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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老人养老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以六安市为例 

郭宇欣 罗燕 江靖雯
1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农村拥有更大比例的老年人口。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转

型进程的加剧，传统的土地保障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土地流转后农民依托于土地的长久稳

定收入模式被打破，老人的养老问题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面临了新的困难。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以安徽省六安市为

切入点，运用实地调研的方式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数据分析模型分析农民养老存在的问题，探索更加积

极的农村养老政策，以保障农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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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将城镇作为实施主体，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尽管如此，大部分人

都认为这种安排并不不妥之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农村居民已经享有了国家给予的土地使用权，已经有用了土地提供的保

障。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加剧，很多青壮年的农民开始选择外出打工，因此探讨当下的土地

保障制度是否能够满足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需求，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问题，对我国当下的农村保障制度进步一

完善和健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传统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表现 

1.1农业的收入比重下降，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来自非农业 

通过分析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判断当下土地保障功能的强弱情况。从全国的农业收入来看，

虽然我国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依旧是农业收入，但从 1996年开始，我国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的贡献比重在逐年下降，农业的

增长值和增加值也在不断减少。而农民收入来源中，非农业收入所贡献的比重越来越大，从 1978年开始，人均非农业收入开始

以年均 44.73元逐年增加，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3.6%，至 2000 年非农业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加的直接贡献率达 42.5%。而 2001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2366.00元，其中非农业收入 1066.40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5.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民

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依赖于非农业的收入且非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来源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由此可见，传统农业收入比重长

时期的持续下降反映了当前我国传统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1.2土地提供养老的保障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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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农村老人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看，土地承包占据了突出明显的地位。与城市的劳动者相比，一旦城市劳动者失去工

作，就几乎丧失了生活上的保障和来源。但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状态，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都选择迁移外出打工，农村

的青壮年不断流失，这就造成了当下农村的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大部分老人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农活劳动，还要照看家庭事务，

甚至要为外出的子女担负起照看孙辈的责任。在当下生活中，子女所提供微薄的经济支持对于农村老人的日常开支显得微乎其

微，农村的留守老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此外，老人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受到健康危机，许多农村老人在面对疾病时，因为经济能力无法支付相应的

医疗费用，疾病没有办法得到很好地治疗。除此之外，由于子女外出打工后与家里的老人联系越来越少，老人在遇到一些生活

上的问题时经常无法与子女取得及时沟通，更何况大部分老人不愿意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告诉外出子女，不想让他们在外地为家

里担忧牵挂。所以，这些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会对老人的健康状况造成不利的影响。 

2 传统的土地保障制度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2.1不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我国现阶段将土地作为了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载体，这就赋予土地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双重功能。从经济功能上看，土地

作为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从社会功能上，土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想要实现土地的经济功能就必须不断

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以此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率，只有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规模效益。然而在体现土地的

社会功能时，对老人的承包地不断进行调整，而农民所拥有的承包地原本就十分有限，在被调整分割后只有零零散散的若小块

地，这就与我国当前土地的双重功能产生了冲突，即实现土地经济功能所要求的土地集中经营与土地社会功能所分散土地经营

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严重阻碍我国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 

2.2不利于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从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只有很少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劳动者有能

力带着全家向城镇转移，大多数外出打工者的家庭仍在农村。在这种转移方式下，农民既可以在城镇里打工，也因为拥有土地

使用权在农村种地，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身份使外出打工的农民与流出地的关系紧密，造成这种关系的主要原因有天然的子女与

父母间的联系，另一种这些外出打工农民仍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闲时农民进城打工赚钱，农忙时，农民返乡种田，

这就造成了农民忽视农业收益，对农业的投入降低，低效率维护和耕作农田的情况，这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方式这对中国农

业的现代化发展影响颇深。因此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提供他们土地之外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3 依托土地流转构建农村老人养老机制的可行性 

3.1农村老人对依托土地流转构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求强烈 

根据一定的调查和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村老人对依托土地流转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理解还是较为清晰的，他们对

于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都有自我要求。而影响农村老人参加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一定的资金支持，

因此只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就能够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顺利开展。 

3.2依托土地流转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良好的基础 

一直以来土地都农民生活的保障，农民只有谋求经济上的利益才能真正体现农民土地的权益，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与

盘活农民的土地权利并不冲突，甚至可能互相促进。因此通过法律确认土地承包经营物权化，并加上国家对养老保障的大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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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重视，这就给依托土地流转来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良好基础。 

4 土地流转农村老人养老存在的问题 

4.1土地流转给农村老人生活的改善有限 

根据对六安市农村老人调查数据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老人日常生活和养老条件等方面的影响，数据显示：有 61.32%的老人

认为在土地流转后健康方面有所改善，36.65%的老人认为没有多大变化，只有 2.03%的老人认为情况变化，同时生活条件、医疗

条件、养老情况等方面都出现了相似的分析结果，大多数老人都认为土地流转后老人的养老保障得到了改善，只有少数老人认

为在土地流转后情况变差，因此土地流转后农村老人对各方面的感觉是良好的，这与土地流转对养老的支持因素有着重要的联

系。 

在分析土地流转是否会土地流转对农村老人养老困境产生影响中发现，土地流转确实会间接或直接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困

境。一方面，土地流转会直接加重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这主要与老人丧失养老资源，生活的变化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土地

流转作为政策性移民，政府对其补贴力度会加大，在新环境中老人可以享受更多的便利和资源，获得外界的支持力度提升，这

又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养老的困境。 

4.2土地流转对老人家庭的持续收入影响有限 

对六安市土地流转后老人家庭的收入变化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后农村家庭收入增加的占比为 54.01%，

收入减少的占比为 12.98%，收入没有变化的占比 33.01%。而通过对其收入的具体分析发现，较多的土地流转家庭在农业中的收

入减少，而打工和非农业业经营的收入在不断增加，由此可以发现，在土地流转后，农村老人的家庭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同时，土地流转后的农村家庭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工作机会难找，农业受到一定损失，缺少一定量的公共设施服务。 

5 完善六安市土地流转农村老人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及建议 

5.1建立土地流转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农村老人养老保障制度包括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体系。虽然国家目前针对农村老人已经建立了新农保和新农合等

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定居在农村的人口。对于土地流转的农村老人，其对于养老保障机制的要求更为复杂，

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土地流转因素，建立基于土地流转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议六安市政府要针对土地流转的老年人，从土地流转

的收入中拨出一部分的资金为农村老人购买养老保险，或者提高一定程度上老人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比例，为农村失地老人

提供一定的社会养老保障，增加土地流转对农村老人养老的资金投入，实现养老资源在土地流转的农村老人和未流转的老人间

区别合理的最优配置。 

5.2提升土地流转农村老人的家庭发展能力 

根据研究结果表示，在土地流转后农村家庭会面临的困境中，最严重的就是农民会丧失土地的使用权，失去了传统土地的

收入和保障等，这就促使政府重新重视土地流转工作。如何安置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影响老人养老的核心所在，如果

能使安置后家庭的生活有所保障，家庭的收入来源要比务农好，将会间接提高老人养老的幸福指数。 

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措施就是推动六安市的就地城市化水平，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家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人

口流动对老人养老福利的损失。针对家庭发展能力，其核心就是要营造生产生活的环境。开发土地会产生新的生产分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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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加大政策去引导并加强劳动力的培训，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家庭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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