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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运用定量测度方法 ,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

分异特征 ,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 ,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

段 ,但在“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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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多偏重于从人口学、社会学、老年学等非空间的角度来考察

人口老龄化的现象、过程、原因、影响及对策等 (姜向群 ,1999 ;张再生 ,2000 ;杨中新 ,2005 ;谢

安 ,2004 ;穆光宗 ,1999) ,地域分异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只侧重于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 (姚静 ,

2000 ;张晓青、李玉江 ,2005 ;于蜀、陈扬乐 ,2000) ;对城市老龄化和总体人口老龄化问题论述较

多 (原新 ,2005 ;柴彦威、刘璇 ,2002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6) ,而专门的农村

老龄化研究较为少见。事实上 ,由于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及长期以来非均衡的社会保障体制 ,

使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加严重、压力更为突出。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测度方法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通常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测定 ,前者偏重于对农村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度量 ,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人口老龄化速度。

(一)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测定

1. 绝对老龄化程度

农村人口绝对老龄化程度是指区域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某一时刻、某一地域

范围内农村老龄人口的比重是该区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及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一指标可以

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静态空间特征。用公式表示为 :

绝对老龄化程度 =
l
p
×100 % (1)

公式 (1) 中 , l 是区域农村老年人口数量 , p 是区域农村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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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对老龄化程度

农村人口相对老龄化程度是指区域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与全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之比。该

指标描述了老年人口在地理空间静态的集中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

相对老龄化程度 =
l/ p

L / P
(2)

公式 (2) 中 ,L 为全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 , P 为全国农村人口数量。相对老龄化程度大于

1 ,则该区域农村老年人口集中程度高 ;反之 ,该区域农村老年人口集中程度低。

(二)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测定

上述静态指标虽然可以从年龄和地域两个方面刻画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 ,但难以

动态地反映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从动态角度而言 ,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失

为一种度量老年人口随时间演化过程的有效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难以直观地反映老年人

口与区域人口年龄变化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下面用美国人口统计学家 Rogers 和 Woodward

(1992)的方法进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测定。

人口老龄化速度主要受人口转变速度的制约 ,而指数增长模式又常被用于模拟人口总体的

变化过程。因此 ,假定老年人口演化遵从指数增长规律 ,设 p
( t) (65 + )为全国或某一区域在 t 年时

6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总量 ,那么 n年后 65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数 p
( t + n) (65 + )可以表示为 :

pt + n (65 + ) = enr (65
+

)
p

( t) (65 + ) (3)

其中 , r(65 + ) 表示 6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 ,由上式可得 :

r(65 + ) =
1
n

ln
p

( t + n) (65 + )
p

( t) (65 + )
(4)

根据公式 (3) 、(4) ,可以将区域 i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I
( t) (65 + )动态化 :

I
( t + n) (65 + ) = enTA i (65

+
)

I
( t) (65 + ) (5)

公式 (5) 中 , TA i (65 + ) 为 Rogers 和 Woodward 构建的测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新指标 ,即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按指数模式的年均增长率。该指标值可由公式 (5)导出 :

TA i (65 + ) =
1
n

ln
p

( t + n)
i (65 + )

p
( t)
i (65 + )

-
1
n

ln
p

( t + n)
i (0 + )

p
( t)
i (0 + )

= ri (65 + ) - ri (0 + ) (6)

其中 , p
( t)
i (0 + )为 i 区域农村人口总数 , p

( t + n)
i (0 + )为 n年后 i 区域农村人口总数 , p

( t)
i (65 + )为

i 区域 6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数 , p
( t + n)
i (65 + )为 n年后 i 区域 6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数 , ri (0 + )为

i 区域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 , ri (65 + ) 为 i 区域 6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由公式 (6)

可见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 TA i (65 + ) 反映的是 i 区域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变动的快慢 ,并揭示

出农村老年人口与区域农村人口总体动态演进过程中的速度差异 , TA i (65 + ) 因此成为度量区

域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TA i (65 + ) 值越大 ,表示老龄化进程的速度越快 ;当

TA i (65 + ) > 0时 ,区域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加速推进 ;若 TA i (65 + ) = 0 ,说明区域农村人口

老龄化进程保持不变 ;若 TA i (65 + ) < 0 ,说明该区域农村人口还未出现老龄化趋势。

(三) 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由于已有人口普查资料截止到 2000 年 ,仅用此资料得出的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目

前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还存在着一定差异 ,而且也无法得知未来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

的变动趋势 ,从而无法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为此 ,需要根据已有资料

对未来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行科学预测。

我们以各省 1990 和 2000 年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为依据 ,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运算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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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曲线 ,得到数学模型 ,然后利用该模型推算 2010 年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中国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利用上述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方法 ,将测度

结果运用 Arc GIS专题地图直观地表现出来 ,可以得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一) 老龄化已成为各地区农村人口变化的普遍现象

在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只有上海 (8. 18 %)和北京市 (7. 02 %)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属于老龄型 ;新疆、青海、宁夏和黑龙江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 ;其他省份农村人口年

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 2000 年 ,除上海 (12. 62 %) 和北京市 (8. 43 %) 仍位居前列外 ,超过

7 %的还有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重庆和

四川 15 个省份 ,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农村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 ;其余省份农村人口年龄

结构均跨入成年型 ;全国已不存在人口结构年轻型省份 (见图 1) 。根据 1990～2000 年数据预

测 ,到 2010 年全国除东北的黑龙江和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6 个省份尚处在成年

型外 ,其余都将进入严重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状态 (见图 2) 。老龄化已成为农村地区相对普遍

的人口变化趋势 ,且呈现由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内陆的递进规律。

图 1 　1990 和 2000 年中国各地区农村人口绝对老龄化程度

资料来源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卷) 。

　　(二) 农村老龄人口集中分布于东部和南部 ,

并有向中部绵延的趋势

在全国农村人口普遍老龄化的背景下 ,各地区

老龄化的推进态势不尽相同。从图 3 不难发现 ,

1990 年农村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三大片 : 一

是东部沿海地区 ,由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一

直延伸到江苏、上海、浙江 ;另两片是山西、河南等

紧邻东部沿海省份的中部内陆地区 ,以及广东、四

川、重庆等地。2000 年农村老年人口更加集中地

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 ,包括辽宁、北京、天津、山东、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及南部的广东、广西、湖南、

图 2 　2010 年中国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预测

资料来源 :同图 1。

四川、重庆等地。而河北、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北等相对老龄化程度也大于 0. 9。总的来

看 ,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南部 ,并呈现出向中部绵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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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0 和 2000 年中国各地区农村人口相对老龄化程度

(三) 空间上形成了一条近乎环形的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带

1990 年以来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步入了高速推进的新阶段。1990～2000 年间各省份的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 TA i (65 + )均大于零 (见图 4) ,这说明所有区域都呈现出明显的农村人口

老龄化趋势。从空间上看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三大区域形成了一条近乎环形的人口快

图 4 　中国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

速老龄化带 :一是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和福

建等 ,在东部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沿海农村人口快

速老龄化带 ;二是由内蒙古、辽宁等构成的农村人口

快速老龄化地区 ,横亘于中国北方 ;三是由新疆、青

海、四川、重庆、湖南和广西组成 ,从西北绵延到南

部。就具体的地区而言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

的是上海市 (4. 33 %) ;浙江、福建、江苏、新疆、山东、

湖南、安徽、广西、四川和青海超过 3 % ,并高于全国同

期水平(2. 78 %) 。人口老龄化速度较慢的黑龙江、吉

林、河北、天津、甘肃、宁夏、陕西、河南、江西、广东、

贵州和云南也超过了 2 % ;湖北、北京、山西和西藏介于 1 %～2 % ,其中西藏最低 ,为 1. 06 %。

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异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区域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不是同步推进的 ,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

区域差异也较为明显。本文利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

响因素。

(一) 主成分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影响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死亡

率和迁移率等。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处理 ,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 ,达到

简化分析的目的。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思路和要求 ,选取 8 个老龄化区域分异的影响因子 :

x1 为 1990 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与全国平均值的差 ( %) ; x2 为当前农村总和生育率与全国平

均值的差 ( %) ; x3 为死亡率与全国平均值的差 ( %) ; x4 为城市化率与全国平均值的差 ( %) ; x5

为农村人口迁移率与全国平均值的差 ( %) ; x6 为农村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人数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 (个) ; x7 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元) ; x8 为农民每千人拥有卫生床位

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个) ; y 为 2000 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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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1 个省份作为样本 ,应用数据处理系统软件 SPSS 对样本进行分析计算 ,得出相关系

数矩阵、特征值、主成分贡献率与累计贡献率 (见表 1、表 2) 。

表 1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相关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

x2 - 0. 373 1

x3 0. 1507 0. 1116 1

x4 0. 4372 - 0. 703 - 0. 077 1

x5 0. 4069 - 0. 393 0. 0789 0. 7554 1

x6 - 0. 299 0. 6062 0. 2435 - 0. 455 - 0. 1446 1

x7 0. 6285 - 0. 677 0. 06 0. 7849 0. 6172 - 0. 6169 1

x8 0. 4732 - 0. 499 0. 2038 0. 6646 0. 78124 - 0. 2393 0. 6625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区

域差异的 8 个因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 ,这

说明进行主成分分析是必要的。由表 2 可知 ,

第一、第二、第三特征根较大 (大于 0. 8) ,主成

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 81. 7 % ,完全符合分析

要求。由此得出主成分载荷矩阵 (见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出 ,8 个因素分为相对独立的 3

类 ,主成分 1 为经济发展因子 ,城市化率、农村

人口迁移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每千人拥

有卫生床位数变量在其中承担较大载荷 ;主成

分 2 为文化教育因子 ,农村劳动力文盲人数在

其中承担较大载荷 ;主成分 3 为人口自身因

子 ,前一时期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当前农村总

和生育率和死亡率在其中占据较大载荷。

(二) 影响因子分析

1. 经济发展因子

为了证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

程度就越高 ,经济越不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

度就越低 ,下面用定量方法通过相关分析得出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取城市

化率 e1 、农村人口迁移率 e2 、农民人均纯收入

e3 、农民每千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e4 与全国平

均值的差异为解释变量 ,2000 年农村老年人

口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为被解释变量

y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 , 2000 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

表 2 　特征值及其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计贡献率 ( %)

1 4. 283 53. 533 53. 533

2 1. 404 17. 553 71. 086

3 0. 849 10. 609 81. 695

4 0. 591 7. 391 89. 086

5 0. 347 4. 337 93. 423

6 0. 272 3. 398 96. 821

7 0. 147 1. 837 98. 658

8 0. 107 1. 342 100

表 3 　主成分载荷矩阵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x1 0. 4883 - 0. 4245 0. 4739

x2 - 0. 5840 0. 5066 0. 7295

x3 0. 0663 0. 2073 0. 8940

x4 0. 8777 - 0. 2682 - 0. 1504

x5 0. 9406 0. 1689 - 0. 0153

x6 - 0. 2521 0. 8667 0. 1637

x7 0. 7569 - 0. 5327 0. 1427

x8 0. 8901 0. 0077 0. 1751

表 4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系数

e1 e2 e3 e4

Pearson
相关系数

0. 521 33 0. 500 33 0. 814 33 0. 678 33

双尾检验 0. 003 0. 004 0. 000 0. 000

　　注 : 3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α= 0. 05 上相关 ; 33 表示

在显著性水平α= 0. 01 上相关。

度的区域差异与城市化率、农村迁移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卫生水平的区域差异在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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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α= 0. 01 上呈显著正相关。可见经济发达省份 ,农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 ,农村医

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加上农村保存较好的自然环境等 ,均有助于经济发

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与长寿。城市化和农村人口迁移因素则是城乡之间人口空间再分配

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单向的 ,即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反向的

城镇向农村的迁移极少。而且农村向城镇迁移的那部分人口还具有强烈的年龄选择性 ,农村

青壮年与老年人在心理倾向、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劳动技能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差异 ,以及城

镇各劳动部门对青壮年的“偏爱”,使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化速度快 ,发展机会多 ,农村人口迁移率高 ,农村则出现大量留守老人、妇

女和儿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 文化教育因子

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对农村老龄化区域分异具有一定影响。文化教育使

农民的思想得到解放 ,思路进一步开阔。许多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适龄劳动力不再把自己束

缚在土地上 ,纷纷进城务工、经商、升学等 ,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 ,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 ,农村劳动力就越易向外 (主要是城市) 迁

移 ,该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就越高。

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来证明文化教育因子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异的影响。取 x 为农村

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人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 , y 为 2000 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与全国平均

水平的差异 ,得回归方程 : ŷ = - 0. 72 x + 0. 154。检验统计量 F = 8. 538 ,大于 0. 01 的临界值

7. 56 ,模型的可信度达到了 99. 9 %。方程中 x 的参数为负值 ,表明该变量与因变量具有异向

性 ,即某省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人数越多 ,该省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越小。回归结果印证了前

面的理论分析。

3. 人口自身因素

农村原有人口年龄结构及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再生产状况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异

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计算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1) 出生率的地区差异对农村人口老龄

化区域分异产生了直接影响。出生率低的省份新生人口数量少 ,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大幅下降 ,从而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 ,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相对增大。(2) 人口死亡率的降低

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死亡率下降的作用是复杂的 ,死亡率的降低增加了农村各年龄组

人口比重 ,但对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两端的作用更为明显。死亡率的下降使少儿人口比例

和老年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长 ,目前对少儿人口比例变动的影响正在减弱 ,而对老年人口比例上

升的影响逐步加大。因此 ,死亡率低的省份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相应较高。(3) 农村原有人口

年龄结构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影响显著。由于人口自身的惯性作用 ,前一时期农

村老年人口比重大的地区 ,当前的农村人口老年人口比重也越大。而且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

构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

四、结论和讨论

受人口规模和资源环境状况的制约 ,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调整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更

多的只能是去接受而不是改变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现实。因此 ,面对农村人口的急剧老龄

化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策主要应面向各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可否认 ,东

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 ,但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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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集体经济实力强 ,社会养老能力也较强 ;同时更应该看到 ,中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湖

南、广西、安徽、河南等农村人口类型已属于老年型 ,而且山西、陕西、湖北、江西、贵州、云南、内

蒙古等地农村到 2010 年也将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带

的存在说明 ,今后这些区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将更为迅速 ,它们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人口

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进者 ,而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因

此 ,在制定区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策时 ,应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

趋势 ,以减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这些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源于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

问题 ,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将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东部沿海地

区相比 ,中西部地区在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能力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在经济

发展水平还是在人均收入方面 ,后者均远低于前者 ,中西部地区未来将承受来自农村人口老龄

化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能否得到缓解 ,关键在于其经济是否能获得快速稳定增长的能力。

因此 ,区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策应是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广义的人口对策 ,既要对

养老保障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和资金上的扶持 ,更要注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

斜力度 ,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与

农村原有的人口年龄结构相比 ,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差异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更大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

是人口的再生产过程 ,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副产品。因此 ,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也

不能局限于生育政策的调整 ,发展经济、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水平才是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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