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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城市化给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出发，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提出了农村调整人口结构、

提高耕地和宅基地利用率的策略，为农村经济振兴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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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rur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adjusting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homestead in rural areas, providing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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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是我国的基础性经济的基础之一[1]，是关乎国家

稳定和进步的根基。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土地为基础，地域特色

明显。但农业经济水平明显落后于平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农

业作业时需要投入较多劳动力，且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种

植(养殖）前期投入大，培育过程较为粗犷，收益偏低。随着城

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房地产的开发，进一步拉大了农村

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卫生条件远远落后

于城市。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近几年已

不足 10％[2]。 

2 城市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2.1 人口结构失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进行了两次人口政策调整，虽然人口

数量得到了控制，但也带来了老龄化等问题，对我国人口结构

造成很大冲击。受到教育因素影响，大量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

在城市接受教育，这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口中青少年的数量；受

到农产品利润低、价格波动大等影响，很多青壮年选择进入城

市工作、生活，使农村中青年数量减少；受学生数量减少、地

方政府采用合并学校策略及教师待遇偏低的影响，教师开始走

向城市发展，降低了农村人口中教育工作者的比例，优秀教师

更是难求；由于历史缘故，乡镇医院的医疗水平和设施落后，

且医护人员待遇低，医护人员进入城市的数量也逐年增多，这

直接造成了农村医疗水平下降；同时受到交通、农产品价格等

因素影响，农业技术很难在偏远地区推广，农村中的专业技术

人员也显著减少。人口结构失衡，尤其是劳动力和高素质教育、

医疗、技术人员缺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2.2 耕地利用率低 

我国人口众多，但可耕种土地少，这一直是影响经济发展

的问题之一，而且随着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冲击，耕地利用率不

足，而有些区域出现土地闲置现象，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利用

和产出，也是国民经济安全发展的巨大隐患。耕地是稀缺资源，

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功能。受到农业基

础设施投入、维护价格波动大的影响，耕地产出利润率低，极

大地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很多地区是“两年三季”的种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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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有的农户仅种植一季，或者种植后不再进行管理，任由

其自由生长。也有农户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减少了劳动力投入，

使用过量化学药剂对农作物进行管理，不仅影响了食品安全，

更诱发了耕地毒化，甚至彻底失去土地的耕作价值。 

2.3 宅基地闲置率高 

由于城市化发展，人口大规模迁入城市，宅基地闲置率非

常高，农村空心化严重，而城市土地供应紧张的问题始终未得

到缓解，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也制约了经济

发展和进步。由于我国对宅基地无明确的退出机制，对于城乡

接合部的宅基地拆迁、补偿和安置仍存有较大争议，偏远地区

的宅基地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宅基地的合理流转是关系

百姓安居乐业的大问题，必须将安居、就业、生态结合起来，

不能随意推行城市化模式。 

3 发展农业经济的对策 

3.1 引进新型劳动力 

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提是必须拥有数量相当的劳动力，单纯

将劳动力从城市召回农村是不现实的，必须全面优化人口结

构，合理配置农村中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社会服务人员的

结构。新农业技术依赖于专业农业技术人员的传递和推广，合

理推广新的种植、灌溉技术，指导药物、化肥等农资的使用，

不仅节约了农资成本、提高了使用效果，也降低了环境压力，

保护了生态。青少年和教师离开农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育

资源的缺少和教育质量下降，振兴农业经济必须提高乡村教师

待遇，实现城乡统筹，并定期对乡村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农村

医疗水平差、医护人员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造成很多

人离开农村的原因之一，这就需要引入专业医疗技术人员，并

定期开展专家会诊，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3.2 完善基础设施 

传统农产品种植方式劳动量大，前期投资大，后期收入低，

主要是因为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且配置落后。由于地下水的

过度开采和水资源污染，可用于耕地灌溉的水源日渐减少，应

摒弃传统的灌溉方式，合理引用节能型灌溉设备，不仅可以节

约人力资源，降低劳动强度，也可缓解水资源匮乏带来的生态

危机及地质灾害压力。积极引导农业规模化种植，引入自动化

程度高的大型农业设备，取代耗时的小型农机具。政府主导建

立信息化网络终端，积极推广农产品销售信息，并打破城乡市

场垄断，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保证农产品销售。完善幼儿园、

小学和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提高教育、医疗卫生水平，提升

农村人口生活质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一直未能

得到合理处理，应建立公共排水管道，积极引进污水处理设施，

防止生活用水污染河道和地下水，做好垃圾分类和处理，防止

对耕地造成破坏。 

3.3 引导宅基地开发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2016 年国家出台

了农村宅基地管理政策。农村宅基地和民用住房作为资产，可

以买卖、抵押贷款等，目的是充分利用闲置宅基地。城市近郊

的宅基地升值潜力大，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对于该类型土地，

要做好长久规划，结合不动产评估方法和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补

偿。根据居民年龄、学历等情况进行社会培训，做到就业与拆

迁协调进行，合理安排宅基地退出后，人们的居住问题，保证

居民低成本住房，促进多渠道就业，引导农户向服务行业发展，

防止出现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对于偏远地区的长期闲置宅基

地，房屋已经老化，政府鼓励农户拆除地上建筑，适当改造成

居民健身广场，或者栽植树木，让闲置宅基地恢复生态功能，

并对农民进行适当补贴。一户多宅和一宅难求的问题比较普

遍，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很多地方不得已在自家耕地建设住房，

这样既挤压了可用耕地空间，还造成宅基地浪费。政府应对每

个家庭的宅基地面积进行评估，制定统一的闲置宅基地税收政

策，引导闲置宅基地得到充分利用。 

4 结束语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农业经济，城市“虹

吸”了农村劳动力等资源，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农业经济作为国家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必须采用合理的政策和

手段，依靠科学技术和信息工程，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人才参

与到农村经济建设中。在对农业基础设施升级的同时，利用网

络等技术促进农产品销售，合理引导农村土地流转，积极做好

农民的培训和再就业工作，保证农业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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