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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其经济和文

化相对较为落后，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马克思需要理论认为人应该满足物质、交往和精神需要，对提

升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养老资源和在村人口年

龄两方面。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在配套养老设施发展不充分和精神供给发展不充分两方

面。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要多元主体合力提供物质基础保障，支持老年人参与社

会活动，满足其社会需要，注重文化建设，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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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a serious challenge the world facing, and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ha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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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However,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issue of aging is even more severe. Marx’s needs theory believes that 
people should meet material, social, and spiritual needs,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
ing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is 
imbalanced,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the age of the popula-
tion in the village.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devel-
opment of spiritual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need theory, to enhanc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multiple enti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material foundation guarantees, support 
the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social activities, meet their social needs, pay attention to cul-
tural construction, and meet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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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农村老龄化目前呈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人口基数大，生活在农村的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1.2
亿人。第二，农村老龄化速度快。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23.81%，

比城镇高 7.9%，比全国平均水平 18.7%也高出许多。23.81%意味着农村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其影响深

远，将会对农村整个老龄化的体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

务。”[1]为了适应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解决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促进国家养老事业的发展，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是一项非常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本文将从马克思主

义需要理论的视角出发，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探讨农村养老服务的解决路径，

以期为改善农村养老服务提供启示和建议。 

2.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三重意蕴 

2.1. 物质生产需要 

马克思说：“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首先进行物质资料生产。”

物质需要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人类需要最基本的如食物、衣服、

住房等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命和生产。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也会引发一些新的需求的产生，新需求

的产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这种新需求会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的生产活动不断地改变和调整，以

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内容、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新需

求。这一新需求既不是先天具有或直接具备，也不是自发形成或被动接受，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变化

而变化发展起来并逐步得到满足与表现出来。 

2.2. 社会交往需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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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将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属性，即“社会性”。现实的人

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

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

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

成为从属的关系了。”[3]家庭是人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初级阶段。新的社会

关系的发展会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人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人就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个人需要的满足。生产活动虽然受到社会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

中才能进行。因此，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社会交往。 

2.3. 精神层面需要 

人们在获得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如食物、饮料、氧气和居所之后，就会向精神需求方面发展。精神

需要是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涉及人类精神层面的目标和追求，包括信仰、知识、道德、艺术、美感、

情感、创造性等方面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有价值观的高等动物，精

神需要是人类最本质、最深刻的需要，它体现了人类的本质特征，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的精神基础。精神需要和物质、社会需要共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产力水平下决定着相应的精

神需要[4]。例如，在远古时代，人类只能通过捕猎和采集食物来生存，其精神需要基本上就是获得食物

和保障生存，而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需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理需求的满

足，而是不断向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如追求事业成功、自我价值实现等等。同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升级，如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对健康环境的追求等。精

神需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3. 农村养老服务现状分析 

3.1.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 

3.1.1. 养老资源分布不平衡 
养老资源的分布与不同的地域、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因素密切相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首

先，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的养老资源相对集中，养老设施比较完备，而农村地区的

养老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养老资源相对稀缺。2021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新闻 1+1》节

目中提到，“在养老金方面，城乡的对比上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几年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城乡养老金

的差距差不多是 22 倍，城市远远高于农村。”其次，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

的差异，养老资源的分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养老资源相对丰富，养老金发放相对

充足，而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养老资源匮乏，养老金发放面临较大的压力。这种养老资源分布的不均，

给一些地区的养老保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3.1.2. 在村人口年龄比例不平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选择，一直以来在乡村

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年轻人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纷纷外出务

工。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

步。但随着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使得他们在对家中老年人生活照料上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人口的外

流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生活上的分离。长时间地分离会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逐渐松弛。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家庭和亲情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和纽带，子女对父母的侍奉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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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年轻人在外出的过程中，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降低，不再把侍奉父母视

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随着外出时间的延长和外出半径的扩大，传统的道德评价

标准，如舆论和孝文化等，也不再如过去那样有约束力。家庭养儿防老的功能在不断弱化，家庭养老供

给不足成为当前农村养老面临的巨大挑战。 

3.2.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 

3.2.1. 配套养老设施发展不充分 
从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随着农

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缺乏高

质量的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农村养老服务的专业性不足，缺乏科学的养老模式和方法，使得农村老年

人无法得到全面的身心护理，导致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不仅使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高质量

的养老服务，还可能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使得他们在晚年生活中面临诸多困难，进一步加

剧了他们的养老难题。 

3.2.2. 精神供给发展不充分 
“闲坐门前摇椅憩，笑看儿孙院中嬉。”描绘的是一种老有所依、享天伦之乐的晚年生活，这曾是

乡土中国一代代人梦想中的晚年图景。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农村家庭不仅“空巢化”严重，

农村老人“空心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很多老人娱乐活动单调，运动意识不强。在农村，老年人一般

除了看电视、聊天、下棋、打牌以外，没有其他的消遣方式。同时，由于运动健身的意识观念不强，即

使村里有健身设施、老年人活动室，他们也不愿意去锻炼。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

遍现象。由于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

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4.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的路径 

4.1. 多元主体合力提供物质基础保障 

在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道路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共同为老年群体提供全面的养老保

障服务，是确保农村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老年人幸福安康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首先，各级政府必须

通过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来规划和实施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以便更好地解决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要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制定农村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制定科学的养老服务标准，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养老服务设施和场所，适当提高农村养老金的发放比例，切实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

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其次，培育专业化和职业化人才。

建立培训基地，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5]。再者，社会公益慈善

机构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关爱老年群体活动，通过开

展敬老活动、送温暖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最后，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赡

养老人的子女应该尽可能地履行赡养义务，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和精神状态，为老年人提供更好

的养老服务和生活保障。 

4.2. 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满足其社会需要 

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一员，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人不是

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需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个体。因此，在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重

视老年人的社会需要，让他们在社会中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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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出发点。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

到社会活动中去，村干部应该主动担当作为，积极邀请和鼓励老年人参与村级事务管理，使老年人充分

发挥自身的智慧和经验，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多的贡献，实现其自身价值。农村老年人由于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在社会参与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因此，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帮助他们在社会发展中

发挥作用。老年人适度的社会参与是非常有益的，这能充分发挥老年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帮助老年人

保持健康和活力，提高生活质量，在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技能和

素质，同时也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帮助老年人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存在感[6]。还可

以由村集体牵头，实行农户之间的互助养老。“互助养老”，指人与人之间在养老上的互相帮助，既可

以是青年人对老年人，也可以是老年人之间，特别是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对失能老人的帮助。

这可以较好解决了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活动等需求问题，既体现传统居家养老习俗，又促

进了家庭和睦。 

4.3. 注重文化建设，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要注重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

的传统美德，弘扬“孝”文化，让孝亲敬老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并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乡创

业照顾老人。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自古以来，孝敬父母、敬重长辈都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传“孝”文化，让大

家深刻认识到孝敬老人的重要性，加强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感恩意识和家庭责任感，形

成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外务工的子女常常因为忙于工作、疏于照顾家庭，忽视了父母的情感需

求和身体健康。我们也要鼓励外出务工的子女“常回家看看”，评选孝敬老人的典范人物，发挥模范的

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家庭的精神慰藉作用，让老年人感受家庭的温情。政府还可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外出务工的子女回乡创业，这不但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

问题，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5. 结语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满足广大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在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物质层面的需要，还需要关注社会和精神层面的需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

制定相应的措施，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享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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