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403-641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77   

文章引用: 卢婷, 郭家璇, 白玉箫.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的耦合协调度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403-6410.  
DOI: 10.12677/ass.2023.1211877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安徽省为例 

卢  婷1，郭家璇1，白玉箫2 
1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1日 

 
 

 
摘  要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具有重要关系。首先，文章分别针对乡村振兴测度和留守劳动力支持测度构建指

标体系。然后，利用熵权法得出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再建立耦合协调度

模型对两个系统进行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振兴系统综合评价值和留守劳动力

支持系统综合评价值整体水平趋于上升阶段，且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发

展水平；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从严重失调发展到优质协调，相互作用关系

增强。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给出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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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ft-behind labor forc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left-behind labor force 
support measurement respectively. Then,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and the left-behind labor support system, 
and then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left-behind labor support sys-
tem tends to rise,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eft-behind labor support system;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system and left-behind labor support system develops from serious imbalance to quality 
coordin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is enhanced. Finally,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
tions are given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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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脱贫攻坚战略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胜利，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随着我国年龄

结构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中同样出现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女性比例过高的现象。这些

劳动力中有部分人主要从事以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和家务劳动，部分人除了每天

的劳动外还有大量的空余时间，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不过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农村地区进行土地整改，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业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农村建设项目不断增多，部分的农村留守劳动力也获得了政府、企业的支持。因此，本

文将以安徽省为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构建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支持水平的指标体系，建立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支持水平的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 

2. 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行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乡村振兴与不同经

济维度之间进行了耦合关系的研究。其中，谭燕芝等[1]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的耦合关系，说明了数字惠普金

融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状况。舒泰一等[2]在对中国各省区市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中，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在 2011 到 2019 年间不断上升，

且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律师对乡村振兴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学者对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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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等维度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邓熙舜等[3]在研究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中，运用

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 30 个省份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以及障碍

因子，发现数字乡村–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到现在的初级协调，两子系统的协同发展

状况良好。何香梅等[4]为了研究浙江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了耦合评价模型，发现乡

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同样有良好的协同关系，且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呈波动上升状态。廖文梅等[5]建立乡

村振兴和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研究江西省内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现

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金融和旅游行业，乡村振兴和农村留

守劳动力之间的耦合协调作用也不容忽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一线就业。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出现大量农村留守劳动力，由于这些原因，劳动就业很不充分。

李小伟[6]指出，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实现“共同

富裕”这一宏伟目标，最后的关键问题是农民增收，关键就是农村劳动力就业。陈东东[7]指出，农村留

守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就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亟待解决的矛盾，由此可见，对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从而对乡村振兴战略造成一定影响。Warnasuriya [8]指出劳动

力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而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正是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乡村振兴影响因素。

Roy 和 Barua [9]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确定一些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影响老年人成为劳动力的可能

性以及他们的影响程度。 
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劳动力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做出的贡献相当重要，然而，国内外有关该方面的

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构建乡村振兴和留守劳动力支持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乡村振兴和留守劳

动力支持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留守劳动力为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是十分有必要的。 

3. 数据与指标选取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安徽省 2011 年至 2020 年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3.2. 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振兴和留守劳动力支持指标体系可反映该地区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的耦合协调程度。本研究

借鉴了张挺[10]、李长亮[11]等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多角度考

虑，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一方面，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选取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为一级指标：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是衡量乡村农业生产能力、乡村产业

体系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标；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是评价乡村人群综合素质、乡村人才建设

发展的重要指标；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是检测乡村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参考；生态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预测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否符合生态规律的重要测度指标；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条件，是鉴定乡村振兴组织机制是否健康，乡村振兴队伍结构完善的重要依

据。留守劳动力支持指标体系以留守劳动力支持规模水平、留守劳动力支持资源水平、留守劳动力支持

发展水平为指标建立：留守劳动力支持规模水平用以反映留守劳动力在乡村的生产规模，是量化农村留

守劳动力再就业生产力的重要指标；留守劳动力支持资源水平指国家和政府对于留守劳动力在乡村发展

的支持程度，是衡量外界资源对于乡村留守劳动力再就业的贡献的重要指标；留守劳动力支持发展水平

是评估留守劳动力再就业对于其生活水平影响的重要指标。以安徽省为例研究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支

持的指标选取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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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ex system 
表 1. 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乡村振兴指标 

产业振兴 
农业机器总动力 X1 (万千瓦) 正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X2 (万元) 正 

人才振兴 
每万人拥有注册护士数 X3 (人) 正 

居民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 X4 (%) 正 

文化振兴 
电视覆盖率 X5 (%) 正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 X6 (个) 正 

生态振兴 
洪涝、地质灾害和台风受灾面积 X7 (千公顷) 负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无害化处理厂数 X8 (座) 正 

组织振兴 
社区居委会单位数 X9 (个) 正 

农村低保人数 X10 (万人) 负 

留守劳动力 
支持指标 

留守劳动力支持

规模水平 
农业总产值 X11 (亿元) 正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X12 (千公顷) 正 

留守劳动力支持

资源水平 
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 X13 (万人) 正 

科研经费合计 X14 (万元) 正 

留守劳动力支持

发展水平 
平均每个从业者负担人口 X15 (人) 负 

平均每人年收入 X16 (元) 正 

4. 模型构建 

4.1. 熵权法 

第一，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 )
( ) ( )

1 2

1 2 1 2

min , , ,
,1 ,1

max , , , min , , ,
ij j j nj

ij
j j nj j j nj

X X X X
X i m j n

X X X X X X

−
′ = ≤ ≤ ≤ ≤

−



 

              (1) 

对于负向指标： 

( )
( ) ( )

1 2

1 2 1 2

min , , ,
,1 ,1

max , , , min , , ,
j j nj ij

ij
j j nj j j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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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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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1)、(2)中 ijX ′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结果； ijX 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现有数值。 
第二，计算贡献值： 

1

ij
ij m

ij
i

X
F

X
=

′
=

′∑
                                      (3) 

第三，计算熵值： 

( )
1

ln
m

j ij ij
i

e k F F
=

= − ×∑                                   (4) 

式(4)中， 0k > ，取
1

ln
k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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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计算权重： 

( )
1

1

1

j
j n

j
j

e
w

e
=

−
=

−∑
                                     (5) 

由熵权法可得各个指标权重，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their weights 
表 2. 测度指标及其权重 

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乡村振兴指标 

产业振兴 
农业机器总动力 X1 (万千瓦) 0.0414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X2 (万元) 0.0567 

人才振兴 
每万人拥有注册护士数 X3 (人) 0.0545 

居民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 X4 (%) 0.0829 

文化振兴 
电视覆盖率 X5 (%) 0.0561 

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 X6 (个) 0.0577 

生态振兴 
洪涝、地质灾害和台风受灾面积 X7 (千公顷) 0.0477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无害化处理厂数 X8 (座) 0.1350 

组织振兴 
社区居委会单位数 X9 (个) 0.0448 

农村低保人数 X10 (万人) 0.1040 

留守劳动力支持

指标 

留守劳动力支持规

模水平 
农业总产值 X10 (亿元) 0.0508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X12 (千公顷) 0.0373 

留守劳动力支持资

源水平 
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 X13 (万人) 0.0680 

科研经费合计 X14 (万元) 0.0547 

留守劳动力支持发

展水平 
平均每个从业者负担人口 X15 (人) 0.0433 

平均每人年收入 X16 (元) 0.0651 

4.2. 耦合协调度模型 

4.2.1. 计算综合评价值 
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各个指标数据以及相对应的权重值，建立乡村振兴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的综合评

价指数模型： 

1

m

t j ij
i

A w X
=

′= ×∑                                      (6) 

其中， 1,2t = ， 1A 、 2A 分别表示乡村振兴子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4.2.2. 计算耦合值 
根据乡村振兴和留守劳动力的综合评价值，计算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值，公式如下： 

( )

1
2

1 2
2

1 2

2 A AC
A A

 ×
 = ×
 +  

                                  (7) 

其中 C 为系统耦合度， [ ]0,1C∈ ，C 值越大，两系统的耦合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耦合度划分具体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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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upling degree leve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表 3. 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 

序号 耦合度 耦合度等级 

1 0 0.3C< ≤  低水平阶段 

2 0.3 0.5C< ≤  拮抗阶段 

3 0.5 0.8C< ≤  磨合阶段 

4 0.8 1C< ≤  高水平阶段 

4.2.3. 计算耦合协调度 
为了更加准确地确定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建立耦合协调函数，公式如下： 

1 2A A Aα β= +                                      (8) 

D C A= ×                                       (9) 

式(8)中， ,α β 表示两个子系统对应的权重，由于乡村振兴子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水平子系统同等程度

重要，所以二者权重都为 0.5。D 为协调度，耦合协调度划分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4.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 0.1D≤ <  极度失调 0.5 0.6D≤ <  勉强协调 

0.1 0.2D≤ <  严重失调 0.6 0.7D≤ <  初级协调 

0.2 0.3D≤ <  中度失调 0.7 0.8D≤ <  中级协调 

0.3 0.4D≤ <  轻度失调 0.8 0.9D≤ <  良好协调 

0.4 0.5D≤ <  濒临失调 0.9 1D≤ <  优质协调 

5. 结果及分析 

5.1. 结果 

运用式(6)、(7)、(8)的计算乡村振兴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Couple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results 
表 5. 耦合协调评价结果 

年份 A1 A2 耦合值(C) 耦合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值(D) 耦合协调程度 

2011 0.0629 0.0849 0.8314 高水平阶段 0.1223 严重失调 
2012 0.1381 0.0801 0.4307 拮抗阶段 0.2420 中度失调 
2013 0.2599 0.1045 0.8251 高水平阶段 0.5602 勉强协调 
2014 0.3209 0.1144 0.8378 高水平阶段 0.6466 初级协调 
2015 0.3027 0.1515 0.9757 高水平阶段 0.7196 中级协调 
2016 0.3742 0.1701 0.9722 高水平阶段 0.8139 良好协调 
2017 0.4615 0.2025 0.9784 高水平阶段 0.9288 优质协调 
2018 0.3795 0.2211 0.9996 高水平阶段 0.8806 良好协调 
2019 0.4386 0.2554 0.9999 高水平阶段 0.9653 优质协调 
2020 0.443 0.2673 0.9997 高水平阶段 0.9792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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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支持发展评价 

由表 4 可知，2011 年至 2020 年乡村振兴系统综合评价值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综合评价值整体水

平趋于上升阶段。但是，乡村振兴系统综合评价值增加幅度明显更大，说明目前安徽省对乡村振兴越来

越重视，对留守劳动力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对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值，在 2011 年至 2020 年内虽有波动，但整体水平趋于上升阶段。2014 年到

2015 年综合评价值从 0.3209 下降到 0.3027 和 2017 年到 2018 年综合评价值从 0.4615 下降到 0.3795，主

要原因在于洪涝、地质灾害等环境灾害面积增加，造成人员伤亡、产业规模减少等后果，进而不利于乡

村振兴发展。 
对于留守劳动力支持水平综合评价值，在 2011 年至 2020 年内增加部分较为缓慢，最大的增长率仅

达到 32.43%。在 2011 年至 2012 年受教育人数减少，从而导致综合评价值从 0.0849 下降到 0.0801。之后

的 2012 年至 2020 年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带动留守劳动力的发展，人才的振兴让留守劳动力在除了务农工

作外，利用空闲时间可以不断发展自己，增加收入，进而带动乡村振兴。 

5.3. 乡村振兴与留守劳动力支持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表 2、表 4 可知，2011 年至 2020 年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值先减少再增加后趋

于平稳增长。由于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值整体水平处于

上升阶段。2012 年耦合值降低到最低值 0.4307，原因在于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发展水平在这年下降最低，

而乡村振兴系统在不断正向发展，两者相关程度降低，从而导致耦合值的最小值。 
由表 3、表 4 可知，2011 年至 2020 年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协调度值不断变化，

变化趋势是先增加再减少后增加，耦合协调程度由严重失调上升到优质协调再下降到良好协调最后再次

上升到优质协调。整体来看，虽然耦合协调度值在不断波动，但是从 2011 年的 0.1223 增加到 2020 年的

0.9792，表明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在不断完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研究 2011 年至 2020 年安徽省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一共选取 8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利用熵权法得出各个指标权重，再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得到如下结论：1)
乡村振兴系统综合评价值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综合评价值整体水平趋于上升阶段，且乡村振兴系统发

展水平明显高于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发展水平；2) 乡村振兴系统和留守劳动力支持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从

严重失调发展到优质协调，相互作用关系增强。 

6.2. 建议 

针对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乡村教育制度。安徽省乡村发展数据显示，受教育人数的

减少使留守劳动力发展水平下降，进而不利于乡村振兴。教育的进步，使更多的人才为乡村振兴出谋划

策，人才振兴才能带动乡村振兴。可以任职教师的留守劳动力在家乡学校进行文化教育，提高乡村文化

教育水平，为乡村培养人才，人才返乡之后积极发展乡村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二是加

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应结合本地区留守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加大农民培训的投入力度，支持各种形式

的农民培训机构，建立农民学习中心，为农民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政府加大对留守劳动力创业支持，

提供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帮助，调动留守劳动力创业积极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乡村振兴。

三是吸引各方面人才。政府颁布优惠政策吸引外出打工人群返回家乡、建设家乡，推动更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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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源等要素流向农村，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同时提高农村的平均文化水平，使得农村生产生活进

行地高效有序，从而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四是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发展旅游业。顺应现代发展趋

势，发掘乡村地域特色与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业以提高乡村经济水平，拓宽乡村就业面，提高乡村本土

留守劳动力就业率。从而使乡村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状态下仍保留本身的文化和地域特色，能够带来持续

稳定的发展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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