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困境分析 

----基于江西省 20 县市调查 

彭柳林  刘世佩  万菊林  罗琳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200） 

[摘 要] 伴随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推进， “空心村”这种新农村结构形态也逐渐呈现出来。通过选取

江西省20 县市作为抽样调查，发现江西农村“空心化”遭遇到农村人员空心化、产业空心化、乡土文化空心化、

土地节约利用不足及宅基地闲置并存等现实问题挑战，严重制约“三农”发展。要破解农村“空心化”难题，必须

改变人们观念， 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发展，规范宅基地管理， 探索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和有偿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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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心化过程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阶段。农村“空心化”演进过程是自然、社会、经济、政策等多种因素与

人的主体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江西省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很

多村庄出现了“人走房空”的现象，造成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双减少”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更未适

时退出实现优化配置。最终，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乡土文化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农村“空

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村庄空间形态视角的空心化和乡土文化习俗视角下的空心化。 

1 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现状及困境 

为真实掌握江西“空心村”现状，课题组就江西 20 个县市 100 个行政村 1000 位农户展开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

本点农户，总共向农户发放问卷 1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860 份；向村庄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9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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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江西省总人口4565.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70.7万人。乡村户数923.2 万户，乡村劳动力2096.7 万人，其中农

业从业人员846 万人。农民外出从业人员842 万人，其中省外务工561 万人。江西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输出大省，2006 ～ 2015 年，

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仅2008 年受全球金融影响出现短暂小幅回落。2013 年江西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7.5

万人，2015 年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0 万人，绝对数量上呈递减趋势，但总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呈上升态势（见图1）。 

到2020 年江西新型城镇化率从2015 年的53% 提高到2020年的60%，预计“十三五”期间，江西至少有400 万以上农村人口

进入城镇定居和就业。这将带来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现象更为严峻。 

1.2 村庄调查空心村现状 

本次调查的 100 个村庄，有效样本村庄 95 份，村庄总人口 15.267 万人，总户数 3.546 万户，户均 4.3 人；总劳动力 79930 

人，其中外出务工 34777 人，外出务工人数占总劳动力 43.51%，青壮年基本上都逃离农村；留守农村劳动力 45153 人，比重超

过 50%，己经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庄稼汉”，取而代之的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耕作。留守农村劳动

力中兼业户现象严重，选择农闲时就近务工或者反季节性短暂外出务工，全职从事农业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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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迁家庭户数15% 以内的村庄户数约为32.26%，16% ～ 35%以内的村庄约为25.81%，36% ～ 50% 以内的约为12.9%，50% 以

上外迁占比约29.03%，且据调查甚至有的农村外迁比例高达96.8%，几乎全村外迁。 

1.3 农户调查空心村现状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本点农户，总共向农户发放问卷1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860 份。 

1.3.1 留守农民视农业为副业现象严峻。观察点860 户农村家庭中涉及4304 人，其中劳动力有3547 人，务农型劳动力1631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5.98%，户均1.9 个农业劳动力，而且绝大部分属于兼业农民，农业只是附带，更多精力投放在非农产业。

其中，全职外出打工型劳动力1291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6.4%。其他劳动力625 人，其中包括自创企业、在家做家务和未参加

社会劳动的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7.62%。 

1.3.2 留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动力出现断层。观察点农户最低年龄20 岁，最高89 岁，平均年龄53 岁。其

中，35 岁以下青年劳动力不足6%；50 岁以上年龄的农村劳动力占52.97%，超过半数；且60 岁以上年龄占总观察户的29.21%，

远超全国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14.9%。江西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约50% 都是35 岁以下青年劳动力，60 岁以下劳动力占外出务

工人数90% 以上。可见留守农村的大多为50 岁以上的农民，且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群体，江西农村老龄化逐步加重。 

1.4 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治理困境 

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形成原因复杂，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导致大量农业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影响；三是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的社会因素影响。 

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治理困境主要有：（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城市吸纳能力有限。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

进，大量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化转移，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要高于且快于其他产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老龄劳动力

被城市淘汰返回农村现象普遍。（2）土地流转加速、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大势所趋，带来农业劳动力过剩，这会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农业人口转移，进一步加剧农村“三留守”问题。（3）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短期难以彻底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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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稍有能力和追求的农民将寻求一切机会逃离农村。 

2 村庄空间形态视角的空心化现状及困境 

2014 ～ 2015 年，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对乐平市、袁州区、万载县、南城县、铅山县、峡江县、安福县、吉安县等地

14 个乡镇28 个村，采取座谈、走访和实地察看等方式，对“空心村”现状进行了调查。 

2.1 江西总体闲置房屋比率较高，“空心村”现象普遍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呈不断上升态势，尤其在90 年代初期和2010 开始加速向上增长，由1980 年

人均9.09m2 上升至2013 年人均49.11m2。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对“空心村”现状调查显示：江西“新房圈老房，村心不见人”

的“空心村”现象较为普遍。此次调查的14 个乡镇28 个村中，共计2661 余户农户，拥有房屋3469 幢，平均每户人家拥有1.3 

幢房屋。其中举家外出679户，占总户数的26%，闲置在两年及以上（指一年中11 个月以上时间无人居住）房屋988 幢，占房屋

总数的28%。在闲置的988 幢房屋中，质量较好的有539 幢，质量较差的有232 幢，质量极差已基本无法居住的有217 幢，分别

占闲置房屋的55%、23%、22%。 

2.2 典型案例分析- 安福县洲湖镇诸桥村 

据调查，安福县洲湖镇诸桥村 11 个村小组 560 余户共 2300村民当中，有 10 个村小组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全村共 800

幢房屋，现有 200 余幢是闲置房屋，仅闲置建筑物占地面积就超过 2.4hm2。诸桥村“空心村”现象最为严重的第七村小组，全

组 25 户居民仅有 2 户仍在老宅居住，闲置房屋达到 35 幢。“空心村”的情况在安福县金田乡前溪村更为典型，全村 230 幢

房屋中，有 50 余幢闲置房，其中有 30 多幢空置房屋连城一片，周围新建房屋形成完整“包围圈”，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空心村”内废弃和闲置房屋的宅基地大多建设在宜居宜耕的土地之上，建设面积也比较大，再加之房屋间同被废弃的通

道、场地、院落、茅厕、舍屋占地，平均每两幢老房就要占用近667m2 的土地，成片“空心村”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2.3 村庄空间形态视角的空心化治理困境 

当前，村庄空间形态视角的“空心化”问题较为普遍，甚至出现安义县南坑村一个人的村庄现象。治理困境主要有：（1）

老旧观念难转变。“祖宗家业”思想、“风水”、“庇荫”等观念根深蒂固、顾虑重重；（2）老房产权难梳理。农村中老屋的

户主大多经历几代分家，所有权也一直没有进行过梳理。“拆旧”涉及一大串村民的切身利益；（3）土地执法难落实。农民法

律意识淡薄，针对农村耕地保护问题，国家出台了“一户一宅”政策，但在农村地区很难落实；（4）治理资金难“给力”，自

发拆旧难带动。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针对农村宅基地拆除的土地“增减挂”政策补贴标准普遍较低，村干部和村民均反映

“拆旧”政策“不给力”，农民“拆旧”的积极性很低。 

3 乡土文化习俗视角下的空心化现状及困境 

3.1 农村教育发展困难，学校数量和质量日渐萎缩 

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农村总体入学人数长期呈现下降态势。另外，随着人们对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农民在外务工

的经历使他们更懂得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多数人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尽能力都会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农村

地区的教育往往不能满足家长们的这种要求，涌入县城甚至省城现象普遍。农村学校出现的生源日趋匮乏，甚至一些学校一个

年级只有几个人的现象。最终，乡村教师流失多、城乡小学教师结构更趋不均衡与“空心村”的学校学生人数减少相互恶化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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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很多乡村小学办不下去而逐渐关闭。 

3.2 乡村人居关系遭受严重破坏 

农民迫于生存和发展需要选择外出务工，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以往的人居关系却受到了破坏。村民外出前，在同一

片田地里干活，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经常相互帮忙协助，彼此间熟悉而亲切，天天能面对面地交流，拥有共同话题，拥有共

同的利益关切。这种特殊的人居关系稳固、朴素、和谐，充满浓浓的乡土味。但是，在各自奔赴城市谋生的后，农村朝着“空

心化”的方向变化，这种和谐的人居关系的存在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乡村人居关系逐渐被城市人居关系同化甚至取代。 

3.3 乡土文化被边缘化，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 

乡土文化是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江西农耕文化形式多样，风土人情、节日庆典，民俗礼仪、乡规民约、传统技艺

等民俗文化，民谣、谚语、酒令、号子等民间口头文学，牧歌、秧歌、船歌、山歌、儿歌、戏曲、曲艺、杂技等表演艺术等等。 

大量乡村文化精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逃离农村，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在相对于农业文

明更为先进的城市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入侵冲击下，使原有农村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家庭和重乡土归属的美好品质以及维护社会

稳定的乡村文化秩序逐渐淡化、边缘化，导致了乡村社会精神文化的空心化，传承数千年的农村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一些地

方政府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措施，导致传承与保护乡土文化缺乏有效载体。如此一来，农村文化鲜有农民愿意传承，乡土文化逐

渐被丢失，如江西岳家拳、唱社戏、舞龙狮、玩龙灯、刺绣以及地方戏种等都逐渐淡去。 

4 江西农村“空心化”治理对策建议 

江西农村“空心化”问题较普遍，主要表现为农村产业空心化、人员空心化、乡土文化、土地节约利用不足及宅基地闲置

并存等问题的现实挑战，严重制约“三农”发展，对于国家提出的“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打造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

伍”、“发展智慧农业”等要求是非常不利的。 

4.1 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治理建议 

一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二是就地城镇化，以产业发展支撑带动农民城镇化；三是完善惠农政

策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机

械化，加强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智慧农业；四是创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机制；五是健全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4.2 村庄空间形态视角的空心化治理建议 

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村民自治；二是探索多中心主体协同治理，严格执法，探索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和有偿退出

机制；三是建立多元化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四是总体布局规划先行，健

全宅基地整理、复垦、置换制度。 

4.3 乡土文化习俗视角下的空心化的治理建议 

一是创新机制稳定提升农村教师队伍，实现全国教育资源共享战略；二是从开发农业新功能和发展农村旅游入手，传承和

弘扬乡土文化；三是借助“百县百园”工程、休闲农庄及博物馆等载体传承与保留乡村文化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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