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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人口老龄化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又是乡村发展的背景依托，也是我国农村人口变化的大

势所趋。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速度加快，使得农村出现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劳动力缺乏、消费潜

力不足等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归结于老龄化使得乡村人口

的质量、数量以及结构失衡，影响了农村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突破制约的界限。解决农村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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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rural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which is not only a 
constraint facto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a background support for rural devel-
opment.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accelerate, leading to prob-
lems such as weak public service infrastructure, lack of labor force, and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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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se problem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mbalance in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structure of rural 
population caused by aging, which affects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ral material re-
sources and restrict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a constraint factor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a boundary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olving the various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ural revita-
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of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should start from reality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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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入探讨了人口与生产方式、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

“两种生产”理论。2012 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

口年龄结构带来的经济助推效应逐渐被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迟滞效应取代，这在老龄化加速的中国农村中

尤为明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受到很大阻碍。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将社会关系看作人口问题的本质，

而非单纯的自然关系，这种视角下，农村问题可以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和人口状态之间不相适应，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努力解决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 

2. “两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人口问题的钥匙。

“两种生产”理论的概括的说来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对于这一理论的详细阐述主要见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两本著作中。 

2.1. 现实的个人是“两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 

两种生产理论的概括的说来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围绕着两

者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和地位展开。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建立了以“现实的人”为前提的实践哲学。在被

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
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费尔巴哈只将人看作感

性存在，只能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人的社会属性，因而只能用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普遍性将人们

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超阶级的“爱”，这种抽象的“爱”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曾经

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不仅将人看作是“感性存在”，更将人看作是“感性活动”。这样，

马克思就立足于实践的角度，从具体的实践中考察人，克服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并提出了“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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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现实的人”作为一切历史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人不是抽象的实

体性存在，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物质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二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肯定了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人的生产活动“第一次

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1]，这就是说人的生产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前提地位，如果没有

人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那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而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将人和

动物区分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

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1]。”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应该与人的再生产相适应，人的存在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对应，“个人是

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紧接着马克思说明：“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1]。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过程中，人也同时进行着人自身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

促进人口增加，进而产生历史的第二个事实：“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

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正是

在旧的需要的满足与新的需要的产生过程中，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由此人们进入到历史的第三种关系：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在生产自己的生命和生产他人的

生命的过程中人们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

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

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

而进行的[1]。”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事实和第三种关系应该看作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而

不是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从人类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人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

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决定性力量。 

2.2. 物的关系制约人的关系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表述。

恩格斯写作《起源》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古代社会史方面的缺陷。由于原始社

会人们共同劳作，共同分配财产，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区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能够适用，

马克思与恩格斯必须回答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将“自私”视

作人的本性，试图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化，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科学地说明私有制的起源，才能说

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将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中贯彻到底。为了应对解

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开篇即对两种生产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

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

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

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

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

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首先，恩格斯在这里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范

畴，而非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贯彻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其次，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

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恩格斯说明了在历史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生产和

物质资料的生产居于不同地位，总的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自身生产的地位逐步让位于物质资料生

产的地位，即人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物的关系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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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现实化的主体，因此必须对农村人口的

现状开展具体分析。 

3.1. 城乡倒置，差异显著 

“城乡倒置”是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城乡分化演进的现象。理论上，经济较农

村发达、医疗条件优越、死亡率和生育率低的城镇，人口老龄化应该较农村进程快、程度高；事实上，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农村地区速度更快、程度更高的城乡倒置格局。数据显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

查以来，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并且不断加剧，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之一。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农村老龄人口比重分别为 7.81%、8.70%、10.90%、14.98%，分别高于城镇 0.7、0.5、1.2、3.39 个百分点。

2021 年 5 月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18.70%。从全国看，乡

村 60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为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3]。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城乡老龄人口

比重差异逐年增大，并没有缓解态势，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城市对农村青年人口的不断吸纳，使得农村

青年人口数量下降而城市青年人口数量上升。农村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人口问题的桎梏。 

3.2.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老龄人口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被视为不具有生产能力而仅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因而人口老龄化速度

快于经济发展速度，将给家庭、社会与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理论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结

构应当趋于平衡。但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显著落后于人口老龄化速度。“未富先老”、“未备

先老”成为我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未富先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并不十分发达，社

会保障能力和保健体系有待完善；二是老龄人口的个人财富储备不足以养老，养老支出存在相当大的压

力。我国 GDP 总量早在 2010 年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因为人口众多，人均 GDP
仍然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虽然我国人均 GDP 在不断持续增长，但是日、美、韩等发达国家

在处于与我国同等老龄化水平之时，人均 GDP 已经达到我国 2 至 3 倍。尽管我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

但是仍存在贫富差距的地域差异，相比于城市而言，农村老龄人口仍然有较大的经济压力。据当前的统

计数据，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持续快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会呈现降级的态

势，并且将会在 2035 年左右达到顶峰，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农村创收途径较城市更少。 

3.3. 少子化、高龄化与空巢化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少子化”是我国农村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生

育率萎靡不振。上世纪中叶，我国受到“人多力量大”的人口观念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

在 1960~1977 年产生过人口高峰期。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并且被贯

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实施迅速降低了生育率和社会抚养率，在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十年间，家庭平均

子女数量由 4~5 个下降到 1~2 个，独生子女家庭数量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造成大规模

的人口结构失衡，使得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高龄化”也是我国农村人口结构一大特征。2030 年前后，

农村 80 岁以上人口将显著增多，高龄人口比重增加是未来老龄化的显著特点。尽管自 2013 年全国各地

区陆续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但是对生育预期的正面影响效果仍不显著，适龄群

体依然缺乏生育意愿，生育率总体上的下降趋势没有得到改善，人口结构没有重归平衡。除去“少子化”

与“高龄化”，农村还广泛存在“空巢化”现象。虽然我国非常重视农村发展，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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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医疗条件、教育设施的差距客观存在，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这导致农村青年人口更愿意进城发

展。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乡–城流动中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在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健

康状况等方面较老年人口更有优势，城市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拉力”较大，且农村由于资源相对匮乏、

就业机会欠缺、生活条件简朴、婚恋机会寥落等原因，对劳动年龄人口形成巨大“推力”，最终导致城

市吸纳的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4]。而这些青年的父母基本都是没有能力进城务工的高龄人

口，他们被滞留在农村，成为“空巢老人”。空巢化使得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平衡被加剧。 

4.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振兴的消极影响 

4.1. 农村生产能力降低，劳动力人口流失 

根据“两种生产”理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对劳动对象

进行改造的直接主体。当今社会，劳动力人口有一定的年龄限制。今日中国法定的劳动力人口年龄，男

性为 15~59 岁，女性则为 15~54 岁。老龄人口也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已经不是法定的劳动力人口。

因此，随着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在总人口中变小，势必对农村劳动力供给产生

重要影响。人口老龄化在直接造成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减少和劳动力绝对供给量减少的同时，也影响着我

国总体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

生产率会呈下降趋势。虽然老龄劳动者对比年轻劳动者，虽然生产经验丰富，但是身体素质无可争议的

不比青年人，且大部分老龄人口接触信息化、现代化生产方式较少，生产方式较为传统，且学习意愿不

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机械化、信息化的要求。因此，农村人口生产能力将伴随人口老龄化

的进程而不断降低，而农村人口增长率低下，加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农村青壮年的吸纳，多种

因素协同作用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总体而言，老龄化农村社会的生产能力呈现下降趋势。 

4.2.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缺乏，科学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农

村人口素质能够促进乡村生态和乡风文明，反之整体人口素质较低则产生制约。乡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旨在化解传统的生

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对立的思想，力图做到既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又充分挖掘乡村良好生态环境的经济

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今天乡村规划力图以乡村旅游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有着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如果没有美丽的

自然环境，乡村旅游将无从谈起。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获取物质生

活资料，另一方面人也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资源，良好宜居的生态环境必须要有人的保护与维持。

农村老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城市人口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思想道德素质也参差不齐。根据唯物辩证

法，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利于农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反之，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则会导致自然资源的

过度利用，农村生态环境变差。我国传统观念中存在着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信条。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加强，这种朴素的观念在大部分农村

地区销声匿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为农村老龄人口所了解，他们也就难以自觉自主地保护生态环

境，这是当前乡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4.3. 消费潜力不足，经济发展动力缺乏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村消费潜力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在农村中形成生产–消费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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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但在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缺乏消费欲望。首先，农村老龄人口有一定自给自足能力，没有强烈的

消费需求，虽然全国人口总体消费需求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仍然较小。其次，网络

购物是今天人们消费的重要途径，农村老龄人口又普遍缺乏使用网络终端的能力，在线下实体店进行消

费反而比较常见，使得网上消费缺失；农村物流体系不发达又使农村难以依托电子商务进行经济发展，

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农村人口老龄化致使生产能力下降，缺乏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能力。低生产

能力决定了低消费水平，消费不足进一步影响经济循环和发展动力，对乡村振兴产生了负面影响。 

4.4. 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养老医疗压力大 

农村人口老龄化也给乡村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显示，2020 年城市中能够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 69.83%，而农村老年

人有 41.87%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赡养，有 33.56%依然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有能力依靠离退休金与养老

金生活的农村老年人仅占 10.43%。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农村老年人依然需要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并未

真正进入养老状态。此外，农村老年人在医疗上耗费的支出也更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农村

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到 1421 元，而农村老年人的人均医疗支出则达到 2058.5 元。 
农村人口本身的角度看，受到少儿人口与其父母的举家迁移的影响，传统农村对基础教育的需求日

益减少，但是这些家庭的老人往往被滞留在农村，由此产生了日益庞大的老龄人口。这些被滞留在农村

的老龄人口对养老服务与医疗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更加薄弱，教育

基础更差，已经迁出农村的年轻人基本不会再回到农村工作、生活，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城市对乡村的人口不断吸纳使得农村家庭养老能力进一步弱化，农村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水平

也普遍低于城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农村养老与医疗的供给缺口愈发明显。 

5.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解决 

5.1. 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农村人口劳动收入 

实现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必须根植于农村人口。从收入来源看，第一产业占据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

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大量老年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农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

是工资收入，因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内在要求。在工资收

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在劳动力供应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往往低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中，

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比重日益增加，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

子女的教育投资与日俱增。与义务教育阶段的花费相比，仅一名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花费就能够与一名

劳动者一年的工资收入相等，这使得农村人口仅凭劳动报酬抚育子女遭遇困难。近年来我国 GDP 增长速

度始终为正，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却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低劳动报酬不仅会抑制居民

消费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对人的生育观念造成影响，影响其生育决策。因此，应该保护劳动所得，充分

提高农村人口劳动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分

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分配制度的主体，劳动要素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激发市场活力。

因此，应保持各生产要素的合理比重。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价值，要坚持劳动分配的主体地位，

提高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才能切实提高农村人口收入，以改变人的生育观念，解决农村人口的老龄

化问题，推动乡村振兴。 

5.2.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和农村自身的推力导致农村人口快速向城镇转移，出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9


颜恒之 
 

 

DOI: 10.12677/ar.2024.113129 958 老龄化研究 
 

现了城乡人口失衡的情况。统筹规划城乡人口，协调均衡城乡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流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显著高于乡村，人才资源

大规模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的意见》颁布实施，《意见》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有初级阶段向着高级阶段发展地过

程，是一个共享发展福利，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该举措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发展农

村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该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该举措能够让农村

和城市在发展上，共同享有生产技术、技术人才、资金支持。 
首先，加强城乡规划融合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组织相关部门，编制城乡统一

的规划，明确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同时，要加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度。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

政府应该加大对乡村产业的支持和支持力度，鼓励乡村产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环保节能等方面发展。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给予乡村产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帮助企业解决在转型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关键作用。推动城市资本下乡，有

助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给予城市资本下乡以政策支持，积极推动城市资本进

入农村，鼓励城市企业到进驻农村投资办厂，改善乡村就业形势，拉动乡村经济发展。 
最后，城乡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是乡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

解决乡村人口老龄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乡

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

力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5.3. 完善职业农民培训机制 

恩格斯在探讨人的再生产时曾指出人的再生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种的繁衍”，这是人类自身

再生产的基本含义，体现人的再生产的自然属性，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繁衍才得以世代延续，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是人的智力的再生产。人类智力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进步

的基础。人的智力发展状况，不仅是人的生产的重要内容，也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有掌握

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素质劳动主体的形成，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通过对自

然必然性的认识扩展人类自由的空间。人的精神生产需要通过教育完成，通过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机制，

能够提高农村劳动人口整体素质，推动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以达到

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目的。2017 年 1 月，农业部编制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

为培育职业农民指明了方向。国家希望以发展农业为主，帮扶一批有能力的农业人才，培养一批有经验

的新型农民以带动农业发展。农民的职业培训往往兼具扶贫功能。传统农村人口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

属于农业弱势群体，需要以技术提高的方式提高农业收入，才能让农村居民有回归农村、回流农业的意

愿。国家应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相关标准，充分吸收农业人才，兴办农民教育，创办农民学校，积极

组织农民学校与农业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办学，在提高农民生产技能的同时，提高农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5.4. 落实生育鼓励政策 

政府生育政策的鼓励，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提供相应的保障是保住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的

重要手段。“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部分人认为中国生育率可能会上涨，会出现生育热潮、生育堆积，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符合生育申请条件并且提交生育申请的夫妻数量远未达到官方预估人数。“全面

二胎”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我国出生人口有短暂的提高，但是之后的几年内持续下滑。2021 年“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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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对已育有子女的夫妇更具有吸引力，但是没有充分调动未育有子

女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能让他们实现生育从 0 到 1 的突破。国家应该鼓励未育有子女的年轻家庭响

应国家号召，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生育。 
首先，落实年轻人的生育政策补贴。现代社会，人们更多的倾向于考虑自身的生活品质，如果没有

相对应的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就不存在相对应的生育意愿。只有在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

的前提之下，生育才成为可能。农村家庭的收入普遍不高，因此，政府应该对育有子女的农村年轻家庭

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贴，尽可能地缓解农村家庭生育子女的经济压力，以提高农村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

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其次，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年轻家庭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年轻家

庭更愿意抛弃农村走向城市，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政府应该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情况，

落实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为新生儿教育提供保障，使得年轻人有更多的理由和意愿在农村进行生育。 
最后，宣传正确的价值观与生育观。当今社会，很多错误的生育观念层出不穷，负面的生育理论铺

天盖地，对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严重消极影响。政府应该宣扬正确的生育价值观，抵制消极生育观

念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生育意愿。 

6. 结论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5]。
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是乡村振兴的必然之路。在农村老龄化趋势特征持

续突出、城乡倒置现象长期存在、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有着与

城镇相比而言欠发达的经济基础的老龄化农村亟需得到关注，面对由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以及由此

带来的乡村发展能力弱化、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的现实挑战。尽管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做到了未雨

绸缪和提前布局，通过一系列有效政策试图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计划生育政策、人均寿命延长和生

育意愿较低等多种原因叠加，导致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显得尤为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成因的

多样性性，决定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的指导，以“两种生产”理论结局农村人口现状与农村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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