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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加剧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问题，使农村养老保障面临更大的挑战。对此，本文将以家乡绵阳

农村为例，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绵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进行探究。本文通过官方数据简要的分析了绵

阳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并指出绵阳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在调查研究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

家庭养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三方面为完善绵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供

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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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reasing aging has become a problem of the tim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making rural old-age 
security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hometown of Mi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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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rural pension security problems in Mianya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
ment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n Mianyang through official data, and points out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rural old-age security in Mianyang,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
proving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 Mianyang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 old-age security, 
the new rural social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rural socialized old-age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ey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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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

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

跨越的历史阶段，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是百年内，只会愈加严重，包括绵阳在内的多数地区正一步步地步

入“暮年”，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加上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社保制度的滞后，使得农村养老问题都异常严

峻。对此，以绵阳农村为例，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协调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坚持发挥政府在养

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导力量，引导社会养老服务的蓬勃发展，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2.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相关理论 

2.1. 人口老龄化及理论阐释 

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养老保障问题上，与城镇

相比经济、文化、技术相对落后的农村更是民生问题的短板。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

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学者也就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学

界主流观点认为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例如，学者瓦劳瑞斯进行的关于

1900~1945 年间美国老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学者布尔乔亚—皮夏特对 1776~1950 年间法国人口老龄化进

行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中国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群体思想观念的改变，

也逐步实现了人口结构的转变，为避免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以及由老龄化带来的一

系列社会民生难题，在即将实现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着眼于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障研究

已势在必行。 

2.2. 养老保障制度概念及理论基础 

农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故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解决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所谓

养老保障制度是指国家或者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给予达到解除劳动年龄界限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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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体系。养老保障制度的内容比较广泛，具体包括收入保障、医疗保

障、最低生活福利保障、住房保障、生活服务和保健服务等[3]。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的基本形式主要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国家和社会是养老保障的主体，

而农民自身或家庭也应该在养老保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养老保障体系中要实现“老有所养”，应

给予老人一定的经济支持，但要实现“老有所依”照顾老人心理上的落差也尤为重要。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探索与试点推广、逐步发展、衰退停止以及崭新发展四个阶段，

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但历经十几年的改革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障

制度仍需探索、急需破解。 

3. 绵阳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人口众多、结构老化”是谋划我国未来发展必须始终把握的新的基本国情[4]。在老龄化加剧的时

代背景之下，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作为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在科技、教育等方面欣欣向荣，但

民生养老方面相对薄弱，尤其是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之后，在目前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如盐亭、平武

的部分农村，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5]显示，截止 2020 年底，老龄人口超 115
万人，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普查结果具体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5.41 万人，占 23.71%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89.38 万人，占 18.36%)。与 2010 年六人普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6.33 个百

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6.71 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人类人口再生产的必然趋势。数据表明，绵阳市

高龄老人规模不断扩大，人口结构已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十四五”期间全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仍将持

续加深，高龄、失能、空巢老年人数量和比例也将大幅度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日益严重的

人口老龄化使本就薄弱的农村养老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对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来说也带来严重挑战。 

4. 绵阳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分析 

4.1. 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农村最普及、最长久的养老方式，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占据重要地位[6]。但近年来

随着绵阳市农村人口的转移和计划生育得到实施，使得绵阳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民独生子

女户比例很大，家庭养老负担沉重，家庭养老功能弱化”[7]。加之，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农民价值观念的

改变以及“维系家庭关系的‘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淡化”[8]等多重因素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

进一步弱化。 
一方面，家庭结构改变，人口外流严重。一直以来，经济欠发达的绵阳农村地区养老模式是以家庭

养老为主的，社会养老保障相对缺乏。受经济、地域等因素，四川农村大部分农村子女都远赴沿海发达

地区外出务工，而留在农村的老人大多本身并没有积蓄，养老金主要由子女给予，虽然一部分返乡的高

龄农民工有一定的退休金，但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养老的压力仍落在子女身上，生活负担较重。因此，

强大的生活压力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弱化，但受传统观念、农村产权等因素，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养老模式难以在短期实现较大转变。 
另一方面，物质文明飞速发展，家庭伦理逐渐淡化。从养老观念来看，“养儿防老”是农村地区的

主流传统养老理念，农村居民向来重视“孝文化”和家庭伦理道德，但近年来，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受到

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物质冲击，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淡化了“孝文化”与

家庭伦理道德，直接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此外，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使得绝大部分农村老人都

以家庭为中心，把未来生活的指望和养老的重担都系于子女，逐渐沦为家庭的负担，但随着计划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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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和传统观念的转变，生育率逐渐下降，这就直接导致较少的成年劳动力需要承担较大的养老负担，

故解决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为农村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迫在眉睫。 

4.2. 土地养老保障功能日趋下降 

自古以来，农民大部分的生产生活所需都依靠土地进行农作物种植获得，可以说，土地是农民收入

的直接保障，土地功能的强化有利于为农民养老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近年来，绵阳农村地区的土

地养老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减弱。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绵阳多山地、丘陵，耕地面积较少，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据绵阳市 2022 年最新土地调查数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9])显示，绵阳耕地总面积仅为 35.23 万公顷(528.42 万亩)，人均耕地

耕地面积 1.22 亩，较 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时的人均 1.4 亩有所下降，且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 1.52
亩。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和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耕地面积

还会继续减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直接面临失业的风险，土地将不再成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养

老依托。 
第二，农业带来的绝对收益在农民总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绵阳的山地、丘陵地形决定了绵阳多以

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较机械化的规模经营而言，小规模农户经营导致农产品成本不断增加，农民

的绝对收益不断缩减。城市化不断加快，土地不再成为农民的唯一选择，农民开始将目光转向其他收益

渠道，投身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提高工资性收入。近年来，绵阳不断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农民开

始放弃耕种，这既是农民维持生计之举，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选择。同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

业领域，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10]。 

4.3. 农村集体养老经济支持力度不足 

在绵阳农村，甚至是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投保费用都非常低，难以在养老方面发挥真正的

作用。据了解，绵阳农村地区居民每人每月可领取 60 元，在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的时代，60 元人民

币很难真正保证农村老人的养老生活。一方面，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投入不足，个人承担仍然大部分

的缴费责任。另一方面，农村的养老基金的管理仍存在较大的问题。绵阳农村地区是由县级农保机构负

责农民养老保险的征收、管理、发放和监督等工作，这样的运营模式难以保证对养老基金的有效监督。

同时，农村的集体养老运营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在绵阳农村只有镇级以上才能兴办敬老院，且供养

的主要对象是“五保户”成员，供养占比较小，规范、高质量的农村集中供养尚未实现。 
此外，在最新印发的《绵阳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第十四个五年规划》[11]中还提到了目前绵阳农村养

老面临的其他巨大挑战，如农村养老工作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对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的认识不足，对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缺乏系统性研究，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缺乏，养老从业人员年龄大、文化素质低、专业化程

度不高等。 

5. 完善绵阳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的对策建议 

5.1. 强化家庭养老功能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单元，对农民养老保障来说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大局下，强化家庭观念，充分发挥家庭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点作用，

为社会养老发展以充足的时间，进而调动社会力量来完善绵阳市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化解老龄化加剧带

来的挑战。老龄化问题首发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通常采取福利政策，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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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使政府不堪重负，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危机。家庭养老以家庭为

基点，可以很大程度地规避西方福利国家在养老问题上已经出现的弊端，结合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

应对老龄化加剧带来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一方面，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引导返乡人员实现本地就业。家庭养老的最大问题是家庭经济问

题，除了一部分政府保障政府补贴之外，子女供养是实现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在无法保障政府

对老年人完全支持，又无法使成年劳动力为实现家庭养老而放弃背井离乡的工作时，应落实本地就业优

先战略，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多种职位高新工作，引导成年劳动力、脱贫劳动者积极返乡，实现就近就

业。这既化解了家庭养老面临经济窘迫又无法陪伴老人的尴尬局面，又能促进绵阳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济发展，不可谓之一箭双雕之举。另一方面，弘扬孝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孝文化，作为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指导农民养老行为、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此，绵阳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孝文化的宣传模式，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孝文化的价值，不断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使农民进一步了解，家庭和睦、孝顺老人，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意义，摒弃功利主义的赡养老人，才能真正增强农民的赡养意识和道德素质，进一步加强家庭养

老功能。 

5.2. 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保障养老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也是绵阳市保障农村老人合法权

益众多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着重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考虑：第一，应加快农村养老保障法律的确立和实施，以法律形式规定农村养老保险缴纳、支

付与基金管理制度，推进绵阳市农村养老保障在法律轨道上健康发展。第二，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推动新农保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根据绵阳市农村现阶段

的基本条件，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并不断完善补助政策。第四，要加强基金管理与监

督，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运营能力，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为农村养老保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五，

要加强新农保与其他社会政策的衔接，新农保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绵阳各区县略有不同，政府应积极

探索新农保与其他政策的衔接方式，多方面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以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建设。此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新办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12]。 

5.3. 大力培育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 

随着绵阳经济飞速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也逐渐突出，对此，仅仅依靠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和政

府帮助，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所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广泛的参与农村养

老服务，提高为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体现。 
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设农村社会化养老，要充分调动各种可利用资

源，创办各类服务的养老机构，为农村老人提供舒适的养老环境。首先，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在农村

居民点创建各式养老机构，并动员社会民间力量兴办民营有偿养老服务机构，保证老人最基本的养老需

求。其次，应加强农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保障老年人精神生活。“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躯体化、

抑郁、焦虑和强迫症均比较严重，心理健康状况较差”[13]，面对农村老人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应通过

兴建老年活动中心、积极组织文娱活动等方式，呵护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提升养老的满意度及幸

福感。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满足养老服务新要求。服务人员的专业程度直接决定了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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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质量，所以应重视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要不断完善养老人才支持政策，推动养老相关专业建设，

建立从业人员培训机制，建立高专业程度且规模弘大的人才队伍，以不断提高养老机构的工作能力和服

务水平，并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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