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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双龄化”现象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解决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问题是一个持续性课题。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社会福利供给的主体主要是

国家、市场和家庭，但真正需要解决社会养老福利保障的实际问题必须从根本出发，以及社会力量的融

入，健全了福利治理体系。以福利经济理论、福利三角理论和多元福利主义理论为视角，构建新型农村

养老福利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一) 构建多元体系，促进体系构建(多位一体)；(二) 健全福利设施，

提高服务质量；(三) 加强政策时效，强化制度整合；(四) 提高福利意识，倡导“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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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Two-age” in the new era i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devel-
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continuing issue to solve the social pension welfare of the elderly.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 main body of the social welfare supply is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family, but the real need to solve the social security of old-age pension must start from the root,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forces; the welfare admin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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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welfare economic theory, the welfare triangle theory and the mul-
ti-dimensional welfaris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type of rural old-age welfare security 
system,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1)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multi-in-one); (2) improving welfare facilities and improving ser-
vice quality; (3) strengthening policy timelines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4) enhancing welfare 
awareness and advocating “All-member” participation. 

 
Keywords 
Social Welfare, Aging, Pension Model, Welfare Suppl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国目前面临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社会福利也就成为一

个持续且较为严峻的话题。特别是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村，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持续提升，更是社会

养老保障体系的逆势点，也是社会养老福利讨论的“常客”。农村养老福利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作为

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研究出发点，意味着福利制度关乎现代社会发展以及体现人类生活的幸福感

和满足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养老福利保障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性、适用性和更高要求的生活中。福利

供给从古至今伴随着人类社会，主要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针对不具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群提

供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制度更是时代的产物，国家对福利的关注度高，就足以说明社会的差距愈发明显，

畸形社会的概率就会不断提高。相反亦然，对福利的投入降低会建构出一个新型社会结构，创造一个具

有保障的社会体系。把供给标准从保证最低生活，到保证全面生活，再到保障的健康生活；供给对象从

特殊人群到普通人群，再到不同的人群，使得社会福利更加均衡化和更加合理化。多方面看来，更好地

解决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迫在眉睫，必须对当前的养老福利供给体系加以强化。 

2. 福利理论视角下分析农村老年人福利问题 

福利社会理论是时代的成果，新时代新征程的现代化中国依旧保持着对福利建构的持续关注，这就

对如何建设新时期新型社会福利国家变得至关重要。而理论政策的多元化、现代化是在改善人民现代生

活、现代政府管理和社区福利制度建设中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社会产生了大规模关于理论政策争议

的导火索，争议和普通的社区问题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差异。社会福利理论及其理论建设是中国政策研

究和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1]。本文主要以我国农村老年人为主体，结合福利理论对新时代农村老年人养

老福利供给问题进行分析。 

2.1. 福利经济理论的必要性 

福利经济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在理论上的一个创新点，其为研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社会生活保障新

视角，促使重新思考所追逐的物质满足与精神这一目标的侧重价值体现[2]。福利经济理论是由国家(或政

府)指导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辅助，借助各种公共设施、各种物质补助、各种志愿服务和举办各种群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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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活动来加强社会群体福利，以提高整体社会生活水平，降低生活质量的社会风险和促进社会保障体系

的完善。而经济问题在农村养老供给上存在较大影响。 
福利经济理论证明了福利体制和福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有关部门应采取的保障措施。这为国

家建立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制度提供了理论保障，也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社会福利经济理论上来看，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会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农村人口构成的改

变将产生出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政府部门对农民的老年社会福利投入并不足；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也存

在着局限和漏洞[3]。“双龄化”现象的出现会让社会的福利压力更大，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和福利资

源没有供给到需要的人群，进而会产生福利不公平的新现象问题。而新旧福利经济理论的转换更是把福

利推向了更高层次。在西方就有众多经济学家对增强社会福利发表观点，如卡尔多的补偿原则，勒纳的

“最适度”原理，希克斯的“假定补偿”，以及西托夫斯基的“双重标准”都把旧福利经济理论推向了

新潮。中国先有只注重精神而轻物质到后来的高度重视物质而轻精神的变化，这样既不利于福利经济理

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因此，中国在完善福利制度的时候可以参考、借鉴西

方福利制度的可行之处，取长补短。在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公平与实效的整体把握[4] [5]。在提

升农村养老保障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普惠与适用。 

2.2. 福利三角理论 

2.2.1. 家庭 
家庭是最基本的福利供给者，也是社会团体最小而占比最大的“福利组织”，在传统乃至当代时期，

家庭都是老年人养老福利最直接的福利来源，而市场和国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并没有实质性的福利供

给状况[6]。 
家庭对老年人在生存和精神上都给予了决定性的福利保障。现当下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造成了“空

巢老人”、“空心村”现象不断涌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抵抗力降低、易患病，加

之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兴起的奇形怪病患病率极高，就会愈发依托人们的照顾。与此同时，周围

邻居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福利的提供者，相对于子女外出，老年人需承担家庭责任和劳作来消除孤独感。

而周围邻居平日里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可以给“空巢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消除一个人独处的孤

独空虚感，这也是当前社区养老服务占据重要部分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来说，“双龄化”不断扩张，农村无疑是存在风险和安全隐患较高的主要场所。因为农

村存在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局限，遇特殊情况时会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而造成困扰，甚至是出行

不便而造成意外因素也常用发生。所以，完善农村基础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建设基层医疗机构，提

供惠民的医疗资源是降低老年人生活风险和安全隐患的基本保证。通过基层医疗机构为老年人养老提供

便利，结合村委会卫生服务机构特点，从根本上体现家庭组织对老年人的养老福利具有支持和帮助两类

义务作用[7]。在现代化理论进程的进程中，未来家庭养老福利供给的社会纽带将被削弱，家庭对老年人

的支持将逐渐减少。此外，农村高龄低教育的老人家庭与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比例较低，特别是

在农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马忠东，周国伟用 U 型发展趋势来反映家庭供养的趋势，在双龄化人口增加

的情况下，政府养老机构要积极扩大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障，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减轻家庭负担[8]。 

2.2.2. 国家 
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更是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提供多元化的制度保障，且承担保障体系的主要

责任。特别是在今后大势所趋的家庭养老福利削弱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更是要与全国各地建立合理有效

的保障机制，要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合理有效的保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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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的社会现状做出合理化的政策决策，提供高效率、高时效的养老福利落实举措，对“空心

村”、“空巢老人”现象有实质性的成效。“双龄化”问题的出现，政府应积极扩大养老福利保障的覆

盖面，加强对弱势群体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降低社会风险，减轻家庭负担。我国面对老龄化的冲击，

必须建构一个惠民合理的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制度，重新塑造一个养老福利与养老保障并存的模式，以

进一步完善国家(或政府)、社会、家庭和老年人的基本制度。养老福利权及其保障体系是养老福利管理的

核心，是养老福利体系的基本保障起点。 
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发展的两个宏观背景下，适应中国人口整体老龄化水平发展的大趋势和老

年人家庭结构发展的大趋势，研究以民生为导向的中国老年人福利和人权体系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养老福利制度在国家层面尚处于不完善阶段，福利制度和实践仍然只是社会保

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老年养老福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错位福利制度。只有不断

探索以养老福利为核心的福利法治，才能实现新时代养老福利法治先例；完善福利体系，深化国家主题，

建设“大厦型”老年养老福利法律制度和福利规范制度[9]。最基本的五保制度存在让老年人获得了更多

的补助和保证了最低的生活标准保障。在物质与经济满足的情况下，采取多样的养老福利供给，让农村

老年人在保障生活的同时可以拥有丰富的精神寄托。 

2.2.3. 市场 
市场是福利政策的载体，也是福利政策的表现形式，帮助老年人在社会上生存立足的根本。无论家

庭还是国家(或政府)，市场参与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农村老年人在面对子女外出时，劳动力的流失让老

年人成为家庭劳动力主体，且利用现有资源来维持基本生活保障，例如土地资源的利用，手工艺的制作，

技术的传授等传统方式。 
当然，在政府和家庭的帮助下，市场对老年人的包容性也很强，除了基本的养老福利制度保障外，

还有家庭对老年人的基本养老福利供给。土地劳作作为家庭劳动力转换成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满足最

低标准的养老保障衣穿住行和提供生活必需品是立足于福利保障的前提。对于不具有劳作能力的老年人

享有土地生产经营权，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权益；但是土地的劳作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面

临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有资源福利的一个局限，并不能完全代替社会福利的作用。市

场化已经成为福利行政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法治发达国家非常明显，一些

国家甚至形成了市场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的运行系统和运行制度[10]。与之相比，作为我国福利供给主体的

政府在公共服务的市场倾向上却出现分歧。在政府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力量受到其他较多较

大的内外因素限制，特别是基本服务由政府主导、建设服务由政府控制等，并没有完全倡导市场对福利

供给、福利政策体系。 
与之相比，灵活就业和手工艺的存在使得老年人养老福利多样化、结构化，也为社会养老福利制度

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和普遍性的依据。例如物业行业的就业就是对老年人的选择，找一个离家近、生活

有保障的就业也是社会养老的福利表现，还有街头一些小吃、糖果、小玩偶、烤地瓜等都是可作为养老

生活保障的基本生产条件。 

2.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多元主义为国家福利改革提供了新的导向，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势必会影响社会福利自治的方式，

但是福利结构治理也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存在给国家(政府)提供了范式转变的前提，

也为我国非营利性机构组织提供了可参考性模式，但是，在理解福利多元主义时要注意几个主要问题，

以免踏入理论的盲区，非营利组织参与我国养老福利治理需要考量我国的实际社会背景、组织特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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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情境而采取适用且新颖的养老举措[11]。福利多元主义为农村老人的养老提供了更全面的福利路径，农

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问题其实就是关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把养老风险降到最低就是老年人福利的

最大化。 
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模式都存在利弊[12]。居家养老

的付出多、效率高；机构养老成本高、有局限；而社区养老付出少、机械化。三种模式的融合在实践创

新方面具有针对性，不仅结合当代背景实际情况，而且综合三种模式的实用性、专业性和价值性；使得

这样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可以成为主流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模式更是完美契合了福利三角理论和福利多元

主义理论的应用。取长补短，通过市场和国家(或政府)的基本政策融合，有效提升老年人养老福利，且促

进农村养老福利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国际上看，各国的福利制度都是由简单有局限向全面且融合的方向发展，总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勇于探索、不断纠正和精益求精形成的。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下来借鉴“美国自然社区”养老照顾服

务、南京兆园社区“时间养老”的互助养老模式和上海亲和源社区的养老照顾等实践经验，分析了供给

主体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作用[13]。现代“双龄化”趋势势不可挡，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问题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首要条件。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结

构、住房保障建设、日常生活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是当前有效缓解养老福利

保障有效途径之一，也是研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问题的重要取向。 

3.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现状 

农村老年人的福利问题可以看作是养老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成正比例趋势反映。老年人的福利愈

好说明养老问题也得到了绝对性解决，反之亦然，福利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双龄化”弱势群体的基本

生活保障。在农村养老中最典型的就是：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自我养老三大类型[14]。解决“三农”问

题的关键在于老人养老问题，而且还影响了后代的福利水平、农村的和谐稳定、社会的福利建设等。本

文从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改革政策等做出了梳理归纳，指出未来在对农村

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的系统思考、积极探索与制度改革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15]。统筹规划和顶层设

计，将更多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优化政策，建立多元、混合的农村养老保障供给体系[16]。 

3.1. 自我养老 

自我养老又称为“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最早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我国学者认为，居家

养老是老年人居家养老但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提供的养老院式服务的一种社会养老模式[17] [18]。它跟

家庭养老所拥有的福利制度有细微的区别，自我养老是老年人自给自足和社会供给的状态下完成基本生

活保障的养老方式，跟自己的子女并无关系，这样的养老福利问题几乎是靠老年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和社

会组织的补助完成的。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性体系，需要全面且充裕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完善养老

福利供给制度，促使养老福利形式多元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一个向阳前景。 
为了探究养老福利在养老制度方面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养老金改革对社会养老福利的影响，从国家

与群体之间、行业与机构之间以及已婚与未婚之间等各方面来说明养老金福利改革对提高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有着质的改变[19]。其实是相同的道理，养老金福利的改革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改变更为明显，因为

农村的老年人相对于城市的老年人有着多方面的区别，例如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社会视野局限，生活需

求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存在会直接反映福利改革的成效。当然，对于城市老年人的自我养老也有明显效果，

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公共设施的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多样化，娱乐活动专业化，生活保障自主化；

而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改革主要表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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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织养老 

组织养老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如社区服务养老、机构养老、福利院、养老院等。一般性的组织养老

都包含国家(或政府)结合社会力量参与的养老模式，国家制定了社会养老福利产业发展规划，倡导社会人

士，依靠社会力量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来回应养老福利问题，实现了从“政府兜底保障老年人”到“社会

参与、老年人福利多样化”的基本转变[20]。国家对社会福利的供给持续优化，是新时代社会养老福利改

革的重要保障。 
随着我国人口“双龄化”的持续增长，养老福利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与城镇相比，农村经济

较为落后，基础养老保障服务设施不完善，劳动力的外流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等组织性养老效益显现，但目前仍受到专业性不足、观念意识淡薄和社会力量薄弱等多方面因素的

制约。农村互助养老也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养老福利政策存在结构功能的缺陷、政府主体的缺位和市场监督不充分等难题，无法完全对

当前农村多元化服务需求提供实质性保障。社会组织作为农村养老福利中一种新兴力量，在服务体系供

给中有着独特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中仍存在着养老政策衔接不到位、

自身建设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需要通过获得政府政策支持、进行资源整合、加强组织能力建设

和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路径。因为随着新时代社会养老模式

的发展，家庭养老福利与自我供给会日益削减已经成为必然，而社区服务类的组织机构养老才是发展的

主流。 

3.3. 家庭养老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福利可以增强家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社会风险，维护社

会秩序。在社会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应加强家庭养老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完善家庭养老福利保障体系。

农村家庭结构的形成较大程度上对老年人的福利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如养老、生活保障、医疗、出行等

方面的经济供给。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家庭福利的保障体系在现实中受到实际问题的阻碍，所以

其体系功能出现了持续性弱化。 
基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历史变革与现实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

孝道文化的弱化，还有就是农村特有的价值观念也降低了法治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它更多地与导致人

口流动和基于经济实力的代际倾斜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老年人家庭福利

保障体系的弱化，不仅是文化差距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经济基础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社会问题的结果。 

4.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家庭、集体、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共同向老年人提供福利的养

老安排。居家养老是现当下较为突出的养老方式，也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最多的。

本文运用福利经济理论、福利三角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福利问题

进行研究分析，以及新时代农村福利政策、福利模式的大致走向。侧重从农村养老福利问题来分析农村

养老福利结构体系，多元化的社会问题让老年人的福利政策更加多样化、全面化。其问题矛头主要指向

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家庭养老的困境 
家庭养老福利对老年人来说无疑是最直接、最可接受的一种养老保障体系。但是当前社会发展突飞

猛进，“双龄化”的形势愈演愈烈，现代化征程中的老年人子女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如：社会就业压

力、住房压力、供给压力和社会淘汰压力等问题都对青年人造成了打击。在这样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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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老年人的保障系数几乎为零，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人群，没有其他生活保障的供给，就更难维持

生活的。所以面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家庭养老逐渐趋于下滑状态，难以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福利保障。 
(二) 现有资源利用不充分，需求增加 
现有资源作为居家养老的主体经济来源之一，农村的土地资源是子女外出后老年人的重要经济保障

和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在当下“双龄化”严重的时代，老年人对于现有的资源根本无法利用，这直接

导致老年人生活保障系数直线下滑，虽然有其他福利供给——养老金，但是养老金政策并不能完全保障

其基本生活标准。除此之外，还有手工艺和灵活就业等方式，不过，这些仅针对于那些精神压力小、行

动能力强的为数不多的老年人。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家庭也需负担更大的责任。 
(三) 国家福利政策的限制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在出发点上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福利系统的整合，从更高层次解决新型社

会福利问题。但是由于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并未完全消减，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还是生活基本保障来

谈，城乡差距不可能不存在；就像化学里面的误差，只能通过高精度的操作来减小误差，并不能消除误

差。所以社会福利的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修正社会福

利政策，强化保障制度，才能使老人养老福利问题得到适当缓解。 
(四) 社会整合度不高、参与不足 
社会系统的整合度决定了社会福利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社会的运行状态决定了社会的整合度、协

调性。政府部门要积极参与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社会问题的解决策略，不仅要参与社会福利机构的

发展，更是要带动市场涌入社会养老福利保障体系。通过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力量整合，从根本上解

决社会老年人的福利养老问题，也是向社会发起新挑战。虽然福利供给主体有国家、市场、志愿组织等

多元体系，但是群众对福利政策、福利制度都表现出非专业性和盲目性，种种阻碍造成了社会整体性发

展困难，社会人士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 

5. 养老福利供给建议 

通过上述问题分析，要想真正解决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保障的实际问题，必须从根本出发，推

动养老福利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合理的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保障体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建议： 
(一) 构建多元体系，促进体系构建 
多元化养老福利体系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利于老年人生活保障的福利体系。新时代社

会发展迅速，多样化的体系不断涌现，在众多社会保障体系中提供完整的养老福利保障，促进社会多元

化的构建，从根源上解决福利制度新型。多元化福利保障体系绝不是仅仅只有国家、市场和家庭，还有

许多社会组织、社会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志愿组织等。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监管、社会协同的基本原则，明确政府主体责任，灵活运用市场机制，集聚社

会组织，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服务发展。 
(二) 健全福利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在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研究中，发现由于缺乏健全的福利设施，并不能及时给予恰当的回应，

导致群众的养老体验感全无，生活满意度差等，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担惊受怕；更要甚者是在基础设施

服务过程中受到供给主体排斥、不平等对待，直接造成福利机构的变质。所以这些传统的养老福利模式

只会被社会淘汰，各种政策机制的惯性作用并不能给老年人提供充分的养老福利保障。追求农村老年人

的利益最大化、福利水平的普遍性和提高服务质量才是完善社会福利供给的正确途径。 
(三) 加强政策时效，强化制度整合 
作为福利体系保障的主体，政府的资金支持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的福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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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断涌现的前提下，完善福利制度，提高保障体系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加强制度整合是提升养老福利

的关键举措。同时，更要注重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加快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步伐，

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有法可依；加大督导力度，为法律法规

制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 提高福利意识，倡导“全员”参与 
福利的概念是清晰的，福利的落实是单一的。不是每个人对福利意识都具有主动性，现代社会不乏

行动上的“矮子”，所以养老福利保障是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了解并参与的。既要清楚地认识养老福利意

识，更要在便利之余投身于社会福利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的实际行动。不光体现在参与中，还要倡导和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得到社会养老福利组织机构，促进养老服务的不断发展和模式不断创新。 

6. 结论 

以福利经济理论、福利三角理论和多元福利主义理论为视角，对农村养老福利现状和发展规划进行

理论分析，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问题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选择和创新性的对策思路。目前农村的养老福

利体系并不仅仅是由国家、市场和家庭提供主体那么简单，同时也包含诸多社会力量，因为单一的物质

层面福利供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面对现阶段“双龄化”剧增的趋势背景以及家庭养老福利体系的削弱，

健全福利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强化制度整合，倡导“全员”参与是解决目前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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