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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留守和空巢现象日益凸显，形成了大

量的农村空巢老人群体。通过对贵州省黔南州X村的调研，发现该村的空巢老人处于社会支持的弱势地

位，他们长期面临着缺乏生活照料、情感孤独和精神落寞等问题。因此，为了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

赡养问题，本文采用增能理论视角，提出了从个人、家庭、人际、社区和环境等五个方面来加强社会支

持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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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migration of rural pop-
ulations to urban areas, leading to the growing prominence of left-behind and empty-nest pheno-
mena in the countryside, resulting in a substantial population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Through 
research in X Village, Qian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empty-nest el-
derly in this village ar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regarding social support. They face long-term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daily care, emotional loneliness, and psychological solitude. Therefore,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mental support needs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individual, fam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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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22 年末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空巢独居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空巢老人的数量已经超过

了 1 亿人，其中 70%生活在农村，由于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人口外流和家庭分散的情况，农村地区的空

巢老人问题相对于城市地区可能会更加突出，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更加严峻。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尽管农村空巢老人的食、住、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已经

得到保障，但他们在精神上受到的关注和关怀相对不足，包括心理疏导、陪伴、社交、文化娱乐等方面。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信息，在 2019 年 6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尤其

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其心理健康率仅为 30.3%和 26.8%，老年人心理问题高发。而在农村的年轻人会选

择到外地打工，导致家中的老人独自生活而成为空巢老人，由于自理能力较差，缺乏精神关爱，空巢老

人的内心感到空虚，长期的孤独、无助、抑郁等问题可能导致空巢老人身体健康的恶化，也可能对家庭

和社会造成矛盾和压力。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精神赡养问题，其解决势在必行。X 村

位于黔南州都匀市南面，地处城郊结合共有 1095 户 2950 人，是以苗族、布依族、水族、汉族为主的少

数民族村寨。区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狭小(共计 667 亩)，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均耕地较

少，使得大批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现今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约 60.7%，其中空巢老人数量占

比约 53%，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现状，采取了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式，

选择了五位空巢老人和两名村干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方面、多维度的了解，期望为构建农村空巢老

人的精神赡养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农村空巢老人 

农村空巢老人通常被定义为在农村地区生活，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分离，独自居住或与配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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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很少或几乎不回家探望的老年人。他们可能因为家庭成员离开农村到城市或

其他地区工作、学习或生活，或者因为家庭成员去世、离婚等原因而导致空巢状态。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随着城乡分割的加剧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部分

老年人被留在农村地区独居或与配偶一起生活，丧失了家庭支持和关爱。通常，农村空巢老人还存在以

下特征：缺乏社会交往和支持网络、经济状况不佳、健康状况较差、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困难等。

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农村空巢老人面临心理、生理、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2.2. 精神慰藉 

精神慰藉可以促进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推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当前在国内关于老年人

“精神赡养”的概念尚未达成统一的界定。有部分学者认为老年人精神赡养应该涵盖老年人的社会、心

理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他们强调老年人的社交和情感需求，认为老年人需要家庭成员、朋友和社区的关

注和支持，以及开展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如参加社交、文艺、体育等活动。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老年人精

神赡养的重要性在于满足老年人对自尊、尊严和人格的需求。他们认为，老年人需要得到尊重、理解和

支持，需要有权利和自主权，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信心，并且能够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1]。综合学者们的定义，本文将“精神赡养”定义为一种通过情感、陪伴、关注等方式，满足被照顾者

心理需求的行为和过程。精神赡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通过互动交流，关注和支持被照

顾者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促进被照顾者的自我实现和幸福感。精神赡养是一种人文关怀，具有相对的主

观性，需要考虑被照顾者的特点和需求，适时地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关爱。 

2.3. 增能理论 

增能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它强调通过给予个体能力，来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和自我

实现能力，特别是要重视挖掘和激发服务对象的内在潜能。通过积极的互动，个人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

的生活空间，增强自信心，从而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潜能[2]。本文旨在深入探究如何从多个角度发掘农

村空巢老人的内在潜能，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缓解由空巢带来的孤独感，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3. X 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困境 

3.1. 空巢老人缺乏自我精神支持的意识 

一是在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普遍存在着缺乏精神赡养观念和精神养老的积极意识的问题。这些老人

将赡养义务仅仅局限于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而忽视了其精神上的需求。此外，农村空巢老人因为“家

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即便子女未能尽到精神赡养义务，也选择忍气吞声，空巢老人在精神赡养资

源方面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不愿主动争取外部资源[3]。在访谈中发现，一些农村老人往往依

靠子女生活，但子女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老人的精神健康。因此，老人会面临孤独、无聊等问题，但又

不愿意给子女添负担，只能自我承受。这种压力使老人缺乏寻求外部帮助的勇气和意愿。 

3.2. 家庭的代际支持功能不足，导致精神赡养的供养主体缺失 

因为缺乏能够承担精神赡养义务的主体，X 村的老年人无法获得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支持。大部分外

出务工人员只能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回家探望老人，但有些人甚至需要等上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老人们

长期以往的孤独状态让他们无人可依，没有人可以倾诉心事。在一次访谈中，有几位老人明确表示自己

经常感到无聊，心情低落。因为他们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他们说话，这种孤独感导致老人对子女的思

念不断增加，电话成为主要的联系方式，但并不能提供有效的情感交流。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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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子辈中寻找精神慰藉的机会越来越少，代际间的情感支持功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表现为“去情

化”的特征。受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子女对老人的照顾责任逐渐淡化。另一方面，

老年人对子女的期待也逐渐转向物质支持，研究显示，现代化带来的一些社会变革使得代际间的情感联

系逐渐减弱，老年人与子女的交流越来越少，缺乏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这种趋势表明，传统的孝道观

念正在发生异化，家庭关系和谐度逐渐下降，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4]。 

3.3. 社区及社会组织提供的精神赡养资源匮乏 

农村社区在为老服务方面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由于基础服务设施的相对落后，老年人的娱乐

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以 X 村为例，该地区的健身场地、棋牌室、图书阅览室等活动场所数量不足，

且设备老旧，距离老人居住区较远，难以方便地进行活动。此外，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也较少，村干部

表示主要因为经费和场地等问题，导致活动无法顺利开展。其次，X 村缺乏专业的老年服务社会组织，

如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服务机构。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社会组织在为空巢老人提供精神赡养方

面的作用十分有限。 

3.4. 政府在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领域支持力度不够充分 

一是目前政府在老人赡养方面过于强调物质支持，却忽视了老人精神上的需求。政府将大量的精

力和资金用于经济发展，而社区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此外，专项资金的支持也

存在着匮乏的现象。在与当地的老人交流中，他们表示当地政府主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和提供物质

方面的帮助，如节日慰问、补贴发放、健康体检等，而心理健康的支持仅有个别的小型社交活动中心，

对于精神需求的回应较少。二是政府在农村地区对支持精神赡养方面工作投入相对不足，无法提供针

对性和长期性的精神赡养服务，针对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缺乏制度保障，相关政策法规缺失且缺乏有

效的监督机制。 

4. 增能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对策建议 

4.1. 个人增能：提高空巢老人精神养老自我效能 

个人层面的增能，指的是发掘个人内在的积极意识和创造力，以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在精神赡

养方面，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以老年人为中心，即要关注和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5]。然而，老年人常常

会出现自我封闭和消极厌世情绪等问题，老年人的精神幸福面临多重障碍，需要改变观念[6]。为此，他

们可以通过“精神自养”丰富精神生活，培养兴趣爱好，以改善这种情况。通过学习、阅读等方式来不

断充实自己的生活。这样不仅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还可以让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从而

获得更多的精神幸福感。首先，学习和参与艺术和手工艺活动可以让空巢老人放松心情，并提高他们的

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例如，画画、绘画、编织、木工、陶艺等等。其次，在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和社

区志愿服务是老年人较为常见的活动形式。空巢老人可以参与到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如帮助种植、收割

等，也可以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中，如帮助社区进行文化活动、环境保护等。这样可以让老年人感受到

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此外，空巢老人可以通过参与健康保健活动，如广场舞、太极拳、健身操等，来保

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4.2. 家庭增能：加强家庭精神赡养代际支持功能 

家庭层面的增能，通过建立家庭共同照顾机制、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等方式加强家庭对

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和代际支持功能。第一，加强配偶在生活照顾方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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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离开家庭，这些老人往往会感到孤独和无助，需要

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配偶的精神慰藉功能尤为重要。配偶可以时刻关注老人的生活

情况，给老人提供温暖和慰藉，让他们感到被爱和被关心。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两人通过讨论一些琐

碎的事情，可以有效地缓解孤独的情绪。在访谈中发现，老年人最大的幸福源于配偶的陪伴和关爱。对

于丧偶老人来说，独自一人生活可能会让其感到无所适从，可以通过组建新家庭来解决，搭伴养老可以

让多人共同分担生活压力，共同照顾家务和日常事务。第二，承担老人精神赡养主体责任的子代在行孝

时应该注重老人的内在需求，了解他们的喜好、兴趣和心理状态，通过交流和沟通加深互相了解。同时，

子女应学会换位思考，尝试站在老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体验他们的感受和处境。此外，子女还应该注

意对父辈进行有必要的文化反哺，子女可以更好地表达对父辈的关爱和尊重，增强代际之间的良性支持

关系[7]。还可以促进父辈的心智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和人生转型期。在

此过程中，子女应尊重父辈的兴趣和需求，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建立双向沟通的良好关系。 

4.3. 人际增能：扩展空巢老人精神赡养人际网络 

通过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互助网络，促进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合作，增强共

同意识，并为问题解决提供途径[8]。对于空巢老人而言，他们可以从亲友邻居处获得情感支持和精神慰

藉。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许多老人都习惯聚集在院坝或公路旁，一边晒太阳，一边交流聊天。

他们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交流自己的感受，谈论当地生活琐事，这让他们感到生活有趣，也缓解了

他们的孤独感和无聊感。作为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交流群体，亲友邻居可以为空巢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和

情感支持，成为他们获得帮助和解决困境的重要途径，老人们可以在公路旁或田间地头聚在一起，交流

生活琐事和当地新鲜事，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此外，在照顾空巢老人时，除了社区组织和志愿者的帮

助外，亲友邻居也可以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他们可以陪伴老人就医、处理日常事务、照料家务等，因此，

应该加强邻里之间的联系，鼓励空巢老人互相扶持，共同度过孤独难关，这样的团结合作可以有效地缓

解老人的孤独感。 

4.4. 社区增能：强化社区及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水平 

第一，着力提升社区的互助功能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手段。建设老年活动中

心，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活动场所，以缓解空巢老人精神的“疏离感”和“无

力感”。此外，建立兴趣小组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兴趣和需求组建小组，例如书法、

绘画、音乐、舞蹈等，以增加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和娱乐方式。同时，加强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社

区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档案，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心

理辅导服务。第二，为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多样性情感需求，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可以扮演重

要的角色。通过组建志愿者协会，动员更多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空巢老人的赡养工作中来，为老人提

供精神上的关爱和支持。如可以定期组织当地学生和当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下乡入户”和“结对子”

志愿服务活动，建立起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联系，为空巢老人提供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健康检查等

方面的服务，也可以与老人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增强他们的社交和精神寄托。同时，可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老年机构和社会工

作站点，为空巢老人提供养老、康复、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同时也可以作为志愿服务的基地，吸引更多

的志愿者加入到服务队伍中来。 

4.5. 环境增能：创设支持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社会环境 

环境层面的增能，旨在优化老年人与周遭环境的互动，建立促进老年人自主生活的规章制度，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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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年人获取外部环境资源的能力。第一，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如推广“孝道”文化，构建“爱老”

“尊老”“敬老”的社区环境，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了解决大众对于精神赡养意识的匮乏问题，

政府有必要积极推动正确赡养观念的普及，对“孝老”“敬老”优秀模范家庭进行表彰，发挥乡土社会

的舆论监督作用等。以 X 村为例，可以借助当地传统节日和文化活动开展宣传和表彰活动。第二，当地

政府应积极创建有助于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相关政策环境。一方面，为避免老人的“空巢”问题，当地

政府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从而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乡村地区

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政策，结合当地实际社会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有关

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政策制定工作。除此之外，政府还需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以确保制定的政策真正地惠

及到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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