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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rapidly, and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lack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for social 
pension services seriously affects the life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takes Gua-
ngxi town of Y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ension system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rural widowed old people. Fro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rural widows solution for government el-
derly social support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rural widowed old people and old age, to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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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人口老龄化也日益严重。社会养老服务配套设施的

缺失，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与社会的稳定。本文以广西Y镇的孤寡老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

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农村孤寡老年人在养老方面存在问题。从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构建为政府提供促进

农村孤寡老年人社会赡养问题解决办法，进而实现农村孤寡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促进社会稳定

繁荣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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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65 岁及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从 1990 年的 6299 万

增加到 2000 年的 8811 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5.57%上升为 6.96%，目前中国人口类型已经进入老年型。

预计到 2040 年的时候，65 岁及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20%，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将越来越严峻[1]。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一直还是“养儿防老”，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适应

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构建现代养老模式体制意义重大。 

2. 社会支持系统与农村孤寡老人群体概念界定 

1) 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的总和。

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环境的挑战。社会支持主要由正式社会支

持(由政府或社会组织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依靠专门人员提供专业帮助和服务)和非正式社会支持

(由个人、家庭、邻里亲友及志愿者群体提供的无偿服务)组成[2]。社会支持系统能给弱势群体提供一个

全方位的帮助，深入地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困境。本文所研究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政府、家庭以及社会

的经济、日常生活照顾及精神等支持。 
2) 孤寡老人群体 
孤寡老人群体是指那些 60 岁及 60 岁以上，无配偶或配偶已逝，无子女或子女已身亡或女儿已出嫁

不承担抚养义务(即无赡养人)，生活无法自理或自理能力差的老人[3]。农村孤寡老人则是指生活在农村

中的孤寡老人群体。本文中所指的孤寡老人是可以有女儿，但是女儿是已经嫁出去并且不会提供日常生

活照顾，只是提供一些经济物质上的支持。 

3. 我国社会赡养体系发展情况分析 

1)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养老系统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比如说加大对老年服务设施

Open Access

 
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黎国举 
 

的建设，加大资金的投入，以及鼓励支持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等。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远不能满足社会

发展需求，比如对某些特定群体的照顾不足，对农村孤寡老人社会赡养缺位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城乡

发展差距大，突出表现在城市社区中，大力发展了老年人福利设施建设，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诸

多方便，既保证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又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我国广大农村中，社会养老工作

一直是处于缺位或者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享受到社会赡养的福利，相对于城市老年人来

说，农村的老年人更需要照顾，特别是农村孤寡老人群体，他们经济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一旦

失去劳动能力，那将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2) 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 
老年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为我国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提供了专业支持。老年社会工作即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社会服务，以协助老年人解决生理、

心理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使老年人能够继续参加社会活动，幸福安度晚年的专业服务活动。近几年来

我国老年社会工作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还是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地区，深处内地偏远贫困的

农村地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尚处于缺位。随着城乡老龄化加剧，推进老年社会工作向广大内陆农村地

区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农村孤寡老人群体社会赡养现状调查分析 

本文主要调查资料和实地数据均来自广西玉林 Y 镇，下辖 4 个村民委员会和 10 个村居委会，有农

户和居民 38,244 户，总人口 75,471 人。Y 镇农村初步摸底共有孤寡老人两百七十多人。本次调查通过深

度访谈和实地观察农村孤寡老人为主，并以访谈孤寡老人的邻居、亲戚为辅，进行定性分析，以下表 1
是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访谈情况。 

从以上表格中可知，调查对象中女性人数比男性多，其年龄都在 65 岁以上，文化程度基本处于小学

水平，有两位受访老人为未婚。除了 B4 是先天性的精神问题外，其他的老人为后来生活变故所造成。 
1) 农村孤寡老人物质生活现状 
根据对个案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孤寡老人在经济物质生活很匮乏，无自理能力，生活上无保

障，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赡养服务。 
在调查 B4 家的情况时村民 A 说到：“他本来不住在这，他哥哥死后才被哥哥的二儿子赶到这里住

的。这里本来就是他们家的旧屋，一看就是危房，现在谁家还会住这种缺砖少瓦的泥砖房啊，下个雨都

要担心房子塌了被埋在里面呢！” 
 
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ase 
表 1. 个案基本情况 

个案对象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基本情况 

G1 1946.1 小学未毕业 老伴早逝，育有两儿，无女，两个儿子相继去世， 
独居十年多，行动不方便，精神状态不好 

G2 1939.5 未上过学 
老伴前两年去世，育有一儿四女，儿子十几年前因病去世， 

女儿出嫁后很少回娘家，因年老行动不便，精神正常 

G3 1950.4 小学毕业 老伴和一个儿子因工作时发生意外一起去世，一个女儿远嫁海南。 
精神状况不好，生活无法自理 

B4 1947.11 未上过学 无妻无儿，从小精神有问题，曾靠哥哥抚养，哥哥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能自理。 

B5 1942.3 小学未毕业 无妻无儿女，精神正常，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因年老生活不能自理。 

注：G1、G2、G3 是女性，B4、B5 是男性。5 位个案的基本情况多是来源于笔者与个案的访谈和从个案邻居亲戚处了解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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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 c 说：“我们村里面有好几个孤寡老人，都住在泥砖房里面，我们这些村干部也很担心他们

的人身安全，但是也没有办法给他们解决住宿问题，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 政策下来，村里面有没有前，

所以只能祈求不要出事咯。” 
G3 笑嘻嘻地说：“我看到哪家有喜事办酒了就在门外边守着，有好多好吃的呢！” 
B4 说道“以前哥哥在的时候给饭我吃，现在他死了就没人理我了，他的儿子儿媳妇就想着把我赶走，

只是偶尔给一两顿饭吃，每天肚子饿的时候只能在别人家门口守着，运气好的话人家会给我一点饭。” 
2) 农村孤寡老人精神生活赡养现状 
农村的老人不同于城市的老人，特别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很少有人去关注，而

且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无法保障，更别提精神生活上的满足。然而当老人的精神出现问题的时候，没能得

到他人或者社会的救助，心理障碍无法解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他们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笔者在

调查中发现 B4 精神问题是先天造成的，G1 和 G3 都是因为后天的生活状况变化造成的精神不正常。G1、
G3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儿子意外离世，没有了依靠，生活压力和外界舆论压力使他们无法承受而

导致精神疾病。 
村民 D：G3“三年前她的老伴和儿子刚去世时，她还是会与我们正常交流的，但是过了半个月后，

就慢慢变得孤僻起来，不怎么与我们交流了，别人问她话她也不搭理。她的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她有

时会自己自言自语，但从不与他人交流。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偶尔把头探出窗外，看到有人看她立马又

把头缩回去，并躲在家中的家具后面瞪大眼睛看路过的人，给人感觉她就是疯了。更让人伤心的是她的

女儿自从儿子办完丧事后就回海南了，后面就没来看过她，听说也不给她寄生活费。唉，真是可怜啊！” 
村民 H 说：“G1 在小儿子去世时，与平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她收到大儿子去世的消息时，当场

晕了，第二天一头半黑的头发全白了。两个儿子都没了，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不伤心呐。自那以后，她

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经常一个人傻笑或者发呆，我们也想帮她，可是我们农村人没文话，都不知要怎

么帮呀！” 

5. 农村孤寡老人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农村孤寡老人生活现状主要是物质生活赡养和精神生活赡养无法保障，故笔者认为农村孤寡老人社

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务必优先从经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方面入手。 
1) 经济制度支持系统  
民以食为天，加大农村孤寡老人的经济物质支持，能从根本上缓解孤寡老人的生活压力。在经济上

给予孤寡老人支持，就解决了农村孤寡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4]，这就涉及到了我国的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据统计，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在农村存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地区之间发展极

不平衡等问题，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外，基本上还处于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阶段。但是，随着城镇

化、家庭小型化、老龄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己经受到挑战，使得农村孤寡老人养老局势更加

严峻。所以要解决好农村孤寡老人的社会赡养问题，必须要建立新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5]。那么，国

家在经济制度层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要巩固和加强对农村孤寡老人的经济物质生活制度系统支持，同

时也要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治理，才能确保农村孤寡老人的权益，进而不断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 
2) 日常生活照料系统 
在农村孤寡老年人的需求中，为孤寡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就解决了孤寡老年人老有所依的问题。

农村孤寡老年人身边无子女照顾，每日的生活起居成了大问题。为了保障和提升农村孤寡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加强对其生活照料支持，让农村孤寡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依”。比如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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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农村养老事业，在城镇养老院或者疗养院等社会公益单位可为农村老年人养老做保障，政府可以为

农村孤寡老年人群体给予政策支持，如免费入住或者收取少量的费用等；亦或者兴办农村养老事业，加

快农村老年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孤寡老人吃饭问题，可在村中设立长者食堂等，免费为农村孤寡

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以此同时，可倡导邻里精准互助，这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要做好农村的精神

文明建设，宣扬尊爱、爱老、助老的精神，倡导邻里互助。以村民委员为基础成立老人互助小组，为孤

寡老年人提供服务。 
3) 情感支持系统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人们也会去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从情

感支持的角度去探讨农村孤寡老年人的社会赡养问题，为农村孤寡老年人建立一条完善的情感支持体系。

通过大力发展老年社会工作，推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快老人社会工作的发展步伐。不仅

是在城市社区中能见到社工，拓展老年社会工作向广大贫困农村地区的发展，让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走进

孤寡老人，担负起弘扬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深入到农村地区，

让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农村孤寡老人链接资源，帮助他们学会自助，在身边陪伴他们，让农村孤寡老人

得到科学合理的照顾。同时需要心理咨询师的介入，为孤寡老人解除心中的芥蒂，能敞开心扉重新接受

身边的人和事，重新接受这个世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6. 结语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农村孤寡老人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解决好农村孤寡老人群体的社会

赡养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并向农村地区拓展，建立

一支强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为农村孤寡老人构建一个经济物质生活和情感全方位帮助的社会支

持系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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