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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老龄化程度加深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养老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民族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的养

老问题。文章以民族地区为例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特征及其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供给

总量不足、供需不平衡、供给主体及内容单一等问题。并据此提出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

家庭参与的“四位一体”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等对策建议，完善民族地区农村留守

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满足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多样性的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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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degre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ension problem in our coun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specially the old-age sup-
port problem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ethnic rural areas. This paper takes ethnic area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and thei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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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ingle supply subject and content. Based on thi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four-in-one” supply mod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jointly governed by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government, society, market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in ethnic areas and meet the diver-
sified needs of elderly care in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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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人口大国。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加上中青年劳动力大规

模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日趋严峻。黄锐、必勒格 2017 [1]“六普”数据显示，我国

留守老人总量达到了 3100 万人，其中农村留守老人 2100 万，占总量的 69.7%，与 2000 年的 37.9%相比

增长了 31.8%，未来我国留守老人的人数和占比还将持续快速增长。民族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同样

非常严重。段玉珊等 2013 [2]内蒙古老年留守家庭比例高达 55.45%，位居全国前列。因而，关注民族地

区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资源更为匮乏的农村留守老人，探究民族地区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相关文献回顾 

2.1. 相关文献回顾 

2.1.1. 农村留守老人 
1) 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吴海盛、邓明 2010 [3]将经济供养层面分为正规化的养老模式和非正

规化的养老模式两种类型。正规化的养老模式是指通过参加商业养老保险或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来养老；非正规化的养老模式是指通过子女赡养、依靠自己家田地或者通过提前储蓄等

方式来养老。钟曼丽 2017 [4]指出虽然正规化养老模式中的农村新农保覆盖面很广，但是保障水平非常低，

每个月只有 55 元的养老金。因此，目前社会保险、国家救助在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

低，保障水平也较低。 
在非正规化的养老模式中，部分学者研究结论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起到了

积极促进作用。其中杜鹏 2004 [5]等研究发现，子女的经济供养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外出

的子女往往是通过对父母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弥补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缺位。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结论

不容乐观。王全胜 2007 [6]认为由于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不属于“五保”老人供养对象，也没有退休金、

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因此，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劳动和子女补贴。而这种补贴方式缺乏

稳定性、补贴标准往往偏低。 
2) 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仝广顺、李磊、康世宇 2021 [7]认为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务工逐渐打破

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趋向单身化、夫妻化。焦克源、张彦雄 2011 [8]指出子女远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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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城市务工，与老人的时空距离拉大，无法达到对老人生活关怀、照料的愿望。 
3) 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马洁 2005 [9]研究发现子女对老人生活照料方面的缺位往往造成留守

在家的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贺雪峰 2020 [10]指出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除了缺少精神

慰藉和日常生活照料，还要承担农业劳动、养育孙儿等任务，身体负担加重。杜鹏等 2004 [5]的研究发现，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的孤独感增强，而电话成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务工子女交流最主要的方式。 
4) 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杨竹晴 2020 [11]认为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农村医院的医疗技术人

才数量较少。王珊 2019 [12]认为另一方面，从主观角度看，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承受能力较弱，且

多数留守老人生病时自理能力较差而又无人看护。 

2.1.2.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1) 家庭供给能力减弱。一方面物质供给不足；王全胜 2007 [6]研究发现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

自己的劳动和子女补贴。而这种补贴方式缺乏稳定性、补贴标准往往偏低。另一方面农村留守老人生活

照料的缺乏；刘宇、唐亚阳 2018 [13]认为老人同子女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情形日趋减少；陈显友 2021 [14]
研究发现家庭户规模越来越小，2020 年底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且空巢老人比例达到一

半以上，农村留守空巢老人持续增长。 
2)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完善。一方面多元协同供给主体缺失。李兆友、郑吉友 2016 [15]

研究发现缺乏市场竞争主体；杜智民，康芳 2020 [16]认为传统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弱化，而居家照

料是大多数(88.92%)农村老年人的愿望。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契合。杜智民，康芳 2020 
[16]研究发现上门看病、健康教育、聊天解闷是农村老年人最需要的三种服务；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多以生活照料为主，所涉内容单一，服务满足率低，有效性差。 
3) 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不完善。一方面农村公办养老机构供需矛盾突出。在服务内容上：陈欣欣、陈

燕凤等 2021 [17]研究发现敬老院只是提供简单的照料服务；在服务对象上：政府兜底服务范围只包括农

村五保老人；导致乔晓春 2019 [18]出现部分农村敬老院“简易型”普通养老床位大量空置，部分有需求

的失能半失能的农村老人因为不属于政府兜底服务的范围而无钱或无资格入住。另一方面农村民办养老

机构经营风险较高。吉鹏、李放 2015 [19]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政策、资金有限；黄俊

辉 2019 [20]研究发现护理人员只能提供简单的日常照料服务，难以提供心理疏导、情感慰藉等个性化服

务。 
4) 政府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完善。一方面政府责任不清。陈显友 2021 [14]认为由于在农村养老服务

的供给中，政府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责任不明确，基层政府、家庭、社会公益组织等各主体之间的责

任也不清晰。另一方面刘宇、唐亚阳 2018 [13]认为政府财政与政策供给不足。在财政供给方面，一方面

供给总量不足，用于养老事业发展的比例很少；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不平衡，重城镇轻农村现状仍然存在，

城镇老人养老保障水平远高于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水平。在政策供给方面，一方面政策供给系统性不足，

已有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另一方面，政策操作性不足，由于政策制定预见性、

专业性、系统性不足，给政策实施造成了一定障碍。 

2.1.3. 民族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 
高矗群 2020 [21]研究发现，民族农村养老与养老需求脱节；傣族、侗族、藏族 3 个少数民族农村的

现实养老方式依然沿袭着传承千年的家庭式养老，然而养老意愿则是居家养老，但目前政府对养老投入

的重点是以机构养老为主，并且村级(社区)已经成为养老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盲区[22]。与此同时，

姚虹、向运华 2017 [23]的研究发现，民族农村地区的大部分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态度是否定的，老人更

偏向于如上门服务、陪同等服务。李新辉 2015 [24]等对新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农村老年人调研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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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传统地认为养老要依靠家庭和自己，仅有四分之一的老人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养老服务。 

2.2.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分别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文化、医疗卫生这四大维度研究农村留守老

人的问题。综合关于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方面的研究，留守老人除了物质需求方面以外，精神、看病就医

等方面也比较缺乏，在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削弱的条件下，家庭已无法完全满足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必

须由政府、市场共同参与才能有所解决。 
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一方面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在服务层次上：偏向发展养

老机构，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却得不到满足；在服务内容上：服务内容过于简单、个性化。另一方面

农村养老服务行业市场供给不足以及农村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 
国内学者通过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本文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

老服务供给提供了基础、经验；但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相关主题的研究多为面向

普通农村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较少，由此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深入

的研究角度。 

3.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 

3.1.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总体特征 

1) 家庭总量占比大，增速快。“六普”数据显示，民族八省区 65 岁及以上农村留守老人家庭总量

已达到 198.3 万户，占全部老年家庭户的 26.9%。相比于“五普”数据，65 岁及以上农村空巢老人家庭

总量增加了 82.7 万户，比重增加了 8.6%。 
2) 地区差异较大。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城镇化水平，人口流动的规模不同，留守老人的数

量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家庭的绝对量差异明显，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

特点。 

3.2.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现状及问题 

1) 经济来源单一，物质供养保障水平低。民族地区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源于子女，由于子

女收入有限，低保、退休金等辅助性收入较少，经济供养保障程度总体较低。例如就黄锐、必勒格 2017 
[1]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低保金数量而言，2010 年内蒙古农村人均低保金 111 元，广西 97 元，

新疆 78 元，宁夏 71 元，西藏 64 元，与北京(273 元)等东部城市差距较大，辅助性收入较少。 
2) 日常生活照料不足。黄锐、必勒格 2015 [1]在农村留守老人的调研中发现，内蒙古托克托县缸房

窑(一组)，贵州纳雍县龙场镇龙场社区留守老人及广西青秀区石塘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主要源自于自身

和老伴，另外留守老人在自身照料不暇的同时，还需照顾一个或多个孙侄，照料包袱更重。 
3) 精神慰藉匮乏。陈正英 2012 [25]在对贵州等四省边区少数民族空巢老人精神状况的调研中发

现，民族地区存在着普遍忽视心理健康的观念，焦虑、抑郁、负性情绪得不到重视，其中轻度抑郁率

为 35.65%，中度、重度抑郁率为 12.22%。民族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缺失成为急需解

决的重大难题。 
4) 医疗资源匮乏。民族地区多为边疆地区，医疗条件更为落后，患病就医更易陷入困境。黄锐、必

勒格 2015 [1]使用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卫生数据计算得出，民族八省区每万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

12.86 张，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38 张。此外，民族地区每万人拥有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分

别为 14.25 人、12.5 人，远低于东部地区的 23.7 人、17 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人、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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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现状及问题 

1)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陈英姿，满海霞 2013 [26]调研指出民族八省区公共养老服

务供给综合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最高的新疆为 0.9884，相对于北京(2.8289)等经济发达地区差距

较大。 
2)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供需错位”。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的投入绝大部分在县、乡(镇)级，村组(社

区)投入少之又少，使巨大的居家养老需求得不到相对应和相适应的供给回应。另一方面表现在“重机构、

轻居家”，养老机构建设迅速但利用率低，公共资源闲置现象严重。向运华、姚虹 2016 [23]调研还显示，

选择未来 5 至 10 年内居家养老的民族老人比例均超过 98%。可见，3 个民族地区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方面存在巨大需求。但调研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明显不足。而养老机构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

遭到冷遇，面临着“十室九空”和“一老难求”的尴尬局面。 
3)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主体、内容单一。结合城市养老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来看，养老公共服务

提供的主体有政府、家庭、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以政府为主，政

府提供的养老公共服务更多地呈现“一刀切”的特征，较少顾及具体的养老需求。而可以灵活满足具体

养老需求的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难觅踪影。 

4.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构建 

4.1. 建设少数民族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明确养老机构作用，借鉴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网络建设的经验，整体推进建设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养老

服务网络。由县指导乡镇，由乡镇指导村组。养老机构除了逐级指导、督导、考核外，还可以定期组织

到基层巡回服务，形成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网络的转介作用。 

4.2. 赋予养老机构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指导和支持等职能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把现有养老机构的资源和管理者充分利用起来，赋予他们一些新的

职能和工作内容，让他们进村入户，为居家、社区老人给予指导和帮助。考虑到现有养老机构场地、人

员、设施配套齐全，管理规范，政府负责统筹资源，合理利用，购买社会服务，由养老机构牵头，承担

健康知识培训，定期为老人体检，帮助基层养老服务人员提高医疗护理技能，下到基层组织开展活动，

让老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4.3. 完善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 

民族地区的村寨可以结合自身特点探索适宜的居家养老形式，可以在农区、牧区、山区居住相对集

中的区域，通过组织农村劳动力进行相关护理培训，形成养老服务队伍，为独居、失能等留守老人提供

家务劳动、照料护理、送饭上门等服务，对基本可自理留守老人，提供老年食堂、医疗卫生等服务，逐

步解决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 

4.4. 建立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式社区养老模式 

民族地区的互助养老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具体来说，韩振秋 2013 [27]认为可以整合偏远、零散的空

巢老人到村中“互助幸福院”或以多个村寨为单位选择条件适宜的中心村，建立集中的养老服务中心，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逐步实现空巢老人“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的互助集约化养老。在民族地区目

前对这一模式已经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冯呼和 2013 [28]研究发现这一模式在探

索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化德县，该县 2009~2012 采取“集中居住，分户生活，互帮互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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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牧区选择条件适宜的中心村，建立了 27 所互助养老幸福院，解决了 5000 多名贫困和空巢老人的

养老问题，目前内蒙古正在积极推广这一模式，预计 2017 年底，内蒙古将建成 2000 个互助幸福院，惠

及 60%以上的农村牧区贫困和空巢老人。 

4.5. 鼓励养老机构为居家和社区养老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因为民族地区的老人更偏爱自身居家养老，但同时居家养老的支持性服务相当有限，由此实际上需

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29]。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统筹落实医养结合的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养老机构深

入社区和基层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养老机构也要加强与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丰富养老机构的

服务功能，为居家社区老年人提供治疗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及临终关怀等一体化的护理服务[30]。 

4.6. 发挥家庭基础养老作用 

一是支持农民工就近就业，改进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二是农村留守老人需转变养老观念，从

主观上减少对子女的期待，从思想上变“依靠子女”养老为“依靠自己”养老，从“依靠家庭”养老转

变为“依靠社会”养老。三是子女应注重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外出务工子女要多联系，多关爱自己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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