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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非转农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先介绍了非转农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并结合人口迁

移理论进行了阐述。随后,分析了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探讨了非转农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

具体机制。最后,提出了通过非转农促进乡村振兴的实际操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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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ole of non-transferring agricultur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ept of non-transferring agri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are first introduced and elaborated in the 

light of 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Subsequently,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of how non-transferring agriculture can help solve these 

problems are explored. Finally, a practical strategy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non-transferring 

agriculture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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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 

非转农是指将户口从非农业户口(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

(农村户口)。在我国,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元因素的交织作用

导致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获取社会福利、教育资源以及

医疗资源等方面的差距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与提升,农村地区的生

活条件和福利待遇也在不断提升,加之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一

些人开始考虑将户口迁回农村,享受农村的福利和自然环境。为

此,我国部分地区放宽了非转农的限制,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人

将户口迁回农村。 

1.1发展历程 

早期阶段(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了严

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存在明显

的区别。城市因其丰富的资源吸引了许多农村居民试图通过各

种方式实现“农转非”。而“非转农”则较为罕见,因为此时期

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对城市居民缺乏吸引力。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步

建立,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

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同时,农村也开始了改革,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使得一些城市居民开始考虑迁回农村,以享受其自然环境、较低

的生活成本及土地权益。“非转农”现象在这个时期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

快。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使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升,部分人

向往农村的宁静生活。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机制的发展也

为“非转农”提供了新机会,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取得农村户口享

受到土地相关的权益[1]。2014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发布,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尽管

这不完全消除“非转农”的现象,但标志着户籍制度二元结构的

结束,人们迁移户口更多基于个人选择和生活方式的考虑。 

总的来说,“非转农”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变迁

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即便当前众多地区已经摒弃了对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城乡差距

和相关政策的影响,“非转农”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挑

战性。 

1.2文献综述 

黄少安,孙涛(2012)[2]针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中,出

现“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需削弱户籍经济价值,改革重点在

配套制度。沈东,张方旭(2017)[3],保虎,王舫(2017)[4]描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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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非转农户口迁移,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刘灵辉(2016)[5]

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剖析了影响农村大学生选择非转农

意愿的多种因素。廖筠(2003)[6]认为非转农是逆城市化的现象,

李冰仙(2011)[7]将非转农看作是城市化的特殊现象,易文彬

(2015)[8]则认为应以具体情况而定。文章则从非转农促进乡村

振兴方面进行阐述。 

2 人口迁移理论 

非转农的人口迁移行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理论角度来

理解。 

推拉理论。在人口迁移研究领域,推拉理论是一个中心概念,

揭示了促使人们迁移的动力所在。根据这一理论,迁移行为是受

推力与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通常是指原居住地

的负面因素,比如高失业率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拉力则是指迁

入地所具备的吸引力,如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在

非转农的情况下,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激烈的职业竞争和不稳定

的工作状况可能会成为推动力；相反,农村地区较低的生活开

销、家庭成员的支持及更为舒适的居住条件则可能成为吸引人

们返回农村的拉力。 

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个体在其不同生命阶

段对迁移的不同需求。根据这种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

生活方式和偏好会发生改变。例如,当人们到了退休年龄,可能

会倾向于回到乡村或自己的老家,过上一种更为平静且接近自

然的生活。 

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指出,社会关系在个体的迁移

决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一个人在农村有牢固的家庭关

系和社会联系,那么这些因素很可能会促使人们从城市搬回农

村。社会网络不仅提供了情感支持,还能为迁移者带来实际的帮

助和资源。 

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背景下,户籍制度的改革显著地影

响了非转农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不断修订和改进相关

法规,新的政策措施可能会使非农户口的居民更容易迁回农村。

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迁移行为,并最终影响了城乡

间的人口分布。 

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城乡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解释,有

助于理解城乡人口迁移的内在规律。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综合运用这些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城乡人口迁移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3 遭遇的挑战 

在执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

复杂且艰巨的挑战。 

人才流失和人才短缺。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因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而明显减弱。同时,

在农村发展的人才通常具有相对较低的教育背景,村两委干部

资源有限,缺乏有效的三农带头人。 

利益分配不均和力量不对等。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涉及到

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农民等。由于各利益方

的需求差异和力量不平等,这使得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难

以形成一致且强大的推动力。土地流转、产权改革等议题尤为

复杂,需要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谨慎处理。在这个过程

中,确保农民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是核心要点,这要求我们在制

定和执行政策时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精细协调。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地区的经济体系主要依赖农业,

呈现出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特征,缺乏多样化的产业配置。这种状

况不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也限制了农村经济长远发

展的可能性。因此,迫切需要引导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变革和提

升,激励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颖产业,旨在提升农民的收入水

平,同时也能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的活力,并为其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亟须改进和完善。在诸如教育、

医疗、养老等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农村地区提供的服务标

准相较于城市地区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因

此,强化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和覆盖范围,确保提供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工作和紧迫

责任。 

4 机理分析 

非转农促进乡村振兴具有以下机制和效果。 

产业多元化。非转农意味着农村经济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

的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如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

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实现产业多元化。此举有助于提升农民的

收入水平,并且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进而驱

动农村经济实现持久和平衡的增长态势。 

优化资源配置。非农业向农业的转变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

资源的高效优化和合理分配。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可以使得农村

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农村

经济的整体效益。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非转农可以带动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

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这种非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民职业技能

的提升还将带来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农民更高的知识水平

和技能将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应用,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农

村消费市场也将得到激活,推动农村服务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

发展。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非转农可以带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

状况将会经历显著的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和农村社

会内部的矛盾与挑战,进一步强有力地驱动农村社会朝着更为

和谐与稳定的态势演变。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非农业向农业的转变对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发展绿色、低碳的非农业产业,可以

有效减少由传统农业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从而提升农村生态

环境的整体质量。这一转型对于推动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起到了关键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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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农业与非农业产业的互动转型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的

多元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社会

和谐,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如图1所示。 

 

图1  非转农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 

5 实施措施 

5.1政策导向与制度改革的探讨和实施 

政策导向与制度改革的探讨和实施在非转农人口迁移中起

着重要作用。政策导向可以为非转农人口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支

持,推动回流农村。制度改革则可以消除户籍制度等障碍,为非

转农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在政策导向方面,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非转

农人口回流农村。例如,提供就业、创业、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吸引更多人回到农村,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同时,政府还可

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非

转农人口回流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在制度改革方面,政府可以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

户籍对非转农人口回流的限制。同时,还可以加强土地制度改

革,为非转农人口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和保障。此外,政府还可

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非转农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和支持。 

总之,政策导向与制度改革的探讨和实施是推动非转农人

口回流农村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制度的改革,可以消

除户籍等障碍,为非转农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保障,促进乡村

振兴的发展。 

5.2城市与乡村要素的互动与整合 

非转农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和

信息的双向流动。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城

乡二元结构,还能实现城乡要素之间的互补和深度融合,进一步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城乡之间的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和利

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农村地区通过吸

收城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

的优化,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回到乡村,带动农村经

济的快速发展。 

6 总结 

通过上述政策导向与制度改革的探讨和实施,城市与乡村

要素的互动与整合一系列综合措施的实施,非转农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升农民

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然而,在非转农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土

地权益分配、社会保障衔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因此,

需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以确保非转农政

策的效果最大化,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让农村和城市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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