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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区。伴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致使农村“空心化”，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势必带来了新时代的养老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

人面临着收入被动化、自我养老能力低、深埋健康隐患、心灵缺乏精神慰藉等问题。因此，本文从研究

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出发，分析其形成原因，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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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 force flows 
into urban areas. With the further intensification of ag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result-
ing in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countryside, more and more empty nesters, is bound to bring a new 
era of pension problems. At present, our rural empty-nesters face passive income, low self-supporting 
ability, health risks, lack of spiritual comfort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study of rural empty-nesters pension problems, analyzes its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posit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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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是人类文明进步、经济发展的体现。我国自 20 世纪末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在全国人口数量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呈不断上涨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2 年底，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1268 万人，比重上升 0.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

上人口增加 922 万人，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加

之受到经济环境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条件，青年群体愿意追求更好的教育环境、中年群体寻求更高质高

薪的工作环境，因此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空巢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养老问题是

当今社会需要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 

2. 农村空巢老人所面临的养老问题 

(一) 收入被动化，自我养老能力低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收入十分有限，大部分空巢老人除去部分人享受低保之外，绝大部分的老人是

靠着每个月为数不多的养老金过日子。因此，他们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务农还有子女的赡养费用。

随着青壮年的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老人为了生活，减少子女负担，大多数选择田间劳作，想通过种地

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但是因为种地耕作受自身健康情况、物价、自然灾害等多方面条件限制，因此

以干农活来维持生计付出成本高，收入低。于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来自于子女的赡养费用，就会使得

空巢老人的收入来源十分的被动、不具确定性。虽然我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孝道，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

尽的义务，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赡养费标准。因此完全凭考子女孝心的自发性，具有不确定性和稳定性。

许多子女的生活条件富余，但是老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因此，在收入被动的情况下，

加之留守儿童的后续抚养问题，负担过重，老人很难安度晚年也很难实现自我养老。 
(二) 身体状况低下，深埋健康隐患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就会衰退，高血压、糖尿病、老年性痴呆等疾病就会慢慢显

现出来。而看病买药至今来看仍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虽然新农合的实施，农村就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

在空巢老人中仍普遍存在“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生活节俭、不舍得花钱、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是绝

大多数老年人的现状。一方面，现在的医学技术“只可控制，无法治愈”，因此老年人一旦患病，就是

需要持久性、长期性的看病、服药，是一个耗费时间与金钱的持久战。另一方面，空巢老人身边没有子

女的叮嘱与照顾，只会选择一忍再忍，一拖再拖，只会加重病情的进一步恶化，深埋健康隐患。 
(三) 心灵缺乏慰藉，诱发精神孤独 
孩子们“就像一群鸟儿，归巢几天后，又离巢了……”，每年过节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景象：春节前

夕，老人激动且满怀期待的等待孩子们回家；春节过后，老人在家门口强忍泪水送别亲人，每一次看到

这些画面都会让人百感交集。愉快的家庭氛围陡然消失，只剩下冷冷清清的家和空巢的老人，这冰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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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天的巨大反差，难免会让许多老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落感，易患上所谓的“空巢焦虑症”。一方面

是由于缺乏与子女的沟通与陪伴；另一方面是农村空巢老人在生活中也缺少心灵慰藉，缺乏社交与丰富

多样的娱乐活动。因为现在的老年人跟不上时代的快速发展步伐，可供适用的娱乐方式有限，很难找到

精神寄托，就会使得性格会越发孤僻，对事物提不起兴趣，脾气暴躁，并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等等。日

复一日的“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终究会使得老人陷入“空巢”心理危机，诱发精神

上的孤独。 

3.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 农村“空心化”削弱传统养老模式 
目前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比耕地水土流失更为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青年来说，他

们的梦想就是“去大城市看看”，于是很多走出去的青年就很难再回来了。而且现在的家庭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好的学校都集中在城里，房地产与教育的捆绑，迫使家

长带着孩子离开农村，“进城赶考”。农村原生环境以及教育、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与城镇形成巨大落

差，造就了年轻人追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质量，壮年追求更高的工资与工作环境。劳动力、人才便都流

到了城镇、发达地区，农村里只能看到街道边、树荫下、家门口孤零零的老人，往村口看去，静等家人

归来的那天…… 
都说“养儿防老”，这个传统观念一直在农村里盛行，养儿可以达到居家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模式。

但是随着农村空心化，这一传统养老模式已然是行不通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子女与老人的观念也会有

时代的隔阂，送老人去养老院养老的方式大部分老人是难以接受的，认为是不孝的表现。此外，老人相

比于城市的陌生环境，更愿意留在农村养老，不愿跟随子女去城市定居，因此这一传统养老模式已不适

应现实的发展需要，也让空巢老人面临新时代的养老问题。 
(二)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起步尚晚，很多方面还不成熟、不完善。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乡居

民的养老保险金主要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为补充。除了经营型农民外，纯农民、失

地农民和农民工都有无稳定工作且收入低的特点，支付能力较弱，他们的参保积极性主要取决于集体补

助和政府补贴[2]。通过缴费档次来获得每月的养老费用，其中 500 元以上缴费档次的居民补贴不少于 60
元的补贴标准。虽然近年来我国养老金待遇在增长，达到 100 多元，养老保障水平依然偏低，很难满足

自己的日常起居，更不用谈给自己积攒养老钱了。并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人口老龄化达到顶峰，

就会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另外，资金投入方面，对农村的投入远低于城镇，养老体系得不到保

障与发展。养老机构的建立，针对特殊群体入住以及高额的入住费用，与农村老人的意愿匹配度低，满

足不了老人的需求，更加坚定了居家养老的传统，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 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低 
农村相较于城镇，医疗存在着两个不足：硬件设施不足和专业人才不足[3]。农村经济、地段等条件

都十分受限，环境差、待遇低，因此即便有专业人士下乡，也很少有人会愿意留下。加之农村仅有的小

诊所和卫生院，极为基础的医疗设备和有限的医疗团队，难免就会出现大病“查不出、看不了”，需要

转院的窘境。虽然现在有新农合提供的医疗保障，有大病统筹，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对小

病而言农村老人会觉得个人出资有会被浪费的风险，一旦遇上大病，即使能够按照比例报销，他们需要

自付的费用仍很高，无力偿还[4]。加之报销程序也很复杂，对于空巢老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生活挑战。

因此，医疗服务水平跟不上，老年人行动又不便，资金也不充盈，就会造成小病一直拖，拖到最后疾病

缠身，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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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 

(一) 多元化增收减负，发展经济 
农村的经济落后是导致子女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立政之本存乎于农”[5]，

为此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农村老人的生活压力同时，又能够提

升幸福感。一方面，政府应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把农村老年人拥有的但是无力种植的闲置土地、产值

低的土地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让每一块土地都发挥最大的效益。通过集中种

植和规模化发展，以基地带动农民增收，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收入[6]。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根据当地

农村的特色发展特色产业，如旅游业。现在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独特

的民俗风情、人文风光已然成为吸引人们出游的精神需求。而打造具有乡村风土人情特色的旅游业就十

分适合旅游市场的需要。因此政府可以挖掘开发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推动“乡村农

牧业+旅游”的形式，再辅助网络直播的方式，带动相关农业产品的销量。在此基础上，努力吸引外资，

鼓励中小企业在农村扎根，吸引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同时，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激励一些低龄空巢老人

参与其中，实现就业与创业，增加养老财富储备。 
(二)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 
随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老人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对于养老来说根本就是杯

水车薪。因此，一方面可以建立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使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稳步

增长，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7]。并进行普及教育，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了解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并选择

最合适自己的价位，尽力照顾到每一位老人，实现全村参保。针对医疗问题，政府也要及时投入更多的

医疗硬件进农村，完善医疗设施，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留住现有人才，引进外来人才。另一方面

可以实行“医疗 + 养老”模式，为老人提供医疗、康复、心理咨询等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因子女不

能长时间陪床照顾而孤独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对于医疗保障制度也可以适度进行改革，降低

报销门槛，扩大报销范围，提高报销金额，真正解决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三) 建立特色多元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充盈精神生活 
目前，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方式依旧是我国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养老方式的不二选择，因此

可以在继续弘扬孝道的基础之上又能够开创发展特色多元的养老服务模式[8]。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

农村地区老年医院、康复医院、疗养院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扩建与投资，真正落实好“医疗 + 养老”模

式，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在养老服务的提升中也能安享晚年。针对低、高龄老人，可以开展“抱团式”

养老和乡村互助养老，将“被动式养老”转变为“主动式养老”。“抱团式”养老[9]，即通过找一些志

同道合的人抱团在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照顾，以老交友、以老养交，在小团体生活中度过幸福

晚年生活。乡村互助养老，即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体弱的老年人，在预期将来也可以获得同样的照顾，

安度晚年，形成一种老年互助的代际接力。这些模式的创新，是将农村传统资源实现再利用，并与现代

化目标相适应的农村多元养老服务模式。当然，这些模式的创新必须立足于乡村自身价值与当地的特色

来实现，以此来不断充盈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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