等于期末 20 岁以

前各年龄新进入量之和，2005 年之后等于期末 25 岁以前各年龄新进入量之和。

每个年龄的新进入量等于期末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减去期初五岁前农业劳动力。考

虑有关实际情况对 2005 年前后设定不同新进入截止年龄。期末农业劳动力大于

期初五岁前农业劳动力才可以说该年龄段发生新进入情况，否则意味着该年龄对

应农业劳动力净转出或净减少。1990-2005 年按期末农业劳动力减去期初五岁前

农业劳动力计算的各年龄新进入量中，21-25 岁基本上都为负值，1995-2000 年

21 岁、22 岁和 24 岁有略微正值，新进入截止年龄应定为 20 岁。2005-2010 年间

21-25 岁各年龄新进入量都有数量不小的正值，25 岁对应新进入量 34 万人，新

进入量共计 755 万，因而我们将这个五年期新进入量截止年龄提高到 25 岁。 

表 5 报告已有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计结果。农业劳动力新进入

量在 1990-2005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新进入量从 1990-1995 年的 3171 万人，下

降到 2000-2005 年的 1678 万人，年均新进入量由 634 万下降到 338 万人。

2005-2010 年新进入量有所回升，达到 2023 万人，年均新进入量 405 万人。新进

入农业劳动力年龄不断提高，新进入主体由 1990-1995 年的 16-20 岁提高到

2005-2010 年的 18-21 岁，高中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可能是关键因素。 

表 5、已有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计（1990-2010，万人） 
期末各年龄对应新进入量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16 岁 509 423 218 90 

17 岁 574 491 300 169 

18 岁 613 610 394 254 

19 岁 703 537 376 327 

20 岁 773 547 390 428 

21 岁 （-91） （71） （-25） 238 

22 岁 （-208） （36） （-61） 181 

23 岁 （-224） （-4） （-95） 162 

24 岁 （-224） （15） （-45） 140 

25 岁 （-192） （-20） （-44） 34 

总计 3171 2608 1678 2023 

 数据说明和来源：.期末各年龄对于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等于期末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减去期初五岁前

农业劳动力，1990-2005 年各期新进入量总计等于 16-20 岁各年龄新进入量之和，2005-2010 年新进入量等

于 16-25 岁各年龄新进入量之和。各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来自普查（1993）、普查（2003）、普查（2011）

和抽样调查（1997）、抽样调查（2007）分年龄分行业劳动力数据。依据正文对两种进入截止年份考虑，“总

计”没有包括括号内数字。 

3-3、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和转出量估测结果 

考虑农业劳动力占乡村人口比例大体从 50 岁前后开始趋势性下降，设定 50
岁为退出年龄。劳动力退出逐步实现，表现为此后农业劳动力占乡村人口比例作

为年龄减函数持续下降。图 1 数据显示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平均仍有大约两成左

右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这个比例值随年岁增加会持续下降并逐步趋近零值。 



对每个五年期而言，期初 50 岁及以上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在期末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成为期末 55 岁以上相应年龄的农业劳动力，另一部分因为年老体迈退出

劳动力队伍。用期初 50 岁以上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 55 岁以上各年龄农业

劳动力就可以得到期末 55 岁以上各年龄对应的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将这些退出

量加总的得到总的农业劳动力退出量。 

表 6 报告退出量估计数据。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历时性变动，退出量规模在已

有数据年份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动格局。1990-1995 年退出量较高，

总量 2211 万人，年均 442 万人；1995-2000 年退出量最低，总量 854 万人，年均

171 万人；到 2005-2010 年，退出量增加到 3843 万人，年均 769 万人。 

表 6、已有数据年份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估计（万人） 
期末年份各年龄对应退出量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55 岁 64 47 7 208 

56 岁 99 25 18 202 

57 岁 79 44 25 229 

58 岁 92 35 20 248 

59 岁 103 56 35 229 

60 岁 107 34 33 202 

61 岁 139 53 59 217 

62 岁 123 55 52 188 

63 岁 127 60 72 204 

64 岁 128 50 78 179 

65 岁+ 1148 396 1487 1736 

总计 2211 854 1886 3843 

数据说明和来源：期末年份各年龄对应退出劳动力等于期初五岁前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该年龄劳动

力，65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退出量等于期初 60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 65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各

年龄农业劳动力根据普查（1993）、普查（2003）、普查（2011）和抽样调查（1997）、抽样调查（2007）分

年龄分行业劳动力数据。 

获得农业劳动力进入和退出估计数后，结合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并依据“总

变化量=新进入量-退出量-转出量”关系，可计算已有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转出

量。表 7 报告估算结果。在经济增速较快时期如 1990-1995 年与 2005-2010 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达到 4344 万人和 4220 万人，年均量分别为 774 万人和 844
万人。经济平均增速较低的 1995-2000、2000-2005 年，转移量较低分别为 1240
万人和 1865 万人，年均转移量分别只有 245 万人和 373 万人。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估计的转移量不等于农民工增量。一方面转移量仅包含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到

非农就业部分，没有包括乡村人口直接进入非农劳动力部分，会导致转出量估计

值低于农民工增量。另一方面，计入转移量的部分劳动力可能已成为不计入农民

工的城镇人口，这导致转出量估计可能高于农民工。事实上，不同时期，转出量

和农民工增量大小关系不同9。 

                                                        
9 依据卢锋（2011）提供数据，1990-1995 年、1995-2000 年、2000-2005 年、2005-2010 年农民工数量增量

分别为 4034 万人、2258 万人、5447 万人、3811 万人，对应时期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分别为 4344 万人、1240
万人、1865 万人、4220 万人。比较结果显示，1990-1995 年和 2005-2010 年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大于农民工

增量，1995-2000 年和 2000-2005 年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小于农民工增量。 



表 7、已有数据年份农业劳动力变化结构（万人）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总变化量 -3384 513 -2073 -6039 

新进入量 3171 2608 1678 2023 

退出量 2211 854 1886 3843 

转出量 4344 1240 1865 4220 

数据说明和来源：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量由期末农业劳动力减去期初农业劳动力而得，农业劳动力

总量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新进入量来自表 5，退出量来自表 6，转出量由新进入量减去退

出量再减去总量变化量得到。 

4、预测数据时期占比变动因素估测 

第 2 节估计预测数据时期劳动力总量指标，本节考察预测时期农业劳动力

结构变动指标。对进入量、退出量和转出量等指标估计方法与已有数据时期相同，

即假定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等于期末小于 25 岁各年龄对应新进入量之和，农业

劳动力退出量等于期初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 55岁以上农业劳动力的差

值。由于五年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和退出量估计都需借助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

据，所以首先要估计预测年份分年龄农业劳动力。 

4-1、预测时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测 

五年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等于期末年份 16-25 岁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减去

五岁前期初农业劳动力。利用最新“六普详细交叉列表数据”提供的 2010 年乡

村分年龄人口数据，可以估计出 2020 年及以前 11-20 岁乡村人口。但是 2020 年

之后 11-15 岁乡村人口在可获得最新数据年份 2010 年尚未出生，估计这部分人

口数需采用不同方法。 

为此先估算 2011-2015 年每年新出生乡村人口数，得到 2015 年乡村分年龄

人口数，再依据期末乡村人口占期初五岁前乡村人口的经验比例推延得到 2025
年11-15岁农业劳动力，并由此推算2020-2030年新进入农业劳动力数。期初11-20
岁的乡村人口，期末有小部分可能会转为城镇人口甚至发生非正常死亡，留在乡

村有一部分可能转移到非农就业，剩下的是期末 16-25 岁农业劳动力。本文通过

设定两个分流比例来估计期末 16-25 岁农业劳动力：一个分流比例是期末仍留在

乡村人口占期初相应年龄人口比例，另一个是期末仍留在乡村人口中农业劳动力

比例。 

图 2 报告已有数据时期四个五年期期末 15-25 岁各年龄乡村人口占相应期初

年幼五岁乡村人口比例。2010 年 24 和 25 岁乡村人口该比例值超过 100%，直接

解读是 2010 年这两个年岁乡村人口比五年前 19 和 20 岁乡村人口数比较反而有

所增加。这应属比较反常现象，其具体原因还有待研究。我们假定该比例值 2010
年之后保持 1990-2010 年平均水平不变，利用 2010 年分年龄乡村人口数据，估

算出 2015、2020、2025 年 16-25 岁乡村人口数。 



图2、期末各年龄乡村人口占相应期初年
幼五岁乡村人口比例 （15-25岁,%)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
5
岁

 
 
1
6
岁

 
 
1
7
岁

 
 
1
8
岁

 
 
1
9
岁

 
 
2
0
岁

 
 
2
1
岁

 
 
2
2
岁

 
 
2
3
岁

 
 
2
4
岁

 
 
2
5
岁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数据说明和来源：根据 1990、1995、2000、2005、2010 年分年龄乡村人口数计算而得，分年龄乡村人

口数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分年龄乡村劳动力分布比例乘以对应年份总的乡村人口数计算

而得。 

另一个分流比例是仍留在农村的乡村人口有多大比例成为农业劳动力。图 3
报告这一比例值，其中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特定年份该比例值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显示随年龄增大进入农业劳动力队伍比例增加。二是不同年份曲线位置不断下

移，显示留住乡村的年轻人中从业人员平均占比持续降低，或进入农业劳动力平

均年龄上升，如 2010 年 25 岁乡村人口中一产从业人员占 35.3%，远低于 1990
年 25 岁乡村人口从业人口占比数 75.9%。本文假定预测年份年轻乡村人口中从

业人员所占比例大体维持在 2010 年水平。 

图3、分年龄一产从业人口占乡村
人口比例 (15-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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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分年龄乡村人口数据见图 2，一产从业人员数据根据普查（1993）、抽样调查（1997）、普

查（2003）、抽样调查（2007）、普查（2011）分年龄分行业劳动力数据计算而得。 

把特定五年期期初 11-20 岁乡村人口，乘以“期末仍留在乡村年轻人口占期

初相应年龄乡村人数比例”，再乘以“期末年轻乡村人口中成为农业劳动力的比

例”，得到期末 16-25 岁农业劳动力。因而利用给定时期期初分年龄农业劳动力，

可估测该时期新进入劳动力数。但是由于目前最晚利用数据年份是 2010 年，采

用上述方法预测新进入农业劳动力最远年份是 2025 年。估计 2025 年后新进入农

业劳动力还需要估计 2025-2030 年期初 11-20 岁乡村劳动力数据。 



采用上述估计方法，如能得到 2015 年各年龄段乡村人口数据就能估计

2025-2030年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2030年 16-25岁农业劳动力来自 2025年 11-20
岁乡村人口，即来自 2015 年 1-10 岁乡村人口。我们利用已有最近年份 2010 年

乡村人口年龄分布数据，在设定乡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基础上推算 2015 年分

年龄乡村人口。 

普查（2011）提供了 2010 年 0.1%样本比例乡村人口年龄分布抽样调查数据，

根据当年乡村人口总数可计算出 2010 年分年龄乡村人口数。再设定 2011-2015
年乡村人口出生率和乡村人口分年龄死亡率，可以推算出 2015 年乡村人口年龄

分布。出生率取 2000-2010 年均值 1.173%，死亡率取 2010 年人口抽样调查乡村

人口各年龄死亡率。乡村人口总数由总人口数乘以乡村人口占比得到，总人口数

采用联合国人口预测数。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过去 10 年年均下降 1.373 个

百分点，假定未来五年继续保持这个速度，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2010）数据10，

可以计算出历年乡村人口数11。 

表 8 报告 2010-2030 年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计结果。总体看农业劳动力新

进入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2015 年年均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约 441 万人，

到 2025-2030 年估计将下降到年均 228 万人。其中 2015-2020 年降幅最大，年均

新进入量较 2010-1015 年下降 213 万人。 

表 8、预测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估计（万人） 
期末年份各年龄新进入量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16 岁 81 75 82 61 
17 岁 169 109 131 101 
18 岁 250 152 175 143 
19 岁 329 188 214 175 
20 岁 348 203 184 171 
21 岁 274 147 135 147 
22 岁 246 157 102 122 
23 岁 197 127 77 89 
24 岁 154 122 70 79 
25 岁 159 103 60 54 

新进入劳动力 2207 1382 1229 1142 

    数据说明和来源：期末年份各年龄新进入劳动力等于期末该年龄劳动力减去期初五岁前劳动力。利

用普查（2011）有关数据采用正文讨论方法估算而得。 

4-2、预测时期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和转出量估测 

与第 3 节方法相同，对预测时期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估计，同样设定 50 岁为

开始退出年龄，然后将期初 50 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 55 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得到退出估计数。采用这个方法同样需要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由于预测年份

没有现成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需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估测。未来年份 50 岁以

上劳动力来自早先年份 50 岁以下相应年龄劳动力，因而需估计各个年龄段劳动

                                                        
10 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间隔为 5 年，只有尾数为 0 和 5 年份数据，期间年份人口数据取线性平均值。 
11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估计偏差对未来各年新出生乡村人口估计结果影响较小，因为即便预测与实际值

偏离 1%，由于出生率通常只有 1%左右，最终偏差只有总人口万分之一即 10 多万人。 



力。4-1 节已估计预测年份 16-25 岁农业劳动力，现在需估计 26 岁及以上分年龄

农业劳动力。 

具体方法是，利用最近已有数据年份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并结合农业劳动

力“队列变化比例（cohort-change rate）”信息推算预测年份农业劳动力 20 岁以

上分年龄数据。“队列变化比例”指期末某年龄农业劳动力占期初年幼五岁比例

（Willems, 1999）。不考虑非农劳动力回流情况下，期末 26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

都来自期初农业劳动力。期初农业劳动力在期末部分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或退

出，其余继续作为农业劳动力12，通过估算期末农业劳动力占期初相应年龄农业

劳动力比例，再乘以期初相应年龄农业劳动力总量，可估算出期末 26 岁及以上

的分年龄农业劳动力。如假设期初 30 岁农业劳动力为 500 万，期末 35 岁农业劳

动力占期初 30 岁的比例为 80%，可估算出期末 35 岁农业劳动力为 400 万。 

图 4 报告已有数据时期期末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占期初年幼五岁的比例。由于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时期该指标值整体水平以及不同年龄上特定水平都有明

显差别。我们在预测未来农业劳动力退出量时，采用图 4 报告四个时期该指标值

平均水平作为预测利用参数。 

图4、期末各年龄农业劳动力与
期初年幼五岁劳动力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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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根据普查（1993）、抽样调查（1997）、普查（2003）、抽样调查（2007）、普查（2011）

分年龄分行业劳动力数据计算而得。 

利用该比例值和 2010 年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加上前面估计的 16-25 岁

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可依次估算出未来年份 26 岁及以上分年龄农业劳动力

数据。结合表 8 对预测年份 16-20 岁农业劳动力估测数，得到表 9 对 16 岁以上

到 65 岁以上各分年龄预测劳动力数。 

表 9、预测数据年份分年龄农业劳动力（万人） 
期末分年龄劳动力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16 岁 81 75 82 61 

17 岁 169 109 131 101 

18 岁 250 152 175 143 

19 岁 329 188 214 175 

                                                        
12 我们这里没有考虑少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因素影响。 
 



20 岁 348 203 184 171 

21 岁 364 228 209 228 

22 岁 415 326 211 253 

23 岁 451 377 229 264 

24 岁 482 451 257 293 

25 岁 588 450 263 239 

26 岁 426 340 213 196 

27 岁 443 382 300 194 

28 岁 493 400 334 203 

29 岁 440 411 385 220 

30 岁 374 518 397 232 

31 岁 365 367 292 183 

32 岁 377 396 341 268 

33 岁 447 450 365 305 

34 岁 379 389 364 341 

35 岁 393 338 468 359 

36 岁 403 323 324 259 

37 岁 391 328 344 297 

38 岁 393 416 419 340 

39 岁 428 337 346 324 

40 岁 513 360 309 428 

41 岁 549 363 291 291 

42 岁 577 353 296 311 

43 岁 593 351 371 374 

44 岁 613 388 305 313 

45 岁 773 462 323 278 

46 岁 737 521 344 276 

47 岁 776 529 324 272 

48 岁 621 551 326 345 

49 岁 695 564 357 281 

50 岁 770 732 438 306 

51 岁 722 679 479 317 

52 岁 818 708 483 296 

53 岁 577 539 479 283 

54 岁 319 613 498 315 

55 岁 458 680 647 387 

56 岁 392 626 588 416 

57 岁 503 698 604 412 

58 岁 544 488 456 404 

59 岁 472 258 497 404 

60 岁 585 377 559 532 

61 岁 523 297 475 446 

62 岁 469 385 534 462 



63 岁 433 392 352 328 

64 岁 344 337 184 354 

65 岁+ 1872 2427 2420 2598 

数据说明和来源：根据普查（1993）、抽样调查（1997）、普查（2003）、抽样调查（2007）、普查（2011）

有关数据，采用正文讨论方法估算而得。 

得到预测年份分年龄劳动力数据后，可采用与已有数据时期相同方法估算

退出量，即用期初 50 岁以上各年龄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 55 岁以上相应年龄农业

劳动力得到期末各年龄对应的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加总得到农业劳动力总退出

量。表 10 报告估计结果。数据显示，2015-2020 年退出量明显下降，随后小幅上

升，大体在 2800-3000 万人之间变动，即年均退出在 560-600 万人之间。给定未

来农业劳动力绝对量下降趋势，退出量大体稳定意味着退出对农业劳动力下降的

相对贡献会越来越大。 

表 10、预测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估计（万人） 
期末年份各年龄对应退出劳动力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55 岁 60 90 85 51 
56 岁 60 96 90 64 
57 岁 87 120 104 71 
58 岁 100 90 84 74 
59 岁 111 60 116 94 
60 岁 126 81 121 115 
61 岁 167 95 151 142 
62 岁 144 118 164 142 
63 岁 168 152 136 127 
64 岁 139 136 74 143 

65 岁以上 1885 1799 1794 1926 
总计 3046 2837 2920 2949 

数据说明和来源：期末年份各年龄对应退出劳动力等于期初五岁前农业劳动力减去期末该年龄农业劳

动力。2010 年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根据普查（2011）分年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11》农

业劳动力总量数据估算，2015 年、2020 年、2025 年、2030 年分年龄农业劳动力数据来自表 9。 

结合第 2 节估算农业劳动力总量数据，可以计算出农业劳动力在预测年份各

期变化量。利用本节对新进入量和退出量估计结果，用新进入量减去退出量再减

去变化量可以得到转出量。从表 11 报告估算结果看，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将持续

下降，2010 年以后年均约下降 800-900 万人。随着农业劳动力规模减少，农业劳

动力转出量也将逐步下降，从 2010-2015 时期年均转出量 658 万人，下降到

2025-2030 时期年均转出量 541 万人。 

表 11、预测数据时期农业劳动力变动（万人）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总变化量 -4003 -4242 -4475 -4528 
新进入量 2207 1382 1229 1142 
退出量 3046 2837 2920 2949 



转出量 3291 2692 2716 2704 

数据来源和说明：总变化量、进入量和退出量数据来自表 4、表 8 和表 10，根据“总变化量=进入量-退出

量-转出量”关系计算转出量。假定 2010 年后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 1.1 个百分点。 

5、估计结果的汇总讨论 

本文定量估测 1990-2030 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的结构因素贡献。利

用公式（7）关系以及上述整理和估测结果，可估算 1990-2030 年影响农业劳动

力占比变化各结构因素绝对量水平和定量贡献率。如 2005-2010 年劳动力总量从

7.79亿增加到7.84亿，农业劳动力从3.40亿降到2.79亿，农业劳动力占比从43.6%
降至 35.6%，下降 8 个百分点。同期农业劳动力退出量 3843 万人，解释 2.8 个百

分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对此期占比下降解释份额或贡献率为 34.7%。假设

2010 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降速分别为 1.1%、0.9%、1.3%，表 12、表 13
和表 14 分别报告有关估算结果。 

 

 

 

 

表 12、我国劳动力若干总量和结构指标 
（1990-2030，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中位速度情形）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1）期末 15 岁以上人口（万人） 88903 97731 104252 111832 112575 115536 117676 118953 

（2）劳动参与率（%） 77.4 75.7 73.0 70.1 70.2 69.2 67.8 66.4 

（3）期末经济活动人口（万人) 68855 73992 77877 78388 79081 79907 79842 78958 

（4）期末农业劳动力占比（%） 51.6 48.7 43.6 35.6 30.1 24.6 19.1 13.6 

（5）期末农业劳动力（万人） 35530 36043 33970 27903 23800 19654 15247 10735 

（6）期末非农劳动力（万人） 33325 37949 43907 50485 55281 60253 64596 68223 

（7）期末非农就业人数（万人） 32535 36042 41205 48174 53457 58265 62464 65972 

（8）非农就业新增量（万人） 6700 3507 5163 6969 5283 4808 4200 3508 

（9）农业劳动力进入量（万人） 3171 2608 1678 2023 2207 1382 1229  1142  

（10）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万人） 2211 854 1886 3843 3046 2837 2920  2949  

（11）农业劳动力转出量（万人） 4344 1240 1865 4220 3291 2692 2716  2704  

（12）进入量贡献率（%） -20.9 -77.2 -35.5 -15.1 -30.2 -35.5 -23.7  -22.6  

（13）退出量贡献率（%） 30.0 20.8 25.7 34.7 45.5  45.6  50.1  54.3  

（14）转出量贡献率（%） 17.2 30.2 25.4 38.3 48.7  43.3  46.6  49.8  

（15）非农劳动力变化贡献率（%） 73.7 126.2 84.4 42.2 36.0  46.6  27.0  18.5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位速度指假设 2010 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占比每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指标（1）-

（8）数据来自表 4，已有数据时期指标（9）-（11）数据来自表 7，预测数据时期指标（9）-（11）数据来

自表 11，指标（12）-（15）数据利用第 1 节模型并结合上述相关指标估测数据计算而得。 

 

表 13、我国劳动力若干总量和结构指标 



（1990-2030，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低位速度情形）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1）期末 15 岁以上人口（万人） 88903 97731 104252 111832 112575 115536 117676 118953 

（2）劳动参与率（%） 77.4 75.7 74.7 70.1 70.2 69.2 67.8 66.4 

（3）期末经济活动人口(万人) 68855 73992 77877 78388 79081 79907 79842 78958 

（4）期末农业劳动力占比（%） 51.6 48.7 43.6 35.6 31.1 26.6 22.1 17.6 

（5）期末农业劳动力（万人） 35530 36043 33970 27903 24591 21252 17642 13893 

（6）期末非农劳动力（万人） 33325 37949 43907 50485 54490 58655 62200 65065 

（7）期末非农就业人数（万人） 32535 36042 41205 48174 52692 56719 60148 62918 

（8）非农就业新增量（万人） 6700 3507 5163 6969 3159 4027 3429 2770 

（9）农业劳动力进入量（万人） 3171 2608 1678 2023 2207 1382 1229  1142  

（10）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万人） 2211 854 1886 3843 3046 2837 2920  2949  

（11）农业劳动力转出量（万人） 4344 1240 1865 4220 2472 1884 1918  1941  

（12）进入量贡献率（%） -20.9 -77.2 -35.5 -15.1 -36.9 -42.7 -28.2  -26.6  

（13）退出量贡献率（%） 30.0 20.8 25.7 34.7 55.6  54.9  59.6  63.9  

（14）转出量贡献率（%） 17.2 30.2 25.4 38.3 45.1  36.5  39.2  42.1  

（15）非农劳动力变化贡献率（%） 73.7 126.2 84.4 42.2 36.2  51.3  29.4  20.6  

数据来源和说明：低位速度指假设 2010 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占比每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和估

算方法均与表 12 相同。 

 

表 14、我国劳动力若干总量和结构指标 
（1990-2030，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高位速度情形）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2025-2030

（1）期末 15 岁以上人口（万人） 88903 97731 104252 111832 112575 115536 117676 118953 

（2）劳动参与率（%） 77.4 75.7 73.0 70.1 70.2 69.2 67.8 66.4 

（3）期末经济活动人口(万人) 68855 73992 77877 78388 79081 79907 79842 78958 

（4）期末农业劳动力占比（%） 51.6 48.7 43.6 35.6 29.4 22.9 16.4 9.9 

（5）期末农业劳动力（万人） 35530 36043 33970 27903 23282 18299 13094 7817 

（6）期末非农劳动力（万人） 33325 37949 43907 50485 55799 61608 66748 71141 

（7）期末非农就业人数（万人） 32535 36042 41205 48174 53958 59575 64546 68794 

（8）非农就业新增量（万人） 6700 3507 5163 6969 5784 5617 4971 4248 

（9）农业劳动力进入量（万人） 3171 2608 1678 2023 2207 1382 1229  1142  

（10）农业劳动力退出量（万人） 2211 854 1886 3843 3046 2837 2920  2949  

（11）农业劳动力转出量（万人） 4344 1240 1865 4220 3781 3529 3513  3470  

（12）进入量贡献率（%） -20.9 -77.2 -35.5 -15.1 -27.0 -30.1 -20.5  -19.8  

（13）退出量贡献率（%） 30.0 20.8 25.7 34.7 40.7  38.7  43.3  47.5  

（14）转出量贡献率（%） 17.2 30.2 25.4 38.3 50.5  48.1  52.1  55.9  

（15）非农劳动力变化贡献率（%） 73.7 126.2 84.4 42.2 35.9  43.3  25.0  16.4  

数据来源和说明：高位速度指假设 2010 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占比每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和估

算方法均与表 12 相同。 

估测结果包含四点主要内容。第一，在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 1.1%
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数量将从 2010 年 2.7903 亿人下降到 2030 年 1.0735
亿人，同期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从 35.6%下降到 13.6%。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从

2005-2010 年 2023 万人下降到 2025-2030 年 1142 万人，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和退

出量分别从 4220 万人和 3843 万人下降到 2704 万人和 2949 万人。2005-2010 年



新进入量、转出量、退出量、非农劳动力变化等四个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

的定量解释程度或贡献率分别为-15.1%、38.3%、34.7%和 42.2%，到 2025-2030
年四因素贡献率将分别变为-22.6%、49.8%、54.3%和 18.5%。在农业劳动力占比

低位或高位降速假设下，上述预测指标演变轨迹相应改变。 

第二，农民工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主力军，2011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长

到 2.54 亿人。农民工主要包括本文估测的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另外还包括乡村

人口新进入劳动力中直接到城镇非农部门就业人员。依据表 12 估测结果，在农

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未来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将从 2005-2010 年间年均

849.4 万人，下降到 2010-2015 年年均 658.2 万人，此后 2015-2030 年间大体维持

在 540 万人上下。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和高位降速假设下，转出量将在

2010-2015 年分别下降到年均 494.4 万人和 756.2 万人，2025-2030 年间分别下降

到年均 388.2 万人和 694 万人。可见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期已过，然而

这个历史进程仍将长期持续。 

第三，本文研究动机之一是定量考察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

降影响。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将从 2005-2010
年间年均 768.6 万人，下降到 2010-2015 年间年均 609.2 万人，此后 15 年预测期

年均下降 567-590 万人上下。虽然退出绝对数下降，由于农业劳动力基数同时下

降，农业劳动力退出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会显著上升。上述估测结

果显示，退出量对 2005-2010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为 34.7%，2010-2020
年贡献率将增长到 45%上下，2025-2030 年进一步上升到 54.3%。年老退出可能

成为影响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单个最重要因素。 

第四，2005-2010 年间我国年均非农就业新增量 1393.8 万人，在农业劳动力

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此后四个五年期年均新增量将依次下降到 1057 万人，962
万人，840 万人，701.6 万人。比较两个 20 年，1990-2010 已有数据时期实际年

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约 1117 万，2010-2030 未来预测数据时期年均需创造 890
万个。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和高位降速假设下，未来 20 年年均需分别创造 737
万个和 1031 多万个非农工作岗位。可见从就业转型进程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

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也将长期存在。 

本文估测结果具有相应政策含义。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非农就业

岗位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仍将长期存在的基本特点，我国未来就业政策应从

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应在提升经济增长

结构与质量同时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市场体系以促进就业增长，通过完善普

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帮助劳动者提升

就业能力。从更广阔视角看，应将就业政策调整与人口、户籍、土地制度等深层

改革议程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以保障我国就业和经济整体最终实现成功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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