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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

胡祎，魏后凯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ＲＲS) 2020 年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

收入不平等，并从经济层面探讨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态。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人均总收入略低

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但幅度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转移净收入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收

入的下降。然而，农村老年人的总收入中依然有接近 70%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

收入没能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农村老年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养老”状态。过于依赖劳动收

入，使农村老年人面临比农村整体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随年龄增长而扩大，进一步降低了

老年人的福利。70 岁前后是农村老年人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分界线，70 岁前老年人尚能依靠劳动维

持收入，70 岁后随着劳动能力不均衡的下降，老年人群体进入一个收入既低、分配又极不平等的困

境，这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养老面临的“古稀陷阱”。据此，应强化农村养老的社会责任，通过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和城乡养老保障体系优化，分层次、有步骤地提高农村老年人非劳动收入水平，提升农村

居民养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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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的低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死亡率和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使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2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1．9 亿

人，约占总人口的 13．5% ; 预计到 2035 年和 2050 年时，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分别达到 3．1
亿人和接近 3．8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3%和 27．9%。如果以 60 岁及以上作为划定老年人口的标

准，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更多，到 2050 年将接近 5 亿老年人①。
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来得更快、更猛烈。数据显

示，2020 年中国乡村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 17．7%，比城市高出 6．9 个百分点;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 23．8%，比城市高出 8．3 个百分点②。提高相对弱势的农村老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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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老有所养，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1］。
当前国内学界对老年人群体收入情况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少对农村老年群体内部收入

分配特征的关注。少量关注老年人收入的文献主要围绕三方面问题展开: 一是老年人收入特征

的变化。夏会珍和王亚柯［2］利用 CHIP 数据研究发现，2013—2018 年中国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收

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入比重下降和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孙小雁和左

学金［3］利用 CHAＲLS 数据研究发现，虽然 2011—2018 年老年人城乡总体收入差距在缩小，但社

会保障水平差距仍然很大。二是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朱晓和范文婷［4］利用“中国老年社会

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明显更高，且呈现出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

男性、高龄高于低 龄 的 特 点。蔡 驎［5］和 詹 鹏［6］的 研 究 发 现，性 别 对 老 年 人 收 入 水 平 有 显 著 影

响，男性老年人养老金大约是女性老年人的 1．9 倍，导致性别差别的原因包括养老金制度参与

类型、退休前工资水平、不平等的退休制度等。此外，男性老年人会通过劳动增加个人收入，而

女性老年人更多地依赖子女或其他亲戚朋友的私人转移收入。孙鹃娟［7］的研究则发现，老年人

收入受到先赋条件和生命历程中积累起来的多个社会因素的影响。三是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因素。贾晗睿等［8］利用 CHIP 数据的研究发现，家庭内部收入再分配使老年人的个人收入

差距缩小了约 20%，且这种影响在农村更大，同住孙子孙女挤压了老年人从家庭成员处获得的

共享收入。
总体来看，由于老年人收入数据比较缺乏，目前学界对老年人收入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至少

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缺少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关注。中国特殊的二元体制决定

了城乡老年人面临完全不同的养老模式，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更没有保障。现有研究只关注到城

乡老年人收入存在差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偏低原因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农村老年人内部差

异的关注还不足。二是在数据来源上，样本代表性不强。现有研究很多仅以局部地区老年人为

样本，少数以全国范围样本为基础的研究，抽样结构与全国人口结构也不一致，导致测算出的结

果不能准确反映中国老年人收入的真实情况。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 CＲＲS) 数据，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和收入不平等特征，并从经济层面分析农村老年

人的养老现状，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居民

老有所养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ＲＲS) 数据

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情况。CＲＲS 项目组于 2020 年 8 月至 9 月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户和村庄调查。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项目组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区域位置和农业生产情况，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抽取 10 个代表性省份，分别为广东、浙

江、山东、安徽、河南、黑龙江、贵州、四川、陕西和宁夏; 其次，在每个省份将所有县( 市、区) 按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高低分为 5 组，在考虑地理空间均匀分布的基础上，从每组随机抽取 1 个

县，每个省份共抽取 5 个县; 再次，按照与样本县抽取相似的原则，在每个县随机抽取 3 个乡镇

分别代表高、中、低经济发展水平，再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 个行政村代表高、低经济发展水平;

最后，根据各村委会提供的花名册，在每个行政村按照等距抽样法抽取 12 ～ 14 个农户，就家庭

人口与劳动就业、土地经营、农业与非农经营、收入及消费等内容开展问卷调查。按此抽样方

法，项目组总共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 10 个省份，50 个县区，156 个乡镇，308 个行政村，3833 户

家庭，累计调查家庭住户成员 15554 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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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数据处理

1．数据基本处理。本文对 CＲＲS 数据的基本处理大致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剔除家庭中不与

户主共同收支的个人样本。本文用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数的方法计算家庭人均收入，

如果保留不与户主共同收支的个人样本，会低估家庭的人均收入。第二步，计算农村居民个人

分项收入。按照一般性做法［10］，本文用家庭分项总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数得到个人分项收

入水平。对于个别收入数据缺失的样本，采用插入分省中位数的方法补充缺失数据。为剔除异

常值的影响，对各项个人收入均分省份做两端 1%缩尾处理。第三步，加总个人分项收入得到个

人总收入。照 此 处 理 后，本 文 共 得 到 有 效 个 人 样 本 12095 个，有 效 家 庭 样 本 3795 个。全 部

12095 个个人样本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为 2930 个，占比为 24．22%。全部 3795 个家庭样

本中，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 1842 个，占比为 48．54% ;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

的家庭 987 个，占比为 26．01% ; 所有成员年龄都在 60 岁及以上的家庭 817 个，占比为 21．53%。
2．权重调整。考虑到 CＲＲS 数据中个人样本的地区和年龄分布与全国农村人口总体分布情

况并不完全一致，为使测算结果更准确，本文对样本进行加权处理。参照罗楚亮等［11］的思路，

本文根据个人样本所在省份将其划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根据年龄将其划分为未成年人、
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②。据此将所有样本划分为 12 种类型，根据这 12 种类型群体在全国农

村人口中的分布情况计算权重。权重调整后的样本结构与全国农村人口地区和年龄分布基本

一致，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加权前后样本的地区和年龄分布( %)

年龄段
未加权 加权后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未成年人( 16 岁以下) 4．48 4．67 6．52 6．01 6．08 5．71

青年人( 16 ～ 44 岁) 7．31 8．65 12．29 13．50 13．67 12．83

中年人( 45 ～ 59 岁) 8．20 9．45 13．89 8．13 8．22 7．72

老年人( 60 岁及以上) 8．31 6．93 9．31 6．12 6．20 5．81

( 三) 收入变量说明

CＲＲS 数据以户为单位统计农村居民年收入情况。根据来源性质将农户收入分为经营净收

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种类型加总即为农户家庭总收入。
经营净收入。经营净收入包括农业经营净收入和非农经营净收入两类，其中前者包括农、

林、牧、渔业四类净收入。经营净收入是扣除了经营成本后的纯收入，但农业经营者自身的用工

投入不计算在经营成本内。
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家庭成员在外地或本地打工所得的收入。
财产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包括土地流转净收入、资产收益分红、房屋出租收入、金融理财收

入及其他财产净收入五类。考虑到农村居民房屋出租收入和金融理财收入较低，本文将这两类

收入并入其他财产净收入。此外，本文中的财产净收入没有计入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原因有二:

第一，CＲＲS 没有收集农户住房价值相关数据。计算农村地区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常规做法是

“用住房价值乘以长期国债收益率”［11］，而 CＲＲS 没有收集农户住房价值的相关数据，这给测算

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带来困难。第二，本文研究目的不要求一定计算自有住房估算租金。中国农

村宅基地实行按需分配制度，不允许买卖，因此宅基地分配本身比较平均，且基本没有变现能

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自有住房估算租金，也基本不会影响到本文对不同年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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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对三大区域的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
本文对年龄结构的划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标准: 16 岁以下为未成年人，16 ～ 44 岁为青年人，45 ～ 59 岁为

中年人，60 岁及以上为老年人。



农村居民收入特征的比较分析。
转移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和私人净转移支付两类，其中前者包括政府农

业补贴收入、社保收入①和其他政策性补贴收入，后者包括直系亲属净转移支付和其他亲朋好友

净转移支付。

三、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

( 一) 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 CＲＲS 数据，测算 2019 年②中国农村老年人人均收入水平，并将其与农村人口平

均水平进行对比。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农村老年人收入情况，本文通过三种方式从 CＲＲS 数据库

中构建老年人子样本，并分别计算人均收入水平: 一是将所有 60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纳入老年人

子样本( 后文简称“全老年人”) ; 二是将家庭人口平均年龄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纳入老年人子

样本( 后文简称“均老年人”) ; 三是将家庭人口年龄都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纳入老年人子样

本( 后文简称“纯老年人”) ③。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

全老年人 均老年人 纯老年人 农村全部人口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经营净收入 5999．02 31．40 5318．59 26．52 5254．79 25．83 9427．15 42．86

农业经营净收入 4208．18 22．03 3935．31 19．62 3951．61 19．42 5517．52 25．09

非农经营净收入 1790．84 9．37 1383．29 6．90 1303．18 6．41 3909．63 17．78

工资性收入 8618．75 45．12 8822．66 44．00 8799．23 43．25 10235．46 46．54

财产净收入 691．55 3．62 801．77 4．00 842．24 4．14 523．21 2．38

土地流转净收入 421．04 2．20 559．80 2．79 591．58 2．91 202．62 0．92

资产收益分红 72．99 0．38 91．43 0．46 97．62 0．48 63．27 0．29

其他财产净收入 197．53 1．03 150．54 0．75 153．04 0．75 257．32 1．17

转移净收入 3794．03 19．86 5109．69 25．48 5449．44 26．78 1808．02 8．22

政府转移支付 3181．06 16．65 4251．46 21．20 4549．47 22．36 1537．62 6．99

政府农业补贴 372．70 1．95 412．37 2．06 388．30 1．91 408．20 1．86

社保收入 2509．09 13．13 3446．63 17．19 3746．52 18．41 956．80 4．35

其他政策性补贴 299．26 1．57 392．46 1．96 414．66 2．04 172．62 0．78

私人净转移支付 612．97 3．21 858．23 4．28 899．97 4．42 270．41 1．23

人均总收入 19103．35 100．00 20052．71 100．00 20345．70 100．00 21993．84 100．00

注: 表中皆为加权后的计算结果，后表同。

表 2 显示，2019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21993．84 元，全老年人人均收入为 19103． 35
元，均老年人为 20052．71 元，纯老年人为 20345．70 元，三种方式计算出的农村老年人人均收入

分别比农村人口平均水平低 13．14%、8．83%和 7．49%。可见，农村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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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社保收入包括低保、养老金、高龄补贴等。
CＲＲS 数据调查时间为 2020 年，收入方面数据是通过请户主回忆 2019 年情况获得的。

第一种方式计算出的人均收入反映的是老年人可支配资源的情况，即从“收入影响人们所享有实际机会”［12］角度定

义收入。第三种方式计算出的老年人人均收入更“干净”，能避免家庭中子辈收入影响老年人收入统计，也能更准确地反映老

年人收入来源情况，但存在样本量损失大的问题。第二种方式是折中的做法，与第一种方式相比，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子

辈收入的干扰; 与第三种方式相比，它避免了样本的过度损失。



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大部分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只要身体条件

允许，都还在从事农业经营或非农工作，获得劳动收入。
表 2 结果还显示，越是采用排除子辈收入影响的方法进行测算，得到的老年人人均收入水

平越高。对比发现，纯老年人人均收入只比农村人口平均水平低 1648．14 元; 如果在纯老年人

样本基础上加入与子辈共同收支的老年人样本，这一差距变为 1941．13 元; 如果再加上与孙辈

共同收支的老年人样本，这一差距将扩大到 2890．49 元。家庭规模越大、代际越多，老年人收入

反而越低，这说明在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家庭中存在“老年人贴补年轻人”现象［13］，即家庭收入

代际间的逆向流动。
老年人贴补年轻人，不一定是老年人把个人收入给家庭中年轻人使用的显性贴补。年轻人

不付给老年人赡养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老年人对年轻人的隐性贴补。但不管哪种贴补，终究

会降低老年人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福利［14］。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农村居民“分家”的主动选择有

关。据调查发现，在外地务工的子女一般都不跟父母共同收支，跟父母共同收支的大多是在本

地就业的子女，而本地就业收入普遍低于外地就业，这间接导致了只有低收入子女才跟父母共

同收支。此外，在农村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下，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本地就业的收入水平不一定

就低于 40 多岁的年轻人。鉴于这两个原因，本文审慎地认为，只有本地就业的农村家庭才存在

明显的家庭收入代际逆向流动。
在当前城市现代社会养老理念与农村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不断交锋，而农村社会养老体系

尚未建立的背景下，提高农村老年人经济独立性，而非提倡老年人与子女共同收支是现阶段真

正保障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老有所养的关键［7－8］。
( 二) 农村老年人收入结构

农村老年人收入结构与中青年人相比有很大差别，总体上表现为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占比相对较低，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相对较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农村老年人收入来

源情况，本文以纯老年人样本测算结果为例展开分析①。
经营净收入。农村老年人人均经营净收入大幅低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这是老年人收入下

降的主要原因。2019 年中国农村人口平均经营净收入为 9427．15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42．86% ;

而农村老年人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5254．79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25．83%。绝对值后者比前者低

4172．36 元，占比低 17．03 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同时来源于农业经营净收入和非农经营净收入

两部分，其中非农经营净收入的影响更大。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相比，老年人人均非农经营净

收入绝对值要低 2606． 45 元，占比低 11． 37 个百分点; 而农业经营净收入绝对值 仅 低 1565． 91
元，占比低 5．67 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农村老年人人均工资性收入小幅低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2019 年中国农村

老年人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8799．23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43．25% ; 农村全部人口平均工资性收入

为 10235．46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46．54%。绝对值前者比后者低 1436．23 元，占比低 3．29 个百

分点，总体相差不大，说明当前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参与非农工作，这与城

镇老年人退休后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明显不同。
财产净收入。农村老年人人均财产净收入略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差距主要来源于土地

流转净收入。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842．24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4． 14%。
相比之下，农村人口平均财产净收入为 523．21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2．38%，收入绝对值和占比

都略低于老年人群体。老年人财产净收入之所以偏高，主要是因为土地流转净收入较高。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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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认为，农村老人是否跟子辈共同收支，跟子辈收入水平有关，跟老人收入水平关系不大，因此即使纯老年人子样

本损失了一定的样本量，但这种损失不会给老年人收 入 总 量 和 结 构 的测算带来系统性偏差。考虑到纯老年 人 样 本 能 更“干

净”地展示农村老年人收入情况，故后文重点以纯老年人样本计算结果为例进行分析和讨论。



人人均土地流转净收入为 591．58 元，占个人财产净收入的 70．29% ; 而农村人口平均土地流转

净收入仅为 202．62 元，占财产净收入的 38．66%。土地流转净收入存在差距可能是因为很多农

村地区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这使得部分中青年农民没有土地，拉低

了农村中青年人口整体的土地流转净收入水平。
转移净收入。农村老年人人均转移净收入大幅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是老年人劳动收入

下降后个人收入的重要补充。2019 年中国农村人口平均转移净收入为 1808．02 元，占个人总收

入的 8．22% ; 而农村老年人人均转移净收入达到 5449．44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26．78%。绝对值

后者比前者高 3641．42 元，占比高 18．56 个百分点。老年人的转移净收入中，政府转移支付是

主要来源，占转移性支付总量的 83．50%，私人净转移支付仅占 16．50%。政府转移支付中，最重

要的来源是社保收入。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人均社保收入达到 3746．52 元，占政府转移支付

总量的 82．33% ; 而农村人口平均社保收入只有 956． 80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比 重 仅 为 4． 35%。
此外，老年人人均私人净转移支付的绝对值和占比也都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这主要受家庭

代际间转移支付的影响。
( 三) 农村老年人内部细分情况

本文将农村老年人分为 60 ～ 64 岁、65 ～ 69 岁、70 ～ 74 岁、75 岁及以上四个年龄组，分别测

算每组老年人收入水平，以观察老年人收入的内部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年龄段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

60 ～ 64 岁 65 ～ 69 岁 70 ～ 74 岁 75 岁及以上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收入金额

( 元)

收入份额

( % )

经营净收入 6826．94 28．43 6034．49 28．97 3462．47 20．19 3006．82 20．85

农业经营净收入 4749．34 19．78 4953．24 23．78 2551．54 14．88 2078．32 14．41

非农经营净收入 2077．60 8．65 1081．25 5．19 910．93 5．31 928．50 6．44

工资性收入 11169．47 46．51 8583．26 41．21 6736．10 39．28 5640．40 39．11

财产净收入 856．04 3．56 880．90 4．23 762．08 4．44 850．71 5．90

土地流转净收入 665．70 2．77 630．20 3．03 486．82 2．84 513．56 3．56

资产收益分红 32．83 0．14 89．23 0．43 89．58 0．52 266．98 1．85

其他财产净收入 157．51 0．66 161．48 0．78 185．68 1．08 70．18 0．49

转移净收入 5164．26 21．50 5330．57 25．59 6189．23 36．09 4923．06 34．14

政府转移支付 4393．89 18．30 4620．01 22．18 5038．75 29．38 3673．18 25．47

政府农业补贴 560．18 2．33 334．45 1．61 342．53 2．00 250．09 1．73

社保收入 3450．06 14．37 3959．93 19．01 4159．92 24．26 2912．17 20．19

其他政策性补贴 383．65 1．60 325．64 1．56 536．30 3．13 510．92 3．54

私人净转移支付 770．37 3．21 710．55 3．41 1150．48 6．71 1249．88 8．67

人均总收入 24016．72 100．00 20829．22 100．00 17149．87 100．00 14420．99 100．00

表 3 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大，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不断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下降

很快，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却没有相应大幅提高。人均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随年龄增

长而下降的趋势明显①。可见，虽然中国的人口红利加快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分配并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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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均值为 6583．5 元，而本文计算的部分年龄段老年人工资性收

入水平要高于这个值，这并非本文样本有偏所致，而是家庭年龄结构决定了计算出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计算人均

收入是通过将总收入除以人口数得到的，这里不可避免地会被没有收入的未成年人拉低成年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本文计算

的老年人人均收入实际上是前文定义的纯老年人收入，即所有人口年龄都在 60 岁及以上家庭( 即老年户) 老年人的人均收

入，这样的家庭不存在被未成年人均摊家庭收入的问题。在本文的农村居民全样本中，32．59%的家庭中都有未成年人，这些

家庭都存在人均收入被未成年人拉低的问题。



等，农村老年人群体受益较少［15］。
7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与 70 ～ 74 岁老年人相比，虽然人均总收入有所降低，但在收入结构上呈

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如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分

别只有大约 20%和 40% ; 转移净收入占比较高，达到了大约 35%的水平。这些特征与 70 岁以

前的老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0 ～ 64 岁和 65 ～ 69 岁老年人经营性净收入占比都在 28%左右，

工资性收入占比都超过了 40%，转移净收入占比都在 25%及以下水平。这为制定差异化的农村

养老政策提供了启示，即 70 岁左右可能是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状态变化的分水岭: 70 岁以前，

大部分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在就业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他们的劳动收入还能在个人总

收入中占据一个相当高的比例，65 岁以前甚至可能超过农村人口平均水平; 但 70 岁以后，老年

人身体健康状况变差，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他们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能力减弱，生活来源

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转移性支付。因此，国家制定农村居民养老政策时可考虑将 70 岁作为一

个重要的门槛和转折点。

四、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

( 一) 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总体情况

本文基于纯老年人样本测算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情况，并将其与农村整 体 情 况 进 行 对

比，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情况

不平等指数 不同参数指数 纯老年人 农村全部人口

基尼系数 Gini 0．538 0．511

广义熵

GE( －1 ) 0．996 9．076

GE( 0 ) 0．535 0．496

GE( 1 ) 0．516 0．468

GE( 2 ) 0．780 0．787

阿特金森指数

A( 0．5 ) 0．233 0．211

A( 1 ) 0．415 0．391

A( 2 ) 0．666 0．948

分位数收入比

P90 /P10 14．706 12．231

P75 /P25 4．514 3．581

P90 /P50 4．447 3．347

P10 /P50 0．302 0．274

与农村整体相比，农村老年人群体有着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2019 年中国农村人口整

体收入基尼系数为 0．511①，老年人群体为 0．538 ; 农村人口整体泰尔指数为 0．468，老年人群体

为 0．516。不同参数广义熵测算结果显示，老年人群体的 GE( 0 ) 、GE( 1 ) 、GE ( 2 ) 都大于农村人

口整体水平，但 GE( －1 ) 相反，说明农村老年人群体偏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主要由低收入人口

过度贫困导致②。阿特金森指数测算结果也得出相似结论，农村老年人群体的 A( 0．5 ) 和 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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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3 年之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农村收入基尼系数，比 较 可 靠的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创新团队的计算结

果，该团队计算得到 的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 和 2017 年 全 国 农 村 家 庭 总 收 入 基 尼 系 数 分 别 为 0． 450、0． 498、0． 505 和

0．535［16］。虽然样本来源、计算口径和调查年份不同，计算结果有所差异，但都表明当前中国农村收入分配情况不容乐观。
GE( θ) 的参数 θ 反映了广义熵对收入分布不同部分的敏感度: θ 越小，对收入分布底端( 低收入者) 越敏感; θ 越大，对

收入分布顶端( 高收入者) 越敏感［17］。



都大于农村人口整体水平，但 A( 2 ) 相反①。这一结果与当前大部分研究结论一致，即人口老龄

化扩大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18］。

从分位数收入比看，反映高收 入 端 和 低 收 入 端 相 对 收 入 比 的 两 个 指 标 ( P90 /P10 和 P75 /
P25②) ，农村人口整体的测算值分别为 12．231 和 3．581，老年人群体为 14．704 和 4．514，后者高

于前者，说明老年人群体中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高收入端相对收入比

( P90 /P50 ) ，农村人口整体为 3．347，老年人群体为 4．447，后者高于前者; 低收入端相对收入比

( P10 /P50 ) ，农村人口整体为 0．274，老年人群体为 0．302，后者高于前者。此外，农村老年人群

体和农村人口整体的人均收入均值分别为 20345．70 元和 21993．84 元，前者比后者低 1648．14
元; 而两者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分别为 11160．00 元和 14085．00 元，前者比后者低 2925．00 元。收

入中位数差距是收入均值差距的 1．77 倍。这些数据反映出在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体中，低

收入者数量大，收入中位数偏低的问题。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乡之间的整体差距，农民在收入分

配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③。本文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这

说明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处于一种收入既低又分配不平等的状态，值得高度重视。
( 二) 各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通过对收入基尼系数按来源分解④，本文测算出各分项收入对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贡

献，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按收入来源分解情况

收入类别
纯老年人 农村全部人口

集中率 基尼份额( % ) 集中率 基尼份额( % )

经营净收入 0．522 25．03 0．606 50．81

农业经营净收入 0．451 16．26 0．508 24．92

非农经营净收入 0．737 8．77 0．745 25．89

工资性收入 0．732 58．84 0．480 43．73

财产净收入 0．214 1．65 0．369 1．72

土地流转净收入 0．104 0．56 0．083 0．15

资产收益分红 0．471 0．42 0．302 0．17

其他财产净收入 0．475 0．66 0．611 1．40

转移净收入 0．291 14．49 0．233 3．74

政府转移支付 0．329 13．65 0．232 3．17

政府农业补贴 0．147 0．52 0．122 0．44

社保收入 0．365 12．48 0．299 2．54

其他政策性补贴 0．171 0．65 0．118 0．18

私人净转移支付 0．102 0．84 0．23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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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 ε) 的参数 ε 反映了社会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随着 ε 增加，更大的权重将被赋予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19］。
P90 /P10 表示第 90 百分位数与第 10 百分位数上个人收入之比，其余三个指标含义类似。

根据罗楚亮等［11］的研究，中国城乡组间收入差距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份额达到 30．08%。
在计算各分项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度时，本文采用集中率分解分析法，即将总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分解为各

分项收入分配均等程度之和［20］。总收入分配均等程度与各分项收入分配均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G =∑
n

i= 1
uiCi。其中，

G 为总收入基尼系数，ui为第 i 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Ci为第 i 项收入集中率。如果Ci ＞G，则第 i 项收入对总收入分配

差距有扩大作用; 如果Ci＜G，则有缩小作用。第 i 项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度可表示为: ei =
uiCi

G
。



从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构成看，仅有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率( 0．732 ) 高于基尼系数( 0．538 ) ，经

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集中率( 分别为 0．522、0．214 和 0．291 ) 均低于基尼系数。
这说明工资性收入份额提高会扩大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差距，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

收入份额提高都会缩小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对老年人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到 58．84%，

远高于其他分项收入的贡献，也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这说明是否务工、工资高低是决定农

村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关键，也是造成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夏会珍、王

亚柯［2］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农村人口就业不存在退休问题，60 岁前后工作能力和工资收入

水平没有明显“门槛”，决定其是否继续参加劳动的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 身体好的老年人往

往会继续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 身体差的老年人只能退出工作岗位，收入大幅下降。可见，农

村老年人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甚至总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身体健康状况差距的直接反映。
缩小农村老年人收入差距，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高老年人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份额，有研

究表明，养老金是缓解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手段，但中国养老金分配本身很不平等［21］; 另

一方面要注重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22］。

五、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来源

( 一) 年龄差距

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劳动能力不断下降，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会逐渐丧失，因此年龄可能

是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将农村老年人分为 60 ～ 64 岁、65 ～ 69 岁、
70 ～ 74 岁、75 岁及以上四个年龄段，分别计算收入 GE 指数，并参照罗楚亮等［11］的方法进行组

内和组间差距分解，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分年龄段 GE 指数分解结果

年龄段 GE( －1 ) GE( 0 ) GE( 1 ) GE( 2 )

不同年龄段组间 0．015 0．014 0．014 0．014

同年龄段组内 0．959 0．509 0．483 0．696

60 ～ 64 岁 0．852 0．470 0．446 0．615

65 ～ 69 岁 0．937 0．508 0．470 0．642

70 ～ 74 岁 1．130 0．559 0．541 0．838

75 岁及以上 0．746 0．512 0．541 0．847

结果显示，2019 年中国农村 60 ～ 64 岁、65 ～ 69 岁、70 ～ 74 岁、75 岁及以上四个年龄段老年

人的泰尔指数分别为 0．446、0．470、0．541 和 0．541，年龄越大的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70 ～ 74 岁

和 7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泰尔指数十分接近，使用不同参数测算的结果也体现出同样特征。结

合前文分析可知，这主要是年龄增大带来了身体健康状况差异变大，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差距的

扩大。70 ～ 74 岁、75 岁及以上组内泰尔指数大于农村老年人总体水平，而 60 ～ 64 岁、65 ～ 69 岁

组内泰尔指数小于农村老年人总体水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把 70 岁作为农村养老政策

门槛年龄的合理性。
( 二) 就业差距

前文分析发现，很多农村老年人 60 岁以后依然从事农业或非农工作，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

收入占据了个人总收入的很大部分。鉴于此，本文基于就业状态将农村老年人分为就业和未就

业两组，基于就业类型将就业组老年人分为全职务农、非农就业和兼业三组，分别计算 GE 指数

并分解，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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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分就业状态和就业类型 GE 指数分解结果

就业类型 GE( －1 ) GE( 0 ) GE( 1 ) GE( 2 )

不同就业状态组间 0．001 0．001 0．001 0．001

相同就业状态组内 1．000 0．535 0．515 0．777

就业 0．979 0．513 0．484 0．682

未就业 1．036 0．580 0．584 1．005

不同就业类型组间 0．012 0．013 0．013 0．015

相同就业类型组内 0．967 0．501 0．470 0．667

全职务农 1．018 0．537 0．517 0．762

非农就业 0．552 0．365 0．350 0．469

兼业 0．474 0．351 0．335 0．407

分就业状态结果显示，就业组的泰尔指数为 0．484，未就业组的泰尔指数为 0．584，后者明

显高于前者。老年人不就业的原因有很多，如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找不到合适就业岗位、不愿

意再就业等，但结果是失去劳动收入后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了。这与分年龄 GE 分解结

果共同表明，年龄偏大、失去劳动收入后的老年人群体面临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分就业类型结果显示，全职务农组的泰尔指数为 0．517，非农就业组的泰尔指数为 0．350，兼

业组的泰尔指数为 0．335，全职务农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更高，说明就业状态是影响农村老

年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全职务农者之间由于生产规模和农业技术的差别，更容易产

生收入差距。

六、进一步讨论: 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状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根据《辞海》，养老指年

老闲居修养。本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既做不到闲居，也做不到修养，还需要主要依

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实现老有所养靠不了社会，靠不了子女，依然要靠自己。
从收入上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并不是特别低。2019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人均总收

入仅比农村人口平均水平低 7．49%，且农村老年人收入结构呈“两升两降”①的变化趋势也符合

预期。可见，绝对收入水平并不是制约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果进一步观察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则会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态并不像收入水

平展示的那样乐观。总体来看，无论是社会养老、家庭养老，还是储蓄养老，都不足以给农村老

年人提供相对体面的生活，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参加劳动，被迫处于一种延迟退休状态。社会养

老部分，农村老年人的人均社保收入为 3746．52 元，占个人总收入的 18．41% ; 家庭养老部分，老

年人人均私人净转移支付为 899．97 元，占比 4．42% ; 储蓄养老部分，老年人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842．24 元，占比 4．14%。三者累计只有 5488．73 元，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13327．7 元②。在养老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继续

参加劳动，且劳动强度还不低，这种劳动收入要占到个人总收入的 2 /3 以上。可见，在城乡二元

养老体系下，农村老年人很难实现真正的“养老”，持续工作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才是真实生活

状态。
过度依赖劳动收入不仅降低了老年人福利，还加剧了农村老年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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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为代表的非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以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代表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虽然二者统计口径不同，可比性存疑，但无可否认，当前农村老年人仅靠这三项收入是绝对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



现，农村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整体水平，且随着年龄增大，这种不平等程度还在

不断加深，只有到了 70 岁之后才趋于平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在老年人总收入中

占据了过高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群体的劳动能力不均衡下降，一部分身体好的老年人

继续工作，另一部分身体差的只能退出岗位，在整体非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情况下，这导致农村

老年人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本文发现，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农村养老存在一个“古稀陷阱”: 老年人劳动能力不均衡下降

导致农村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处于一种收入既低、分配又不平等的“陷阱”中，且缺乏内生动

力摆脱出来。研究发现，中国农村 70 岁前后的老年人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境地。70 岁前，老

年人的劳 动 收 入 随 年 龄 增 长 温 和 地 下 降，65 ～ 69 岁 群 体 与 60 ～ 64 岁 群 体 相 比 仅 下 降 了

18．77% ; 进入 70 岁，劳 动 收 入 开 始 大 幅 下 降，70 ～ 74 岁 群 体 与 65 ～ 69 岁 群 体 相 比 降 幅 达 到

30．23% ; 进入 75 岁后又进一步下降了 15．21%。在收入不平等方面，70 岁前后也体现出很大差

异。60 ～ 64 岁群体的泰尔指数为 0．446，65 ～ 69 岁群体与之相比仅高 0．024 ; 进入 70 岁后，不平

等指数大幅提高，70 ～ 74 岁和 75 岁及以上群体的泰尔指数均为 0． 541，比 65 ～ 69 岁群体高出

0．071。正是从 70 岁开始，老年人群体的泰尔指数超过了农村居民整体水平。
从消费的角度分析，同样可以发现 70 岁左右是一个分界线。CＲＲS 收集收入数据采用的是

靠被调查者回忆的方式，而国家统计局采用的是记台账的方式，因此，基于 CＲＲS 数据计算的结

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农村居民的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16020．7 元，而本文基于 CＲＲS 数据计算得出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21993．84 元，后者是前者

的 1．37 倍。按照这一比例推算，以国家统计局标准计算的农村老年人人均收入应为 14850．88
元，60 ～ 64 岁、65 ～ 69 岁、70 ～ 74 岁、75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的 人 均 收 入 分 别 应 为 17530． 45 元、
15203．81 元、12518． 15 元、10526． 27 元。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2019 年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为

13327．7 元，正是在 70 岁之后，农村老年人的人均收入开始低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这反

映了 70 岁后农村老年人的人均收入已接近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临界值，在财产净收入和转移

净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不得继续工作以补上这部分收入缺口。
“古稀陷阱”的出现，关键原因在于农村老年人非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

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使得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不得不依靠劳动收入维持基本生

活。在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尚可维系，一旦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劳动能

力下降，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而这种情况是随着老年人年龄不断增大必然会发

生的。在当前中国农村的人均寿命和卫生条件下，这个收入下降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 70 岁左

右，因此，本文将农村老年人面临的这一养老问题称之为“古稀陷阱”。

七、结语

对标 2035 年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构建较为完善的城乡居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

实现农村居民老有所养，是“十四五”期间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挑战。
本文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老年人收入仅略低于农村人口平均水平，但与城镇老年人主要靠

退休金和养老金生活不同，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并没有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

障，农村老年人收入中接近 70%都是劳动收入，中国农村老年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养老”状态，

而是依然主要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实现老有所养靠不了社会，靠不了子女，依然要靠自己。过

于依赖劳动收入，使农村老年人面临比农村整体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随年龄增长不

断扩大，这进一步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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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发现，70 岁前后是农村老年人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分界线，70 岁前老年人尚能依靠劳

动维持收入，70 岁后随着劳动能力不均衡地下降，老年人群体进入一个收入既低、分配又极不

平等的困境，且缺乏内生动力摆脱出来，这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养老面临的、又亟待摆脱的“古

稀陷阱”。
与城市老年人一样，农村老年人也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全部青春和力量，让他们

在晚年还要依靠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同时，农村老年人往往参

加工作更早，劳动强度更大，身体状况更差，他们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回馈。因此，政府部门、学

界和社会首先要纠正“农村老年人有土地、有子女就能养老”的偏颇认识，让社会承担起更多反

哺农村老年人的责任，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青年人将背负越来越大的社会养老压力，因此，在农村

养老问题上，政府和社会都要有充分耐心，分层次、有步骤地解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

解决农村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高他们的非劳动收入，降低他们的收入不平等水平。
比如: 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时，鼓励村集体向 70 岁以上老人赠予老人股，提高老年人财

产性收入; 在财政可支持范围内，适度提高 70 岁以上老年人养老金水平; 在医疗服务上，提高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医药费报销比例; 等等。在合适的时机，再将更优惠的养老制度覆盖到整个

农村老年人群体，使中国农村养老逐步摆脱“古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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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of the Elderly in Ｒural China: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Ｒural China

HU Yi，WEI Houkai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ＲＲS in 2020，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come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of the elderly，and discussed the pension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per capita income of the rural elderly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rural average，mainly
because the decline in labor income was partly offset by a rise in net transfer income． However，nearly
70% of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rural elderly was still obtained through labor，and the net income of
property and transfer was could not provide enough life security for the elderly，so the rural elderly have
not really entered the state of“pension”． Over-reliance on labor income exposed the elderly to higher
income inequality than whole rural population，which widened with age． The age of 70 marked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rural elderly． Before the age of 70，the
elderly could still rely on work to maintain their income，while after the age of 70，with the uneven
decline of work ability，they entered a dilemma of low income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 This was the
“Seventy Trap”that China’s rural pension was facing at present． Therefor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rural elderly care，through the refor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improve the level of non-labor income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step by step，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the elderly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Ageing; Farmers Income;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 General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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