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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技术 

选择与技术效率的影响 

彭魏倬加
1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文章利用湖南省怀化、邵阳、永州、益阳四市受访农户的微

观调查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农业生产效率损失计量模型，对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路径与农业生

产技术效率分析发现：(1)农村劳动力产出弹性为 0.06%，高于农业机械投入产出弹性 0.02%，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

率平均值为 0.76；(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并非完全是负面的；(3)相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农村老龄劳动力的农

业生产技术效率优势更为显著，老龄化劳动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出积极贡献。因此，需要考虑当前农村劳

动力老龄化的基本特征，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提供满足农村老龄化劳动力需要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机械生产与

购买补贴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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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伴随人口生育率减少和预期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避免。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

经济后果》（1956）确定的标准，一国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大于 7%时，表明这一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

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明确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大于 10%，则表明这一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

老龄化。在我国，老龄化趋势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递增。根据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划分标准，我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属于

中等偏下水平，但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世界多个经济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

1665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高达 11.9%，比 1982年净增加 7个百分点，增长了 2.42倍
[1]
。中国老龄化进程如此迅速，而中国经

济整体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及保障体系亟待完善，而与此同时，人口生育率在快速降低，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

的问题可能比发达国家要更加严重。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上升的态势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

国际贸易脱节的局面，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技术选择与技术效率的影响，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显得迫切和必要。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一个消极负面影响是降低了劳动参与水平。劳动参与水平降低的同时，适龄劳动力群体

也在逐渐趋向老龄化发展。总体的人口老龄化及适龄劳动力群体的老龄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及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总体的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明显不如年轻人，老年人更易患病，由此会给企业生产成本、

家庭赡养支出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各项费用和效率损失。此外，老年人的精力和劳动技能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学习新

技能和新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下降，势必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工作进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企业生产率的降低。据对

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测算，1992—2016年，欧洲、日本及美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分别为 1.2、0.9和 0.8，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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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济体比中国更早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降低[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难以

回避的阶段，本文的研究价值和目的就是探求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资源禀赋状况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技术路径，并就此展开

农户技术效率的分析，以期发现适应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农村生产技术供给路径。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选择研究。中国可能已经跨域刘易斯拐点[3-4]，

农村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形成的供给短缺决定增加农业产出不能无限制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应

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Romer采用 115个国家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发现，

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正效应影响[5]。Alers[6]、Ronald[7]等研究认为，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企业生产与居民

消费方式也会产生变化，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自动专业化生产取得土地和人力资本要素，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但是，Sara 认为老年人步入人生的衰退阶段，身体状况、反应水平和智力状况较青壮年明显变差，伴随老年人口比

例提高，会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运用[8]。汪伟等运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估计我国的年龄与劳动生产率曲线发

现，劳动者步入中老年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最低[9]，吐尔孙等认为老龄化影响技术效率，是因为老年户劳动力身体素质不具

优势，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下降，即使劳动技能积累了丰富经验[10]，但劳动力老龄化产生的综合效率损失大于技能水平，因此

对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11]。(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劳动力流动深刻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

结构，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态势
[12-13]

，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流入地老龄化，但恶化了流出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程度
[14-15]

。(4)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16-18]、土地利用效率的影

响[19]。关于技术选择既有先进发达国家美国等国际经验，又有根据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变迁提出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降低劳动力

使用的价值判断。技术效率分析比较广泛[20]，不但有运用宏观数据测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21]，而且有采用农户微观

数据分析具体农业生产作物的技术效率评价[22]。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重点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技术选择与技术效率的影响，试图回答资源要素稀缺影响农

户的技术选择及就此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如果存在，是哪些因

素发生作用，技术效率表现出何种特征，通过什么技术供给路径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产转变。 

1 数据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数据来自课题组 2019年暑期对湖南怀化、邵阳、永州、益阳四市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卷调查。课题组根据

问卷调查需求，选取怀化、邵阳、永州、益阳 4市 8个县、16个乡镇、32个村进行入户调查，选取调研的 8县属于湖南省典型

的丘陵地区，亦属传统农区和劳务输出县，采取随机抽样选择村集体的方式以保障数据的代表性。按照每个村发放 20份问卷的

标准，共发放问卷 640 份。由于是采取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模式，没有发生问卷缺失，共收回问卷 640 份，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

的调查问卷，实际获取有效的调查问卷 605份，调查问卷总体有效率为 94.53%。受访农户的典型特征如下：(1)农村老龄化现象

十分普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 61岁，标准差 10.36；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居于 50岁及以上的农户占

全部样本比重为 85%。(2)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户占全部样

本的比重为 82%。(3)受访地区农村土地资源要素紧缺。受访农户户均承包耕地面积仅为 3.88 亩，标准差为 3.12，人均承包耕

地面积为 0.73 亩。(4)绝大多数受访农户家庭均以外出务工或在乡镇从事非农经营活动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外出务工或在

乡镇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农户占全部样本的比重为 49%，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占全部样本比重仅为 32%。 

1.2受访农户技术选择的统计分析 

1.2.1受访农户面对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行的技术选择 



 

 3 

调查问卷通过设计问题“农业生产在农忙时节的劳动供给状况评价”来体现农村劳动力供给水平，可供选择的问题选项有

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供给能够满足需求、劳动力供给不足难以满足需求和无需从外部获取劳动力或不清楚四个。605户受访

农户都回答了这一问题，选择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有 37 户，占有效问卷的比重为 6.12%；选择劳动力供给能够满足需求的有 230

户，占有效问卷的比重为 38.02%；选择劳动力供给不足难以满足需求的有 309户，占有效问卷的比重为 51.07%；选择无需从外

部获取劳动力或不清楚的有 29 户，占有效问卷的比重为 4.79%。这表明受访地区样本农户的农村劳动力供给非常紧张，有过半

数的农户家庭农村劳动力在农忙时节难以满足需求，这也与当期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的事实吻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

剧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供给紧张的程度。“农业生产在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什么方式解决”体现了受访农户面对

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形下破解人力资源要素紧张的方式。在 605 份有效问卷中有 587 户受访农户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对第 1

应对方式、第 2 应对方式和第 3 应对方式的频率分别进行 3、2、1 的加权值赋值，因此获得各种应对方式的相对频率。面对农

村劳动力资源要素的季节性供给不足矛盾，受访农户普遍采取的应对方式是请亲朋邻居帮忙或换工、花钱雇工，其次是通过其

他方式解决。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的受访农户，大多数是联系家人临时回乡务农或依靠增加单日农业生产劳动时间的方式缓解农

村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户通过选择农业机械化或农机结合现代生物技术的方式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

综上所述，面对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受访农户并没有普遍选择农业机械技术，而主要是通过增加人力供给的方式解决，只有

少数受访农户采取农业机械技术或农机结合现代生物技术的方式降低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2受访农户面对土地资源要素不足进行的技术选择 

受访样本区域属于丘陵地区的传统农区，亦属湖南典型的农业县，分析粮食作物产量影响因素对于体现受访农户的技术选

择有一定针对性和代表性。调查问卷通过设计问题“与 2017年比较导致 2018年粮食产量降低的最根本原因”和“与 2017年比

较导致 2018 年粮食产量增加的最根本原因”来体现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有效问卷总样本当中，有 162 户、127 户分

别回答了第一、第二个问题，通过对第 1 原因、第 2 原因和第 3 原因的频率分别进行 3、2、1 的加权值赋值。可以发现，导致

2018年粮食产量降低的最根本原因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投入的下降。导致 2018年粮食产量增加的最根本原因是大量采用杂交

种子、增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投入及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由此可见，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的运用也是影响农产品产量

不可忽视的因素。 

1.2.3受访农户中青壮年与中老年技术选择的比较分析 

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土地资源要素不足引发受访农户中青壮年和中老年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统计。在劳动力供给不

足的条件下，青壮年农户和中老年农户都采取增加劳动力数量的人力方式缓解劳动要素稀缺状况。在土地资源要素紧张的情形

下，青壮年农户和中老年农户都采取杂交品种、增加化肥农药投入等具有典型生物技术运用特征的方式增加土地的农业产出效

率。由此可见，不管是青壮年受访农户，还是中老年农户，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土地资源要素供给紧张的情形下为了满足

农业生产需求采取的技术选择相同。 

1.3研究方法 

1.3.1理论分析模型 

借鉴 Battese等的研究
[23]
，设定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式中：i(i=1,2,⋯,N)指代受访农户；t(t=1,2,⋯,T)指代年度；Yit指代 t 年 i 个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产出；Xit指代 i 个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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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t 年的投入向量；β 指代待估参数值；ϕit-φit指代复合扰动项，ϕit指代随机误差，表示除投入向量 Xit外难以测度因素对

农业生产产出的影响，并且 ϕit∼iid.N(0,σ2φ)；φit指代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的效率损失，为非负随机变量，假定其服

从独立的截断正态分布；ϕit∼iid.N(0,σ2φ)。另外设定： 

 

式（2）为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的效率损失分析模型。Πit指代影响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 p×1向量；θ指代

待估参数形成的 1×p向量。如果θ<0，说明Πit可以增加受访农户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否则会减少技术效率。 

因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项目难以满足 OLS估计的假设条件，可以考虑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来估计参数。因此

在计量分析模型（1）和（2）中加入限制条件 T=1，由此转变为横截面分析模型。式（1）的技术效率测度定义为： 

 

式中：E(∙)指代数学期望。如果 φit=0，说明受访农户 i 的农业生产处在完全的技术效率水平，TEit=1；如果 φit>0，那么

0<TEit<1，说明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存在技术效率损失情形。 

1.3.2经验分析模型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应用需要事先选取合适的生产函数类型，当前主要有 Cobb-Douglas和 Translog两种生产函数。Trans-log

生产函数阐释投入要素相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考虑采用形式相对灵活的 Trans-log 生产函数。本文采

用怀化等四市的受访农户微观截面数据，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非效率分析模型中假设 T=1。由于研究对象属于传统农业地区，

采取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较好的稳定性特征，因此截面数据也能较好体现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征。遭遇人力、土地要素紧缺，

青壮年与中老年农户采取了类似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且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年龄居于 50 岁及以上农户所占比重高达 85%，也

就是调查样本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为基础，把受访农户为青壮年与中老年的纳入分析整体进行综合分析。 

因此，截面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计量分析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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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的结果，分析模型除了考虑土地和劳动力两项投入要素外还把化肥、农药、作物种子及农

业机械纳入。变量取值都是受访农户 2018年农业投入产出情况。针对投入为 0的变量，在 Trans-log生产函数时赋值为 1，取

对数后 Ln1=0，没有变动原有数据含义。因此，可以设定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分析模型： 

 

式（5）阐释了受访农户间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技术效率区别的原因，借鉴 Battese研究[22]，把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

素分成受访农户人力、生产经营与知识技能获得三类特征，三类特征涵盖 15个变量。在受访农户人力特征当中，顾及到年龄因

素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不确定，分别选取年龄的一次和二次项，中老年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但相对年轻人而言

比较保守，因此采用新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农业生产的意愿不强。在受访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当中，定义兼业家庭是是否存在

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情形。在受访农户知识技能特征中，Π7～Π11、Π12、Π13～Π15 变量参照组分别对应其他或无技术来

源渠道、其他或无技术提供主体、未受培训不会操作情形。 

2 结果分析 

运用 Frontier Analyst4.3.0软件对式（4）和式（5）采取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计量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γ值为 0.8454，

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计量模型扰动项中存在的变异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无效率项带来的，所占比重为 84.54%，

受访农户农业生产存在技术无效率。 

2.1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分析 

2.1.1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 

按照结果可以根据式（4）求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在均值水平的产出弹性。计算可知各产出弹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要素投

入（0.65%）、化肥投入（0.14%）、农药投入（0.08%）、劳动力要素投入（0.06%）、作物种子投入（0.02%）和农业机械投入（0.02%）。

土地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值最大，与受访地区土地资源要素紧缺的基本特征吻合。借助加大化肥、农药、作物种子等现代生物技

术运用依然有一定的增产可能。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高出农业机械要素投入，与当期农村主要采取增加劳动力方式破解

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结论一致。 

2.1.2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效应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效应采用式（4）里的交叉乘积项目体现。一是化肥投入、作物种子投入与土地要素投入之间存在

非常明显的替代关系。表明受访农户依靠运用高效肥料及吸肥能力强的作物种子达成节约土地资源要素的目的。二是农药投入

与作物种子投入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替代关系，农药投入与作物种子投入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互补关系。表明土地资源要素供

给不足诱致受访农户更多使用优质作物种子，进而有效降低农药的消耗，较好地保护环境，实现发展生态农业目的。三是农业

机械要素投入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替代关系不明显。四是作物种子投入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之间存在非常明

显的互补关系。表明降低资源消耗恶化了受访地区劳动力资源的紧缺。五是农药投入与农业机械要素投入存在非常明显的互补

关系，这与较低比例受访农户采取生物与农业机械技术替代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的结论一致。 

2.1.3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选择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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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选择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效应分析可以推导出农业生产的技术选择路径：一是农村

劳动力的老龄化引发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诱发人力资源要素紧缺；二是土地资源要素紧缺诱发部分受访农户采取优良作物种

子、高效化肥替代农村劳动力的现代生物技术选择，而生物技术运用加剧了劳动力要求的紧缺程度。在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的

情形下，受访农户可以采取如下选择：大多数受访农户采取人力手段破解劳动力供给不足，极低比例受访农户采取农业机械方

式替代劳动，也有小部分受访农户采取农业机械与生物技术结合运用方式替代劳动。受访农户选择人力手段而非农业机械方式

替代劳动可能的原因为：一是当前适合丘陵、小地块及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使用的农业机械比较欠缺；二是现有的农业机械购买

补贴难以弥补受访农户购买能力不足形成的资金差额；三是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教育经历影响了农业机械的使用。但是，诱发

极低比例受访农户选择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原因可能是人力方式也存在较大局限：一是农忙时节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更加紧致，

绝大多数农户家庭没有多余劳动力；二是当前农村雇佣劳动力的成本普遍较高，采取农业机械替代人力劳动存在经济效应。 

2.1.4处于不同年龄群组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比较 

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为 0.76，标准差为 0.15。72%的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在[0.7,0.9]区间，超过 0.9

的受访农户所占比重仅为 6%。表明绝大多数受访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不同年龄群组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呈现出不同特征。受访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年龄最小值为 22岁，最大值

为 81岁，因此将其划分为[22,40）、[40,50）、[50,65）、[65,81]四个群组，分别指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中老年劳动力、老龄

劳动力与高龄劳动力。通过计算不同年龄群组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效率可以发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四个年龄群组中，[22,40）

区间年龄段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波动幅度最为显著，标准差为 0.16，系四组中最大；农业生产平均技术效

率值为 0.75，系四组中最小。二是[40,50）区间年龄段的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波动幅度相对较为平缓，农业

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有所增加，标准差和技术效率分别为 0.15 和 0.755。三是[50,65）区间年龄段的农村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生

产技术效率波动幅度较前两个年龄群组的要低，但其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最高，且在 58岁以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基本稳定

在 0.8 附近波动，标准差和技术效率分别为 0.14 和 0.77。四是[65,81]区间年龄段的农村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相对

稳定，标准差和技术效率分别为 0.13和 0.76。综上所述，受访农户的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在 58岁以后基本趋于稳定，

并且伴随年龄增大呈提升态势。 

2.2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2.2.1受访农户人力特征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年龄系数为正，农村劳动力年龄平方系数为负，二者在 5%水平显著。表明农村劳动力年龄因素对农业生产技术

效率损失的影响非常显著，伴随农村劳动力年龄增长，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会先增后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老龄劳动力丰富

的农业生产经验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农村较高年龄劳动力尤其是 58岁以上劳动力的兼业情形较少，其精力和时间

主要用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为正，在 10%水平显著，表明农村劳动力文

化程度提高会导致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影响方向与预期变化相悖。引发这种局面的可能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

力的兼业机会和选择越多，因而显著影响了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 

2.2.2受访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受访农户耕种面积、土地流转及兼业情形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影响为负，且在 5%水平显著。表明受访地区农业生产依

旧存在农业规模经济效应，农户依靠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农户家庭中在外从事非农活动劳动力

在农忙时节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兼业模式有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紧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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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受访农户知识技能获得特征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在受访农户知识技能获得特征中，农技站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影响为负，在 5%水平显著，科研院所、自己查资料对农

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影响为正，而亲戚邻居、农资销售点作为农业生产技术获取路径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影响不明显。

农技站作为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部门，其技术服务内容和时间较好满足广大农户的需求。而科研院所对受访地区农户的农

业生产技术影响较低，从科研院所获取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户不到 1 个百分点，可能的情形是科研院所提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非

农户所亟需，因此形成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受教育程度较低阻碍其依靠自学方式获取最新的农业生产

技术，迫切需要提供满足农村老龄劳动力需求的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技能培训。亲戚邻居或农资销售点作为非正式的农业生产

技术获取路径，存在较大的农业生产技术风险，农户普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因此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机构对农业生产技术

效率损失影响为负，在 5%水平显著。受访地区农业产业化不发达，政府机构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培训主体，而农村劳

动力老龄化受教育程度较差，政府机构的技能培训可以发挥部分弥补的作用，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培训不会使用农机的情

形会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机培训效果，农机培训要加强针对性和适用性，要符

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身体特征及当地地形和地块特征。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发现：(1)化肥、农药、劳动力、作物种子和农业机械投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14%、0.08%、0.06%、0.02%和 0.02%，

农村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高于农业机械投入。(2)化肥、作物种子投入与土地要求投入间，农药投入与作物种子投入间存

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作物种子与劳动力要素间，农药投入与农业机械要素投入间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3)受访农户农业生产技

术效率平均值为 0.76，标准差为 0.15，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在 58 岁以后基本趋于稳定，并且伴随年龄增大呈提升态

势。(4)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以科研院所或自己查资料作为农业生产技术获取路径、培训不会使用农机四个变量降低农业生

产技术效率非常显著，土地耕种面积、土地流转、兼业情形、农技站作为农业生产技术获取路径 4 个变量提升农业技术效率非

常显著。 

根据研究发现，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年龄变化趋势，提供满足农村老龄劳动力需求的农业生产技术

培训。受访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路径说明生物技术运用影响农业生产比较显著，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内容应该重点提供农业

生产生物技术应用培训，同时考虑提供农作物耕作、栽培技术培训，培训课程及内容设计应充分考虑培训对象老龄化特征，考

虑老龄劳动力的接受能力采取开放方式，在田间采取当面指导、示范的形式提高培训质量。其次，在农村老龄化比较普遍的地

区加快推广农业机械使用范围。虽然调查农户没有明显体现采用农业机械投入替代劳动力投入的选择，但农业机械使用在破解

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老龄化体力精力下降、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农业机械生产企业

生产、设计满足不同地形特征、劳动力老龄化身体特征要求的小型、简便农机，加大政府对制造、购买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

度，缓解农户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不足困境。第三，鼓励科研院所对传统农业生产地区的技术推广活动。通过受访农户的农业

生产技术路径分析发现，科研院所对当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的技术供给主要采取生物技术方式，优质作物种子不仅适

应当地自然条件，而且具有高产、抗病和减少劳动力使用的特征。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运用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来降低土地要

素和人力要素投入需求，提供单位面积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效率。第四，鼓励农村老龄化劳动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展

合作与互助。可以探索建立农村劳动力互助合作社，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对这类合作社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优先提供农业技术

服务支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互助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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