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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2021年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大数据预测表明，我国劳动

力人口未来呈锐减趋势。预计17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

比，将从2022年的66.8%，到2035年下降为64.4%，再到

2050年降为56.9%。2022年、2035年、2050年的劳动力人

口数量将从9.5亿降到9亿，再降到7.5亿。即使各方面通力

合作每年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今后几年仍然有5%以上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多数

农民一年四季，大约四分之一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另一个

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与劳动者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

矛盾。未来五年间，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

深度调整，特别是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的作用逐渐

显现，以及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重大政策的落实，行业间

不平衡发展将进一步加剧。采掘、纺织、机械制造等“夕

阳产业”将继续受到严重冲击，随着这些行业的兼并重

组、减员增效，下岗失业人员会大批出现，而且下岗者中

多数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同

时，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朝阳产业”迅速兴

起，可以创造一些管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

型就业机会，需要补充一批综合素质强、技能水平高的劳

动力资源。据调查，陕西乡村振兴人才特别是产业技术管

理人才十分短缺。在被访谈的93名村干部（包括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员）中，有51%的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

上，懂市场、善经营、懂技术人才比较紧缺。在这一背景

下，“有人无工作”和“有工作无人干”现象会同时出

现，农村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三）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

中坚力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位居世界前列的农

产品供给能力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

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开拓了农产品加工业新的市场需求。2022年，我国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18.5万亿元，增长4%左

右，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设1.6万多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但整体上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能力总体

不强，开发层次较浅、质量效益不高，外延扩张特征明

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

农业总产值比较低。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

比为2.3∶1，远低于发达国家3.5∶1的水平。二是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较低。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67.5％，比

发达国家低近18个百分点，深度开发和转型升级任务繁

重。三是农产品深加工产品数量不足。我国玉米主体用

途为饲料，玉米深加工产品有200多个，而在美国玉米的

深加工产品有4000种以上。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是科研创新能力较弱、加工工艺滞后和配套

设备不足，要达到《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明确提出的目标，即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加工

业营业收入达3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

达2.8∶1，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80％，必须以农产品

加工关键环节和瓶颈制约为重点，建设农产品加工与贮

藏国家重点实验室、保鲜物流技术研究中心及优势农产

品品质评价研究中心，研发一批先进加工技术，推进加

工装备创制，提升农产品加工层次和水平。[4]

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脱 贫 攻 坚 取 得 胜 利 后 ， 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陕西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但脱贫人口基数大，脱贫基础不牢固，

特色产业品牌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客观存在，必须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强化工作

统筹、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迈

上新步伐、在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上取得新成效。

（一）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认真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主要帮扶政策稳

定。教育、卫健、医保、住建、水利等行业部门要落实

行业主管责任，确保“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稳步提高。义务教育方面，强化“七长责任制”，

精准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巩固控辍保学成果，

提升教育帮扶成效。基本医疗方面，扎实做好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动员，确保脱贫人口和“三类人员”100%参

保，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

制度梯次减负功能。住房安全方面，常态化开展农房安

全 隐 患 排 查 整 改 ， 及 时 协 调 解 决 农 村 群 众 安 全 住 房 问

题。安全饮水方面，进一步强化饮水安全保障运营长效

机制，配合定期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敲门入户大排

查，及时发现化解农村供水风险隐患。同时，要持续强

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运用信息化手段和驻村工

作 队 入 户 帮 扶 等 方 式 ， 对 返 贫 风 险 隐 患 早 发 现 、 早 帮

扶，逐步稳定消除风险，牢牢守住底线。

（二）持续做好农村稳岗就业工作，千方百计促进

农民稳定增收

近年来，陕西省紧盯“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Think  Tank  Report丨智库报告 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