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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农村老年人普遍生活状况低下的现状，从老年人的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

查的方式开展实地调研，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二元Logit分析，探讨浙江缙云县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
愿的影响因素，针对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同时解决老年人养老难、养老院发展难的困境。研究结果表

明，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较低，主要与农村老年人自身观念陈旧、经济状况不佳以及其他外在

因素有关。根据分析结果，可分别从老年人自身、政府、养老院以及社会多方面入手，如：转变老年人

自身观念、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与促进养老院的发展、养老院也应加强员工队伍

建设。提高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虽然作为研究主体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意愿

为主要，但因其客观状况的改变也可影响其养老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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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low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arried out to carry out field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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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Logit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obtained data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of the rural elderly to stay in nursing homes in Jinyu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lderly in providing for the ag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ho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to stay in nursing homes is low, which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old con-
cept of rural elderly, poor economic situation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we can start with the elderly themselves, the government, nursing homes and social as-
pects, such as: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the elderly themselves,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 of rural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homes, 
nursing hom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ff. Improving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to stay in nursing homes requires joint efforts from various parties. Although the subjec-
tive willingness of rural elderl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the main one, the change of their objec-
tive conditions can also affect their choice of pens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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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1.1. 问题提出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数比重为 18.70% [1]，随着老年人口的

不断增长，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对于还未达到 60 岁年龄的中青年人来说，对养老尚处于一

个模糊的状态，但对于已达到 60 岁年龄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尤其是高龄老人，随着年

龄的增长，该群体对于养老方面的需求只会更加迫切。 
现阶段 60 岁的老年人大多为 20 世纪 60 年代前出生，经历了我国从贫困到繁荣的各阶段，但由于历

史因素及地域因素的存在，农村老年人对于居家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还有消息的闭塞，使其接受新鲜

事物的能力较弱。因此，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养老模式保持浓浓的戒备心，养老院存在的负面印象也使

人们对养老院存在芥蒂，这些对于在农村推广养老院养老的模式存在较大的阻碍。 
从 1982 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受计划生育的影响，低龄老年人生育子女数从多人降到 2 人及以下，

在实行这一基本国策后使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与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相背离，在一定程

度上与传统的“养儿防老”方式背离，因为大多数多子女家庭在分担老人的养老上必定比少子女家庭所

需背负的担子轻，仅以家庭单位支持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可能会加重部分家庭中子女的负担，所以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老年人的养老质量降低。 
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主要为流出端，老年人则大多留守在家，因此较难保证自身的养老质量，

尤其是对患病的老年人而言，本身自理能力不足，却仍需干重体力劳动(如务农)以减少生活开支。衰老是

每个人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如何拥有幸福的老年生活对正处老年阶段以及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群体而

言都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虽然传统的居家养老仍将会是我国农村大部分老年人养老的首选模式，但社会化养老也会在今后的

发展过程中慢慢走近人们的视野，成为老年人养老的一种选择。居家养老模式作为传统养老模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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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仍然为主流，对于属于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养老院养老模式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是一件新鲜事物，农

村老年人对养老院养老模式的接受度较低，提高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仍需努力。 
因此，研究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个人、政府和社会采取相应措施及对策，提

高老年人养老质量、促进养老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1.2. 文献综述 

本文所指农村老年人为凡在农村地区居住且年满 60 周岁的居民，养老院包括所有具有社会化性质或

形式的可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不同的学者针对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果，根据现有研究，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梳理文献，具体内容如下。 

1.2.1. 养老问题的不同研究方向及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谭丽丽等认为在研究农村养老问题上，主要是从当前农村所存在的社会结构现状出发，即“农村社

会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2]。以上三个方面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养老问题展开研究。

刘奇从养老的主体、客体、模式、态度、效果和环境等六个方面出发研究[3]。这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

的。翟亚萍认为农村养老服务存在以下方面问题：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缺乏关注、社会参与程度不高、

缺乏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物质保障等[4]。 

1.2.2. 传统养老模式淡化，需要谋求多元化的养老方式 
蒋文煌认为“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该模式正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瓦解

[5]。同时，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乐章等认为“养儿防老”中的“儿”的含义已由儿子扩展到儿女，只

有儿子的老人相比只有女儿的老人有更深的孤独感[6]。人们对于子女在养老责任负担上已有所改变。林

晓与南洋等又从“孝”文化出发，认为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是对“孝”文化的一种发展，但鼓励子

女尽孝与社会养老并不冲突[7] [8]。熊茜等研究表明老年人照料者的心理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产

生影响[9]。因此，在老年人养老的家庭代际支持上，照料者的心理状况以及能否做到“孝”直接关系着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张燕娥等认为这种“反哺式”的传统养老模式实际上还是以老人的终身积蓄为基

础，因为儿女大多外出务工，导致老人年老仍需自养[10]，“养老难”问题其实并未解决。 

1.2.3. 养老院建设存在较多的问题 
养老院建设水平直接关系着老年人入住后所能享受的服务质量。邹波等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存在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养老机构定位、政策支持、管理运营、机构设立审批、医养结合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等方面[11]。赵宇鹏等认为农村养老院因其自身发展滞后、条件简陋、管理人员素质低与政府补贴不足等

导致农村老人的饮食质量和生存条件极其差[12]。 
就如何建设养老院，学者们已从不同方面给出一定的解答。肖辉认为我国养老院建设应先重建观念，

其中完善法治是最基本的手段[13]。养老院的建设应能够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生活需要，养老院

建设必须与时俱进。肖于波等认为应重视社会工作介入的作用，可采取直接或间接介入等途径，补充养

老院人力、物质资源，以期解决农村养老院养老问题[14]。 

1.2.4. 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普遍低下 
程钰等对空巢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进行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两成左右的老人赞同去养老机构，

剩下的大多数老人并不赞同去养老机构[15]。 
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的因素是多元的，简要包括以下因素： 
左东梅认为在子女数减少、传统观念降低以及老年人独居情况增多等背景因素下，入住养老院或许

能成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新选择[16]。但黄俊辉等认为虽然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观念正随着家庭养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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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不利变化而改变，但对养老院有需求意愿的老年人仍较少，仅占一成[17]。
蒋浩君认为在从传统农村社会进入到养老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农村老年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际

关系等仍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导致了养老机构所具备的现代性特征与农村老年人身上具有的传统性特

征产生了冲击[18]。黄越认为子女的经济状况成为影响老人意愿的主要因素，子女的经济状况与老人的入

住意愿呈正相关[19]。李波等认为不仅与老人的收入状况，还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和地区分布有关，表现

为：老年人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进入养老机构，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和中高等收入(年收入高于 2 万)的老

年人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更愿意进入养老机构[20]。罗自超认为除经济因素外，提高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

情感和精神需要的软实力至关重要[21]。总之，影响老年人入住意愿的自身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因素、

健康因素以及主观观念因素等。 
综上所述，有关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个人、政府和社会三个大方面为切入点来研究。随着时代

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刚满或将满 60 周岁的年龄群体来说，他们可能会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对养老院的

接受度更好，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虽然农村较城市发展较为

滞后，但老人们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可能已发生较大转变。本文以期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以特定地

区的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特点为依据，以小见大，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对

策及建议，丰富现有关于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研究成果，从需求方的角度出发——量身定制，提

高其养老质量。 

2. 数据及分析结果 

2.1. 研究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的方法，以调查者口述问卷内容的方式，调查样本数据采集区域

内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在总结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问卷设计主要调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

人口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存活子女数、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健康状况(生活自理情况)对其入

住意愿的影响以及影响其意愿的直接原因。 
经统计，本次研究共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136 份，由于受访者中途拒绝回答的无效问卷 2 份。调研过

程中，对浙江省缙云县按照距离城区远近选取五云街道、七里乡、新建镇、壶镇镇、舒洪乡、溶江乡、

双溪口乡以及大源镇等乡镇街道，按照随机、自愿的原则，向农村老年人发放问卷。 

2.2. 样本数据分析 

2.2.1. 描述性分析 
对 136 份有效问卷进行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获取有社会人口状况及健康状况的详细内容，其中，受

访者中男性占比 55.15%，女性占比 44.85%，男女比接近 1:1。详细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Sample basic statistics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项目 N(%) 项目 N(%) 

性别  文化程度  

 男 75 (55.15%)  小学及以下 74 (54.41%) 

 女 61 (44.85%)  初中 56 (41.18%) 

年龄   高中 2 (1.47%) 

 60~69 79 (53.68%)  大专及以上 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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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0~79 35 (25.74%) 生活自理情况  

 80 岁及以上 28 (20.59%)  生活能自理 111 (81.62%) 

存活子女数   需要其他人帮助 23 (16.91%) 

 无子女 4 (2.94%)  完全不能自理 2 (1.47%) 

 有一个子/女 15 (11.03%) 是否听说过养老院  

 有两个及以上子女 117 (86.03%)  是 120 (88.24%) 

婚姻状况    否 16 (11.76%) 

 有配偶 106 (77.94%)    

 无配偶 30 (22.06%)    

 
为了解受访者的入住意愿，通过“是否听说过养老院”这一问题，基于回答为“是”的 120 个样本

继续展开追问，详细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2。 
 
Table 2. Other basic statistics of samples 
表 2. 样本其他基本情况统计 

项目 N(%) 项目 N(%) 

听说过养老院的途径  愿意入住养老院的理由  

 传统媒体* 31 (25.41%)  身体或老伴身体不好时，

需要人照顾 
7 (36.84%) 

 新媒体* 4 (3.28%)  缺少老伴，一个人生活寂

寞 
9 (47.37%) 

 周边朋友介绍 19 (15.57%)  减轻子女负担 6 (31.58%) 

 没有注意过 78 (63.93%)  养老院条件好，适合养老 8 (42.11%) 

 其他 2 (1.64%)  家里人支持 4 (21.05%) 

收入来源   不愿意入住养老院的理由  

 养老金 116 (96.67%)  喜欢和家人在一起 62 (75.61%) 

 退休工资 8 (6.67%)  害怕外界的闲言碎语 15 (18.29%) 

 子女奉养 37 (30.83%)  担心养老院的条件 12 (14.63%) 

 房屋、土地租赁 2 (1.67%)  担心养老院价钱过高 32 (39.02%) 

 务农 77 (65.83%) 养老费用标准选择情况  

 其他 31 (25.83%)  500 元以下 30 (29.7%) 

是否愿意入住养老院   500 元~1000 26 (25.74%) 

 愿意 19 (15.57%)  1000 元~2000 元 29 (28.71%) 

 不愿意 82 (67.21%)  2000 元~3000 元 15 (14.85%) 

 不清楚 21 (17.21%)  4000 元及以上 1 (0.99%) 

注：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传单等；新媒体包括头条、抖音、快手、微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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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与表 2 内容发现，11.76%的被访老年人并没有听说过养老院，剩下 88.24%中的老年人中愿

意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占 15.57%。 
根据原始问卷数据展开分析。将被访者划分为低龄老年人(60~69 岁)、中高龄老年人(70~79 岁)和老

龄老年人(80 岁及以上)，通过比较发现他们在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存活子女数以及收入来源上存在较

大的统一性。高年龄段与中年龄段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为小学及以下，只有处于低年龄段的老人才具备

稍高的初中学历；高年龄段老人的婚姻状况主要为丧偶，中、低年龄段的老人为已婚状态，伴侣与被访

者一同居住；不论是处于何种年龄段，被访者普遍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存活子女，家中人口众多，但主

要以老人与伴侣单独居住为主；被访者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养老金与务农，按照年龄大小领取的养老金主

要处于区间 100~300 元内，务农中，有部分被访者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以取得现金收入，大多还是以务农

的形式补贴日常对蔬菜、粮食等方面的需求以减少开销。受访者中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占 82.5%，仅部分

老年人需要他人帮助或完全不能自理。 
将老年人的意愿分为“愿意”、“不愿意”以及“不清楚”三类，“不清楚”主要是处于低年龄段

或刚进入老年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年龄还小且健康状况较好，还未到考虑如何进行养老的时候，因此未考

虑过是否在将来选择入住养老院，所以其对于意愿选择仍处于“不清楚”的状态。将来愿意入住养老院

的被访者中，独居与信任养老院即出于自身考虑是其选择的主要原因，减轻子女负担与家里人支持即出

于为家人考虑的原因位于其次。经了解，部分农村地区村委会设有食堂，规定只要根据各村规定，年满

60 周岁老人可每月支付大概 100~200 元不等的费用便可在村委会设立的食堂就餐，主要是午餐和晚餐，

受到多数老人的喜爱，并表示愿意通过选择在村中食堂就餐的方式以方便日常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

平，丰富养老形式。将来不愿意入住养老院的被访者中，影响其选择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家人陪伴，换言

之即对“养儿防老”传统养老模式的选择，由于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较差难以支撑得起高昂的养

老院费用，迫使老年人去不起养老院，且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思想仍然比较守旧，养老院这一新鲜事物与

他们的传统观念背离，也易招来老人们的怀疑与村中人的非议。 

2.2.2. 交叉分析及 Logit 分析 
1) 变量测量 
因变量的问题是：您将来愿意入住养老院吗？并赋值 1 为愿意，否则为 0。由于本文探究的是农村

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此去除“没听说过养老院”与“不清楚将来是否愿意入住养老院”

的样本，最终的到 99 个样本，对 99 份调查问卷所得到的数据中按照其特点将自变量主要分为三类：一

为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存活子女数和收入来源等；二为社会经济变量，

包括文化程度、收入来源；三为健康状况，根据生活自理情况分为“能自理”“需要其他人帮助”和“完

全不能自理”三档。各变量的分组情况及百分比见表 3。 
 
Table 3. Variable grouping and percentage (N = 99) 
表 3. 变量分组情况及百分比(N = 99) 

变量 选项(赋值) 样本数量 百分比(%) 

社会人口状况 

性别 
女(0) 40 40.4 

男(1) 59 59.6 

年龄 

60~69 岁(1) 49 49.5 

70~79 岁(2) 27 27.3 

80 岁及以上(3) 23 23.2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429


李臣美 

 

 

DOI: 10.12677/aam.2022.116429 4016 应用数学进展 
 

Continued 

社会人口状况 

存活子女数 

无子女(0) 3 3.03 

有一个子/女(1) 7 7.07 

有两个及以上子女(2) 89 89.9 

婚姻状况 
无配偶(0) 27 27.27 

有配偶(1) 72 72.73 

 
Table 3. Variable grouping and percentage (N = 99) (continued table) 
表 3. 变量分组情况及百分比(N = 99) (续表) 

变量 选项(赋值) 样本数量 百分比(%) 

社会人口状况 

存活子女数 

无子女(0) 3 3.03 

有一个子/女(1) 7 7.07 

有两个及以上子女(2) 89 89.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 54 54.54 

初中(2) 39 39.4 

高中(3) 2 2.02 

大专及以上(4) 4 4.04 

收入来源 

养老金(0 = 没有，1 = 有) 95 95.6 

退休工资(0 = 没有，1 = 有) 8 8.1 

子女奉孝(0 = 没有，1 = 有) 36 36.4 

房屋、土地租赁(0 = 没有，1 = 有) 2 2.0 

务农(0 = 没有，1 = 有) 59 59.6 

健康状况 生活自理情况 

完全不能自理(0) 1 1.0 

需要其他人帮助(1) 20 20.2 

能自理(2) 78 78.8 

 
2) 交叉分析及 Logit 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卡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存活子女数以及收入来源为退休工资和务农等变量

显著性小于 0.05，且整体的显著性也小于 0.05，所以，进入 Logit 回归模型的变量为以上四个，且模型拟

合卡方值相同以及显著性小于 0.05，所以线性关系显著，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 
交叉分析及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4、表 5。 
在社会人口状况方面，从性别因素看，有 20.34%的男性愿意入住养老院，男性入住养老院意愿要稍

高于女性但差异性不大，且性别与入住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性别对其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并

不存在影响。从年龄因素看，低年龄段与高年龄段中愿意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较中年龄段老年人的意愿

要高，但年龄与入住意愿的相关性也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处于低年龄段的老年人对养老院的了

解有所增加，高年龄段的老年人又有现实的需求认为入住养老院可以为其带来更舒适的生活，而介于两

个年龄段中间的老年人身体仍然健康还并不需要他人帮助，并且其对养老院的看法主要为负面感受，这

些都降低了其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从文化程度因素来看，受访者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文化程度为小学

及以下和初中的老年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强，这与学界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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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文化程度与入住意愿的显著性 P = 0.024 < 0.05，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文化程度影响着老年人的入

住意愿，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对新事物的接受度越高，也能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养老院的真实情况，

改变其对养老院的态度。从婚姻状况因素看，无配偶的老年人较有配偶的老年人意愿跟强烈，且无配偶

的老年人都选择“缺少老伴，一个人生活寂寞”作为其入住养老院的理由，但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并不对

其入住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从存活子女数的因素上来看，少于两个子女的老年人入住意愿高，且认为

入住养老院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存活子女数与入住意愿的显著性小于 0.05，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

与伍海霞等研究发现多子女老年人会较独生子女老年人或无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更低一致[22]。笔
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无子或少子的老年人在需要他人照顾却无法获得来自他人足够的照顾时，为了维持自

己日常的生活便需要向外界寻求帮助，此时，养老院便成为该群体的首选，以及长期以来的“养儿防老”

观念使老年人在儿女众多的情况下，倾向于跟着子女生活而不是选择入住养老院。从收入来源因素来看，

其中退休工资、务农的老年人显著，且有退休工资会对老年人入住意愿其正向影响，而务农对其入住意

愿起反向影响，有退休工资群体的经济条件一般较好，能够支持得起他们入住养老院的开销，而务农大

多收益较少，老农民一直养成的勤俭节约观念会使得他们不愿入住养老院。在健康状况方面，具有自理

能力的老年人反而入住意愿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存在自理困难的老年人对家人的信任度与养老院相

比会更高，认为养老院的护理人员并不能像家人一样精心照顾自己。 
 
Table 4. Cross-analysis results of rural elderly willingness to stay in nursing homes 
表 4. 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交叉分析结果 

变量 项目 选项 愿意 不愿意 

社会人口状况 

性别    

 男 12 (20.34%) 47 (79.66%) 

 女 7 (17.5%) 33 (82.5%) 

年龄    

 60~69 岁 11 (22.45%) 38 (77.55%) 

 70~79 岁 3 (11.11%) 24 (88.89%) 

 80 岁及以上 5 (21.74%) 18 (78.26%)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1 (15.28%) 61 (84.72%) 

 无配偶 8 (29.63%) 19 (70.37%) 

存活子女数    

 无子女 3 (100%) 0 (0%) 

 有一个子/女 5 (71.43%) 2 (28.57%) 

 两个及以上 11 (12.35%) 78 (87.6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 (11.11%) 48 (88.89%) 

 初中 11 (28.21%) 28 (71.79%) 

 高中 0 (0%) 2 (100%) 

 大专及以上 2 (50%)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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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人口状况 

收入来源    

 养老金 17 (17.89%) 78 (82.11%) 

 退休工资 4 (50%) 4 (50%) 

 子女奉孝 6 (16.67%) 30 (83.33%) 

 房屋、土地租赁 1 (50%) 1 (50%) 

 务农 6 (10.17%) 53 (89.83%) 

健康状况 

生活自理情况    

 能自理 16 (20.51%) 62 (79.49%) 

 需要其他人帮忙 3 (15%) 17 (85%) 

 完全不能自理 0 (0%) 1 (100%)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results 
表 5.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B S.E. 显著性 

文化程度  0.090 0.453 0.024 

存活子女数  −2.253 0.760 0.000 

收入来源     

 退休工资 0.721 1.104 0.021 

 务农 −0.916 0.633 0.006 

常量  2.840 1.723 0.000 

3. 问题与讨论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以及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在调查中有 15.57%的老年

人表示将来愿意入住养老院进行养老，占 67.21%的老年人抵触入住养老院，该结果大大超出了“9073”养

老格局对于养老院养老方式占比，但入住意愿与实际入住情况仍有较大出入。同时，分析结果所显示的对

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虽与现实有所出入，但总体结果大致相同。影响农村老年人入住

养老院意愿的原因主要是与个体特征、经济条件等自身因素还有养老院等外在因素有关，总结为以下几点。 

3.1. 个体特征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选择 

根据分析结果可知，文化程度和存活子女数这两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入住意愿有显著影响。在文化

程度方面，具有初中学历的老年人较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对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高这部分的老年人

能更加客观地看待养老院也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养老院的具体情况，所以其对养老院的接受度更高。存

活子女数对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养儿防老”的思想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较大，在这

种思想的影响下，存活子女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于传统养老模式。对于无子女或只有一个儿子或女儿

的老人来说，他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入住养老院进行养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入住养老院可

以解除养老的后顾之忧或减轻孩子的负担：对于无子女的老年人来说，这其实更多的是向传统养老方式

做出的让步，认为由于无子女为其养老，只能选择养老院来保证其养老实现；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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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孩子常年外出务工，老人自身健康状况也较差，而孩子无法将老人带在身边照顾，老人为了使孩

子能安心在外务工，老人愿意入住养老院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对于有 2 个及以上存活子女数的老年人，

他们对子女会负责其养老较为乐观，而且认为入住养老院可能会成为邻居非议子女不孝的体现，这都对

其入住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3.2. 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经济条件差 

养老金在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较为普遍，对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有显著影响的退休工资、务农分

占 8.1%、59.6%，相对而言在收入来源中占较大比例的务农收入并不能满足其支付养老院费用的需要。

由于样本地区的特征，农村居民主要是以务农为生，当其进入老年阶段，仍然从事农业工作。经调查，

大部分老年人是以务农的方式在满足自身日常需要的基础上，贩卖多余的农作物增加收入或是通过种植

经济作物增加收入，如粮食、药材、水果等，因此，收入并不长期稳定。当其年满 60 周岁后，养老金对

农村老年人来说可以算是一笔额外的稳定收入，但发放的养老金大多在 100~300 元之间不等，其数额并

不足以支撑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开销。有退休工资的老年人月收入较易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因此有足够

的经济实力去选择是否入住养老院。所以，如何提高农村老年人乃至未步入老年人群体的这部分居民的

收入是势在必行的。 

3.3. 养老院建设滞后且宣传不足 

首先，经了解样本地区现存的养老院数量并不多，有些乡镇甚至没有养老院或已倒闭，造成养老院与

老人双方的供需不匹配。养老院与老年人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养老院需要老年人的入住来维持其运

营状态，而只有当养老院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才有机会提高其内部基础设施以及护理人员素质，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实惠、舒适的养老条件。其次，调研发现有 11.76%的农村老年人并没有听说过养老院，就算是在

剩下听说过养老院的老年人中，其了解养老院的途径基本表示“没有注意过”。农村老年人主要是通过口

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说明养老院及政府并没有针对性地向农村老年人进行养老院的宣传推广。另外，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老人们对养老院的印象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老人将养老院等同于“监狱”、“火葬

场”，就算是已经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也会做出逃离养老院的行为，这部分老年人对养老院存在不良印象。

就算不是这么极端的态度，有的老人也认为在养老院中并不会得到好的照顾，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舒服。生

活能自理的老人较缺乏一定自理能力的老人而言，对入住养老院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反而是存在生活自

理困难的老人更加倾向于居家养老，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便会被厌弃，特别是存在生活自理

困难的老年人，认为到养老院里养老反而可能会受到护理人员的虐待，这都是养老院长期在农村老年人眼

中普遍印象不佳导致的。而对养老院存在较好印象的老年人也只是知道养老院挺好的，但要说怎么好，他

们并不清楚，也没人和他们说里面到底怎么样，或者是由养老院组织参观或进行针对性的宣传，一直都是

以讹传讹。所以说，就算农村老年人并没有对养老院养老这一养老方式存在较高的期待也情有可原。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院的入住意愿主要受自身养老观念及经济条件的影响，养老院

发展滞后也使有入住养老院需求的部分老年人无法及时得到需求的满足。因此，本文期望能从如下方面

对提高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有所帮助。 

4.1. 转变老年人的传统观念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存活子女数影响老年人的入住意愿，“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仍是主流

思想，因此让农村老年人转变传统养老观念需要潜移默化。但观念的变化主要靠的是外界以及农村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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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的积极配合，因此，政府及基层自治部门可利用其公信力，多渠道积极宣传多元化养老方式。政

府可根据农村老年人信息传播渠道的特点，通过电视、广播以及报纸传单等传统宣传媒介以及微博、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媒介，再与基层自治部门成员配合，借助农村文化礼堂、宣传栏、标语横幅、排

练表演节目等方式宣传多元化养老方式，使其对传统养老方式的极度“崇拜”有所改观，并在老年人群

体中传播积极向上的养老观念，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4.2. 政府发挥作用加大对农民与养老院的补贴与扶持 

第一，政府积极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来源单一且微薄，导致其没有足够的存款去支付相

对高昂的养老院费用，大部分老年人务农也还只是为了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实现了自给自足。

此前政府已有针对规定的农产品种类别制定专门的补助政策，每年也在该方面支出大量资金。因此，政

府可通过村委会宣传补助政策并及时向有意向的农民做好政策解读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积极申请

补助。加大对农民补助资格申请审核的力度，避免其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同时，必须严格落实补助

发放情况，保证农民享受到实打实的扶持，以提高其务农收入。另外，政府还可聘请农业专家，根据本

辖区的土地及气候特点为农民们寻找经济产量较高的农作物，进行规模化种植。第二，政府加大补贴扶

持力度，增加现有养老院数量并促进养老院的良性长远发展。养老院的费用标准过高是阻碍农村老年人

入住养老院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研究显示，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养老院费用标准接受度最多为 500 元

以下，高于 2000 元以上基本老年人都表示无法承受，但如此价格并不现实。因此，不论是公办或民办养

老院，做好定价工作至关重要。但是，养老院也不能为了迎合老人的要求而亏本经营，因此，政府可设

立专门的养老基金，对养老院进行适当的补贴，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也

可在避免农村地区老年人无法支付得起养老院养老费用的情况下，实现养老院的健康发展，促进养老服

务业的长远发展。 

4.3. 养老院加强护理人员队伍建设且努力树立正面形象 

加强养老院自身建设还应重视护理人员队伍建设，主要是要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包括思想素

质及专业素质。第一，提高护理人员的思想素质。针对在调查过程中老人反映的害怕在养老院被虐待这

一顾虑，养老院可采取宣讲会的形式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积极宣扬“爱老、敬老”的优秀品

德，缓和护理人员与老年人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养老院及政府可通过专职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方

式提高养老护理员的专业技能。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可积极组织养老院与县人民医院定期对护理人

员进行技能培训，并出台相应的奖励政策，如鼓励护理人员依靠所学专业知识考取护理员证，对考取护

理证的护理人员按照从业年限和职业资格等级给予岗位津贴和技术等级津贴，并通过定岗定责、完善绩

效考评等方式保持护理人员队伍稳定，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养老院还应利用好宣传渠道树立正面形象。改变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固有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

主观印象直接决定了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虽然对养老院存在好感的老人最终并不一定会选择养老

院养老的方式，但其好感会使入住养老院成为其将来选择养老方式时的备选项，而不是直接否决。且对

于养老院的情况在农村大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群体间人云亦云，这非常

不利于养老院正面形象的树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养老院可通过定时开放参观或通过社交媒体宣传

等正式方式向大众展示养老院的真实情况以增加老年人对其的了解，增加养老院的透明度。用养老院的

实际情况打消老年人的顾虑，努力树立正面形象，最终提高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短期内，老龄人口数将不断增加，以及在我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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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划生育后，人口出生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在养老方式上的选择，传统养老模式也在

时代的发展下显得越发落后。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与之相比，农村在经济还有文化上都明

显滞后于城市。养老院这一社会化养老机构在农村的接受度较低，但入住养老院可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并适应农村当前留守老人多的现状。 
本文主要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有针对性地了解浙江省缙云县农村老年人群体入住养老院的意愿，

并对调研过程中以及数据分析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改善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第一，

转变老年人的传统观念。第二，政府发挥作用，加大对农民与养老院的补贴与支持。第三，养老院加强

护理人员队伍建设，努力树立正面形象。本次调研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

由于与部分农村地区老年人在沟通过程中存在困难，在解释的过程中存在沟通障碍，导致其对调研的内

容难以理解并有效配合。第二，样本数量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

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养老院养老模式的接受度会

发生有利的转变，从刚步入老年阶段的部分老人态度来看，其对养老院的印象有所改善，在将来目标群

体入住养老院的意愿将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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