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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也更加突出。本文基于人口老

龄化这一背景，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及现实困境进行探讨，并从家庭、社会、政府等层面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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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old-age care in rural 
areas with relatively lagging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ol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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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family, society, government and other levels, in order to help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old-age ca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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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一个社会发展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指在国家总人口中年

轻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持续增加的过程。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总人口的 10%，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在 2022 年末突破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9.8%；65 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 2.1 亿，占

比达到 14.9%，并且我国 2022 年新生儿出生率仅为 6.77%，人口死亡率则达到 7.37%，这也是我国首次

出现人口负增长[2]，更有学者预测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 2035 年时步入重度

老龄化社会，各种资料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也会给

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在逐渐减少、劳动力成本却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老年人

口的数量持续上升，与之配套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相关资源需求日益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公

共财政、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压力，并且老年人这一中低消费群体在市场经济流通中难以起到高效的促

进作用，都阳等学者根据相关数据测算得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我国 2020~2025 年间平均每年的经

济增长放缓 1.07 个百分点[3]。因此，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是我

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关键举措。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在农村、重难点也在农

村。根据“七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老龄化差异显著，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城镇

7.99 个百分点[4]，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已出现“城乡倒置”现象，甚至部分农村老人还面临着“未

富先老”的局面。老年人生活需求的满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是关系到民生福祉、影响社会繁荣发展的重

要因素。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这一背景，探析我国农村地区养老的基本现状及其现实困境，从家庭、社

会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 我国农村养老的基本现状 

2.1. 农村老年群体收入较低且不稳定 

我国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子女给予和参与务农来获取，相比城镇老年

群体，大多数农村老年群体没有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许多农村低龄老人除了在家务农，还会选择外出

打工赚取更多收入，但受到年龄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较少，通常是工地散工或

清洁打扫之类的出卖力气的苦活、累活；而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由于其自养能力不足，基本只能依靠子

女赡养和国家给予养老补贴来维持生活。此外，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结

果显示，2014 年，我国城镇老年人年人均收入为 23,930 元，农村老年人年人均收入仅为 7621 元[5]，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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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和城镇老年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大，二者相差三倍之多。因此，

从整体水平上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收入微薄、生活质量有待提高。 

2.2. 农村老年群体身体健康问题显著 

老年群体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身体各项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容易患上一些常见

的老年疾病，如高血压、老年痴呆、心血管疾病等。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由于收入微薄，在患病后为避免

增加家庭经济负担，通常不会轻易选择就医查看，甚至将小病拖成大病、难病，这也导致许多老年人患

有程度不同的各类慢性疾病。同时，由于农村地区交通不够便利，医疗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致使老年

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难以及时得到保障，对农村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造成隐患。 

2.3.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生活质量较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2020 年共

有 3.76 亿流动人口，其中城乡流动人口占比达到 70% [6]，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农

村地区“空巢”“留守”老人比例日益增加。父母抚养孩子，子女赡养父母是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家

人在提供情感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由于代际分居现象的产生，在外工作的子女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陪伴在老人身边，有些老人甚至只有过年期间才能与子女相聚，对家人的思念之情长期得不到宣

泄，从而导致老年群体容易产生孤独、抑郁等悲观情绪，根据 2014 年《中国老年人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显示，我国有 24.78%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常感

觉无人陪伴、被他人忽略，其孤独感指数非常高[7]。此外，由于农村地区文体基础设施建设较少，加上

大多数老年人不会使用功能繁多的电子产品，其日常娱乐活动就是简单地看电视、散步和聊天。农村活

力的不足导致老年群体无法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获得更多的情感联系，缺乏足够的心理慰藉，

其精神需求也无法得到进一步满足。 

3. 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代际经济交换和以孝道文化为根基的传统养老形式在家庭范围中得以实现，但随

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家庭养老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被逐渐削弱。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进一步加剧农

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迫成为了“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根据民政部 2022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的空巢老人占比已超半数，在部分农村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 70%。

同时，由于子女长期在快节奏的城市工作生活，对老人的陪伴度不够，健康问题无法及时关注，从而致

使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也逐渐变弱。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 CHARLS 数据论证发现我国农村家庭规模已经趋向于小型化，受到计划生育

政策和年轻人自身生育观的影响，许多家庭都变成了“4 + 2 + 1”或“4 + 2 + 2”的家庭模式[8]，并且随

着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均寿命也在逐渐增加。而老龄化、高龄化的趋势也使得农村家庭

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精力上的力不从心，经济上的繁重压力，使得家庭在提供经济、精神、健康照护

等方面的帮助功能减弱。 

3.2. 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以及社会养老。家庭养老模式是指由家庭中的后

代为老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自我养老模式是指老人主要依靠自身的储蓄和劳动赚取收入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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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计；社会养老是由对养老服务持支持态度的各种机构、政策等方面构成的系统。对于农村地区的

老年群体而言，大量劳动力外流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微薄的收入又不足以支撑其完全的进行

自我养老，因此具有组织性质的各种社会养老形式，如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结合了国家和社会力量

的养老形式成为了农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仍存在资源分布不均、供需不平衡以及专业人才

数量不足等缺陷。 
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村社区养老虽有政府的财政补贴，但毕竟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适龄老人的生

活照料需求，并且存在医疗设施简单、服务功能单一等问题。商业性质更浓的机构养老，因农村地区资

金投入大、回收效益慢等原因，更倾向于将资源集中到城镇地区，这也导致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出现供

需不平衡。相比收入来源单一的农村老年群体，城镇老年群体更具有自我养老的资本和能力，并且得到

的家庭照顾也更多，这种供需不平衡也导致大量聚集在城镇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此外，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结果显示，2018 年全国合格养老护理人员不足 5 万，按照国际

上“失能老人与护理人员 3:1”的配置标准来看[9]，我国在养老专业护理人员方面存在严重缺口。其次，

相比城镇，由于大多数农村地区工作环境较差，福利待遇偏低，许多具有专业医疗知识和护理技能的高

层次专业护理人员不愿下基层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农村地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普遍存在护理

能力水平不足、护理质量偏低的情况。 

3.3.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为改善和提高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生活保障制度

措施，但因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等因素，这些保障措施在具体实施上

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虽然我国民政部自 1986 年起就积极地在各地区开展试点活动，但因受到区域发展

不平衡、居民参保意识薄弱等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工作开展受到一定制约。此外，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2018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 88 元每月[10]，并且由于我

国各区域发展存在差异，各省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养老立法方面，我国虽已出台《社会保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政策性文件，但迄今

为止，尚未出台一部专门规范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由于缺乏国家层面上统一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条

文的强制性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农村地区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和实施难度加大。 

4. 我国农村养老困境的破解之道 

4.1. 巩固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 

家庭养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为传统和常见的养老模式，也是大多数老年群体的首选养老模式。巩

固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经济基础，二是孝道文化。 
为夯实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地区的

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可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型产业，通过产业振

兴拓宽农村地区的发展路径，拓展农民的收入渠道，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吸引外流劳动力回

到家乡就近就业、就近创业。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老人历来向往有子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我国也一直传承着以孝文化

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体系。巩固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除了经济基础外，家庭成员的爱老养老思想也及其

重要。通过积极弘扬孝道文化、宣传爱老养老观念，能够加强年轻一代对家庭责任的承担意识，对赡养

老人的责任意识。只有家庭成员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要孝顺老人、爱护老人，感恩老人对家庭、对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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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把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铭记于心，家庭养老才能真正做到使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老有所安”。 

4.2. 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对于城镇和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存在资源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政府应当积极做好带头表率作用，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整合社会多方资源，打造高质量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首先，政府及相关单位应加强农村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对硬件设施配置进行优化，从而补齐农

村地区养老服务的综合短板[11]。其次，对于许多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而言，由于身边长期没有子女陪伴，

其心理慰藉需求较大，精神世界比较孤独。因此，除了提升生活物质条件外，还应注重老年群体的精神

生活。可以通过修建老年活动中心、棋牌社等公共文化场所，以及组织广场舞、唱歌比赛等文化活动，

来丰富老年群体的娱乐生活，使其在闲暇时间能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此外，村委等相关部门还可以组

织设立老年协会，让老年群体彼此之间互帮互助，使其发挥余热，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最后，为给老年群体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注重打造专业性更强、服务质量更

好的护理人员队伍。一方面可以和专业的高等院校合作，为其提供实训地点，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另一方面还可以组建由本地居民组成的护理队伍。前者专业性更强，能提供更高水平的优质服务，后者

则更能给老年群体带来亲切感和熟悉感。 

4.3. 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国家作为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福利保障的主体，其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是非常重要的。为切实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增加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地区的养老形势之所以严峻，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居民的收入

水平偏低。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政策上、资源上适度向农村地区倾斜，鼓励社

会企业和市场其他力量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发展农村特色型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从而加

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 
第二，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法的出台。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使农村养老保险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更具法制性和规范性。其次，基本法的出台能够使农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到法律监管，实现“有

法可依”，从而增强参保居民对保险制度的信心，加快推动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发展。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参保率。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不充分，不清楚

具体参保流程，导致其参保意识薄弱。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采用多种方法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其充

分了解养老保险政策的保障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比如组织集体观看政策宣传片、成立志

愿者团队在村中进行宣传讲解等方式，让农村居民切实体会到养老保险政策的好处，改变其传统观念，

从而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养老保障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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