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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年人作为社会上独特的弱势群体，对老年

人养老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社会现象。本文以Y村为个案分析，通过访谈的研究方法，

探索农村地区养老现有困境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也针对其特定的困境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索在现有的养老困境下，农村地区是如何执行养老的，

在执行养老的过程中的现状如何，又遭遇到了哪些相应的困境，以及在面对现有的困境问题上应做出怎

样的解决策略等成为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本文主要探讨了农村地区养老的困境与解决策略，以及

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和所面临的困境给予了建设性的对策，对农村地区养老困境的探索，有助于农村地区

养老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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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entering a new era,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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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s a unique vulnerable group in society, the research on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of academic concern. This article takes Y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and uses interview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reasons for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i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also pro-
posed for their specific difficulties. The main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ru-
ral areas implement elderly care in the current dilemma of elderly care,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elderly care, what corresponding difficulties have been en-
countered, and what solution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ace of existing difficulties. These have be-
come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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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的来源与研究方法 

2020 年中国的老人抚养比 19.7%1，2015 年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 76.34 岁。学者田雪原曾说过：“21
世纪是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世界。”[1]因此，对老年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来

说，地区自主的养老模式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这一社会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了城镇地区，对农村地区养老的研究却比较少。农村地区是如何执行养老的，以及农村地

区的养老的这一社会现象会引起怎样的关注和怎样的社会反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起了笔者浓烈的研

究兴趣。 
本文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采用的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辅之采用的是定量研究的方法，深度访谈法

是本文主要的方法。本文选取比较典型的家庭，和他们确定联系之后，走进相关的农村家庭，收集他们

对养老困境的看法和自身对这种经历的叙述，本文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是 Y 村所提供的一些数据作

为本研究的数据支撑。定性的研究方法，是作为本文研究农村地区的养老困境的主要研究方法。 

2. Y 村地区养老的现状 

Y 村目前的养老现状是家庭的家庭人员流失，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村庄人员流失较多，村庄变成了

空心村，人员向外流失加剧，家庭的养老的不到更好的保障，逐渐增加了 Y 村家庭养老的压力。Y 村社

区留守家庭居多，家庭的劳动力大多对外转移，家庭的留守人员加剧，劳动力外流，没有相对应的劳动

力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多的依靠老年人自身的帮助和自力的生活。Y 村老年人口居多，老年人口文

化程度低，在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生活中，Y 村老年人与发展的社会脱节，很难适应现如今快节奏的社

会生活的发展。Y 村老年人大多不识字，对现如今社会发展的新兴事物不感兴趣，同时还比较抵触。不

能运用互联网技术来满足自身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需求，逐步的被时代所挑战。Y 村老年人的另一养老困

境是 Y 村基础设施缺乏保障，农村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满足，也成为了农村地区养老困境

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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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 村地区养老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3.1. Y 村地区养老的困境 

3.1.1. “空心村”增大养老压力 
Y 村的“空心村”的主要困境是空心村子应该如何改善治理，以寻求何种方式让农村地区充满生机

和活力，Y 村需要劳动力，但是又留不住劳动力。 
“空心”二字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某个物体实际存在，但是它的内部确实空的，没有可实在存在

的物体。空心村也可以定义为空着的村子，空心村主要指的村子人员稀少，人口外流，村子里没有足够

数量的人，村子所需要的劳动力没有留在农村，从而导致村子土地荒芜。村子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

用。在学术界有不同的学者都有对空心村进行了概念上的定义，其外乎两种定义。一种解释可把“空心

村”理解为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指的是村庄的空置的土地越来越多，村庄的房屋逐步向外修建，各种

款式的小洋房逐步扩张，只留出了原来的老式比较旧版的村民楼房，没人居住，空置一旁。二是“空心

村”指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部分向外扩输，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地区和农村的地区的差距变大。

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的快速流入，留在本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村里只留下一些妇女、儿童

和老人。 

难得这段时间村子人多，前段时间村里冷清的很，人都没得好多在家。这几年情况特殊嘛，从那个病毒发生之

后，好多人家泡酒的都没有办酒席嘛！这段时间好多了，上面政策允许办酒，这不，那些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村里

最近热闹的很，人多热闹。我前段时间天天吃酒，忙都忙不过来哦，我们村往年都没有今年热闹哦，今年确实十分

热闹。说实话，年纪大了，我就图个热闹。2 

从和李叔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Y 村在家人口稀少，村民外出务工人数较多。村民只有到了特殊的

时期才会回家，村里人口少，外出人口居多，村庄里的村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赚钱，留在家里的人数十

分稀少，留在家里的多半都是老人和小孩，村庄变成了真切的“空心村”了。 

3.1.2. “候鸟式”家庭导致赡养人员的缺失 
Y 村的养老困境主要表现为 Y 村地区的农村家庭留守家庭增剧。候鸟可以从其本质上是一种鸟儿会

随着气候变换选择不同的地方生存，同时也会随着四季的季节变化而选择合适时间回归。候鸟式家庭指

的是家庭成员回家的次数较少，每年都是选择一个时期回家，然后再选择时期离开家庭，这种类型的家

庭被称为候鸟式家庭。但候鸟式家庭却是农村地区家庭的大多数模式。 

我不要他来看我，跑来跑去就得花钱，我这个老婆婆在屋里又不需要花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种点菜，够我

吃就行了。我老了，出去也是拖累他们，反而花钱多。我一个人在家的话，只要我不生些怪病，又花不了好多钱。

去年啊，我运气不好，腰杆上面生了一个妞子(肿瘤)，去县医院动手术花了将就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外面打工，一

年到头回家来看我次把就行了，我在家帮他们种点菜，回家来，就不用买菜了，可以少用点钱了。3 

从与李婆婆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李婆婆是一个独居老人，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工，只留下她一个人

在家生活。从她谈到，有一次她生病花了两个多月住院，因为一个人在家，没有及时的发现，也没人在

家照料，所以才使得病情越发严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剩下的农村家庭则是留守老人、留守

儿童和留守妇女在家。家里人员又外出就业上学，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小孩。这种形式的家庭，成为了

所谓的“候鸟式家庭”。家庭需要的赡养人员缺失，难承担起赡养家庭老年人的养老义务。 

 

 

2资料来自与 Y 村村干部李叔的谈话。 
3资料来源于 Y 村村民李婆婆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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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老人难以适应变迁生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社会生活快速变

迁，同时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我们新时代的生活习惯也

很大部分依赖于新兴技术的应用，这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节约了一系列

不必要的开支。但在农村地区，依然有许多新时代的“独立者”。这些“独立者”他们不借助于新兴起

的技术应用于生活，而是依然沿袭旧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从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独立出来，

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与新时代的发展截然不同，依然保存在原来的形式，这一部分人故把他们称之为

新时代的独立者“独立者”。老年人是这一块的主要社会成员，在农村地区这样的老年人占据了大部分

的比例，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下，他们的生活确实让人比较担忧。 

我懂都不懂什么叫为“网课”，我也不晓得手机上要囊个(怎么)看，我拿我的手机去手机店里问，那个老板叫我

买个智能手机，说我的老年手机不得行看网课。我回来和儿子们打了一个电话之后，他们就寄钱过来叫我去买个智

能手机给娃儿些看网课。结果花了那么多钱买来之后，一个网课都没有看完就话费扣了几十块，老天，这个才吓人，

我一个月都用不到那么多钱。我又去手机店问，结果人家说，我这个卡没得流量，叫我去开通流量要么就去买张流

量卡，算了，这社会变化的太快了，讲了我又不懂，专门跑去问人家，人家还不高兴了，我才不去受那个气，不懂

就不看呗，反正回学校老师又不是不教了 4。 

和吴叔简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逐渐在

这个圈子中被慢慢的埋没。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自身文化的有限已经跟不

上时代的节奏，快速变迁的生活只会让农村地区的老人感到力不从心，无从适应。从而在这个社会生活

中成了新时代的“独立者”。他们的养老越来越困难了，在互联网时代下，老年人的养老已经变得越发

复杂化了。 

3.1.4. 养老基本设施缺乏保障 
养老的执行，不光只有养老的承担者，同时也需要最基本的养老基础设施。养老基础设施设备不齐

全，不仅会影响到养老功能的发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养老事业的发展，同时还会破坏老年人

的养老权益。 

我虽然觉得呆在城里花钱，可是我还是喜欢那边的条件。家里没菜了，我就下楼去买菜，吃完饭之后，没得事，

我们就可以几个老婆婆一起约起去大操坝耍，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呀，锻炼一下身体，还可以去看别的老人唱山歌，

走棋子呀，和老年人聊天呀，反正这些都比在家里好。要是村里面修个院坝，其他时间就去跳跳广场舞，走棋，吹

牛，多不安逸呢。5 

农村地区的主要困境就是没有根据现有的情况建立起老年人应有的养老基本设施，从而导致社会养

老功能的弱化，基本设施无法满足养老的基本需求。村级领导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社会主体对老年人的

关注不足，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缓慢，无法满足老年人养老的急迫需求，社会基本公共设施无法齐全，老

村家庭的养老压力大，社会养老不能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主要困境还是养老没有基本的保障。 

3.2. Y 村家庭养老困境的原因分析 

3.2.1. 家庭人员流失较大 
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新添了许多的就业

岗位，需要大量的岗位人员，这是推动农村地区“空心村”的经济原因。农村的青年劳动力迅速加入打

 

 

4资料来源于 Y 村村民吴叔的谈话。 
5资料来源于 Y 村村民马奶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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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潮流，这样的社会流动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之后，农村地区的宅基地大量闲

置，形成了有房屋而无人居住的情景，剩下了很多的房屋。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全家外出半年以上的户籍户数就达到了很大的比例，就占了全村人口的四

分之一，还没有包括那些一个家庭只出去几个人等。和李叔的谈话中也发现，村里在家的人数较少。村

庄里的村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赚钱，留在家里的人数十分稀少。 
 
Table 1. Statistics of registered residence of Village Y 
表 1. Y 村户籍统计表 

总户数：(户) 全家外出半年以上：(户) 总人口：(人) 全家外出半年以上人口：(人) 

1218 320 5940 1020 

资料来源：Y 村 2020 年基本情况表。 

3.2.2. 家庭赡养人员缺失严重 
农村家庭的压力逐步增大，经济压力和社会性压力不断上升，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留守

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家中，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需要家庭主力的支撑，但是农村地区

又留不住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更高的收入，反而代价较高，不能够满足家庭的支出和家庭所需的物质

基础。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村里的常住人口中，绝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村里的家庭在外打

工人数居多，留在家中的人。农村的劳动力很大部分加入了打工潮流中去。社会流动比较频繁，流动的

跨地区较大。家庭的人在家等待，家里人员又外出就业上学，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小孩。这种形式的家

庭，成为了所谓的“候鸟式家庭”。 
 
Table 2. Permanent population table of Y Village 
表 2. Y 村常住人口表 

村民人口 计量单位：(人) 占总常住人口比：(%) 

总常住人口 2106 100 

常住人口 935 45 

留守老人 425 20 

留守妇女 622 30 

留守儿童 124 5 

资料来源：Y 村 2020 年基本情况表。 

3.2.3. 老人接受能力弱化 
老年人不会使用高科技产品，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生活年代

的特殊性，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甚至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文盲，文

化水平有限是造成独立于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因素。其次，经济收入也是老年人独立于新时代的主要因

素，老年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险，剩下可支出的资金稀薄，加上老年人的由于

其他方面的支出，他们的思想变得算计和保守起来，给自己的闲暇之余安排家庭的琐事，打发时间。

他们现如今所生活的时代与老年人曾经所生活的条件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不愿改变，思想有了很大

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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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老人养老需求无法满足 
由于比较缓慢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收入远远不够满足本村最基本的支出，更不提农村社

区的基本的养老施设建设了，这些养老的建设远不够满足本村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如表 3 所示，Y 村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区，村里的基本设施不完善，无法给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设

施所需要的器材，没办法帮助老年人完成养老的一些基本需求。Y 村老年人占了很大比例，但村救助的

特困人数只有九个人，村没有创办属于自己的养老机构。体育场所只有一个，农民业务文化组织没有创

办。在接近几千人的 Y 村社区，这些基础设施确实很难满足村民们的一个基本娱乐、运动等需求。 
 

Table 3. Infrastructure table of Y Village 
表 3. Y 村基础设施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个)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人数 9 

村集体创办的养老机构 0 

村集体创办的养老机构收养和救助人数 1 

体育健身场所 1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 0 

卫生室 1 

图书室(馆)、文化站 1 

资料来源：Y 村 2020 年基本情况表。 

4. Y 村地区养老困境的解决策略 

4.1. 发展村庄产业、留住劳动人口 

空心村这一社会现象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学者们也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发展对策和

建议。学者刘路恒在面对空心村问题时表示：解决空心村要完善农村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建立

健全的保障制度。同时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建立完善的乡镇企业，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等，从

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2]。学者王凌燕提到，解决空心村问题，可以从农村土地流转方面解决空心村问题，

农村大量闲置的土地导致了空心村的存在，要解决空心村问题还可以从加强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流

转制度的改善，不断提高农村土地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样即可以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可以进一步

解放农民的思想，从而缩小城乡二元结构[3]。 
Y 村可引进支撑社区发展的产业，满足村民就业岗位。稳步发展经济减少劳动力的流失留住村民在家。

在家务农达不到高效率的收入，社会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压力，可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根据村

庄实际情况，发展相关产业，解决村民就业的困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

加强发挥农村家庭功能的发展，在现有的养老困境下，留住农村人口，更好的解决现有的养老困境。 

4.2. 完善制度保障、呼吁社会参与 

学者秦加加在面对老人的问题上，强调要加强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同时也要完善相关的补助政策，

老年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在生活和养老这一领域负担严重，老年人没有了经济来源，对于老年人的生活

确实影响较深。对于补助政策可以适当提高一下金额，在社会的发展中，物价上涨，老年人养老保养的

最低标准可以适当向上提升，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能力。在 Y 村现有养老困境的基础上，除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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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政策之后，还要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慰籍，更加注重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4]。农村家庭的老年人留守

在家，心灵上的缺乏会给老年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失落，老年人在心灵上得不到慰籍会影响他们在社会

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变迁的社会更加家中他们心灵上的欠缺。学者徐东妮提到：留守老人的解

决对策要鼓励社会上的各界力量参与，加强孝道文化的宣传，精神层面和养老的基础设施都要给予足够

的社会关注和足够的重视[5]。留守老人的养好更加需要社会给予足够的关爱，在基本的物质匮乏以后，

精神层面的欠缺则会让老年人难以融入这个变迁的社会。现有的养老困境中，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但

要时刻关注家中老人的变化，在给予物质补偿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让老年人适应新

时代的养老模式。 

4.3. 加强文化教育、勇于接受创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它也深深改变了农村传统家庭下的养老模

式。学者王戈在针对的是城市社区在互联网模式下的养老发展，但依然可以借鉴其发展思路推动农村养

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下的适应问题。学者提到在信息技术原有的发展基础上加大信息技术的普及，提供

和改善现有不足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尝试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式，引进高技术人才提供专门的知道学习，

改变老人的固化认知，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念[6]。社会快速变迁，互联网的发展与我们的生活变得息息相

关，我们很难独立于互联网之外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生存充满挑战，老年人必须要改变观念与时俱进。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打工潮”的快速兴起和发展，农村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外出务工，家庭的文化

认知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也变得飞快变迁，养老的发展与传统的模式也变得截然不同，

这时就需要改变老年思想观念，加强对老年人的知识能力认知的培养，让老年人充分树立正确的养老观，

积极适应社会的变迁，提升养老的满意度。 

4.4. 加大基础投入、资源合理配置 

农村地区的养老，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体对养老发展的贡献。老年人在满足了基本的养老生存之后，

就会选择特有的养老基础设施寄托养老的需求。而公共养老的基本设施的缺乏则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养老

体验。学者董惠民谈到，完善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要完善基本的资金筹集渠道，加大对老年人在养

老方面的投入。资金的来源包括许多方面，既有国家政府的补贴投入，同时也有各类的民间组织和村集

体经济[7]。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宣传，加大社会各个阶层对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汇聚社会力量，共

同促进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养老权益。学者徐学关于养老资源的发展谈到：

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资源的配置十分重要，不仅要求社会各方对养老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也要

充分了解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资源的分配的了解[8]。养老不仅仅可划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

模式，同时要更好的将两种养老模式协调起来，共同发展。在社会的养老主体中，要积极筹集资金修建

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场所，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推动老年人的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 

5. 结语 

社会的快速变迁，农村地区的养老也逐渐受到十分严重的影响，农村地区养老的社会现象也迅速发

展。通过对农村地区养老困境的现状调查，农村地区养老困境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空心村”增

大养老压力、“候鸟式家庭”导致劳动力的缺失、老年人难以适应变迁生活和基本养老设施无保障，并

对这四个方面做了原因分析。本文认为农村家庭人口的流失和社会的快速变迁是引起农村地区养老困境

的主要社会因素，并同时也给农村地区的养老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将有益于

今后农村地区的养老的发展，同时有益于老年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在未来的生活中老年人将会更好的

适应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养老也会更加的完善，社会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协调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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