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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作为典型的农村地区，S
村的老年系数高达9.3%，已十分贴近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人口老龄化地区的标准。然而，由于早期经济落后、

发展不足，S村的养老问题正面临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严重弱化、老年群体的自我养老能力弱、政府的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不足等困境。本文提出了加强S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只有各方加强重视、

各尽其责，有效保障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提升老年群体自我养老能力，建立健全更有效的养老服

务体系，才能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使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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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intensify, the practical urgency of building 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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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service system has become unprecedentedly prominent. As a typical rural area, the elderly 
coefficient of Village S is as high as 9.3%, which is very close to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 for areas with an aging population. However, due to early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the elderly care in S Villag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erious 
weakening of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family elderly care, the weak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group, and the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is ar-
tic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
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S Village. Only when all parties pay more attention and fulfill their re-
sponsibilities can they effectively ensure the leading position and role of family elderly care, en-
hance the elderly group’s self-care ability,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more effectiv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can we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S Village, so that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can truly realize that they have someone to rely on and 
support when they are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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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解决人民群众的养老难题顺应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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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9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六十周岁以

上的公民即被划分为老年人。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农村地区 60 周岁

以上及 65 周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23.81%和 17.72%，比城镇地区同年龄人群占比分别高出 7.99%
和 6.61% [1]。由此可见，农村和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如何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

境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值得关注。本研究以贵

州省毕节市威宁县 S 村为例，探析该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及措施，希望能为农村地区养老问题

研究提供一些材料。 

2. S 村老年人口概况 

S 村地处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西北部，位于海拔 2800 多米的芦虹山区，距县城 38
公里，距乡政府所在地 7 公里。全村总面积 10.25 平方公里，林地面积 6918 亩，耕地面积 7571 亩。S
村共辖 9 个村民小组，截至 2022 年 6 月，全村总户数 572 户、总人口 2784 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

共 259 人，约占户籍总人口的 9.3%，十分贴近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老年型人口)
的标准(图 1)。 

且 S 村地处偏远，境内多山，曾经交通多有不便，未进行多方面的开发，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加之

村中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已超 700 人，劳动力大量流失，S 村的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出“未富先老”和“空

巢化加剧”的显著特征，这无疑给该村的养老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对于当前仍以血缘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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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在家庭内部进行反哺式赡养为主要养老模式的 S 村来说，家庭中的经济负担和代际冲突是不可忽

视的问题，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解决养老问题，对于提升 S 村老年人生活

和生命质量、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至关重要。 
 

 
Figure 1. Proportional map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S village 
图 1. S 村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图 1 

3. S 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境 

3.1. 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严重弱化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由内而外控制人的“礼治”社会，在这

一秩序中，“礼”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千百年来，孝道文化在中国

的传统道德规范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敬爱父母、赡养老人、养儿防老、生育后代等观念深入人心。受建

国初期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影响，在大多数传统农村家庭中子女普遍较多，且居住距离近，人们一辈子

都在家庭中相互依靠、彼此照料着成长，家庭养老是自然的选择。父母将子女抚育成人，在父母逐渐老

去后，子女便承担起应尽的赡养义务，为父母或其他老年家庭成员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

等养老资源，使父母的老年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在 S 村中，这种家庭反哺式的养老模式也是最为普遍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S 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冲

击。首先，S 村村民长期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模式，收入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家庭经济基础薄

弱与各方支出持续扩张共同导致的经济困境是不容忽视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带来的生育率下降问题也

使得村中部分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成为“4:2:1”型家庭，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独生子女的经济负担大大

加重，直接导致了养老资源的缩减，原本由多个子女共同赡养老人演变成为独生子女赡养多位老人，从

而使得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次，在城市化的推进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近

几十年来 S 村外出务工的人群逐渐壮大，在获得更多经济收益的同时，S 村村民的家庭结构与居住方式

也有所变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住房条件的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导致 S 村传统的大家庭现象

减少，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使儿女对家庭的“养老支撑力”[3]大大受限。除此之外，随着城市乡村互联

互通的快速实现和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受现代

“个人主义”价值观立场与其他不同于传统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家庭”观念被逐渐削弱，“礼治”

规范约束力下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层面都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幸福感与获得感大大下降，S 村

传统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严重弱化。 

 

 

1图片统计数据来源于 S 村政府《S 村全员人口信息台账 2022 年 6 月最新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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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迁使 S 村的老龄化趋势逐渐加深，村落内部所需生产力和劳动力

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急剧下降，给村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再受上述等因素的影响，S 村

养老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养老保障性受到巨大冲击，全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难度大大提升。 

3.2. 老年群体的自我养老能力弱 

由于农村养老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及儿女居住分离等因素的制约，最常见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应对 S
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在我国正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自我养老已成为老

年人为自己在经济、生活、情感等发表提供保障的重要方式。 
贵州威宁县享有“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的美誉，马铃薯常年产量在 25 亿公斤以上，除此之外，还

种植有玉米、荞麦等粮食作物。除了稳定马铃薯、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种植外，S 村还积极响应乡村振

兴战略，依托百草坪这一南方最大的天然草场和西南重要的畜牧基地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因地制宜确

立了以养牛为主导的养殖经济发展，于 2022 年在 S 村第九组设集中养殖厂，养殖场占地 3900 多平方米，

通过采取“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组织模式，提高了养牛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规模化、低

风险、高效益运行，持续推动肉牛养殖全产业链升级，现如今，S 村肉牛存栏数已超过 1 万头。得天独厚

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为 S 村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村民也多依靠种植和畜牧增加经济收

入，这两种村中最常见的谋生手段一定程度上能为老年群体提供自我保障，但总体上保障力度呈现弱态。

首先，S 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受种植成本上升、粮食作物价格下降，农业生产条件不足、天气不稳定等因素

制约，靠种植获得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而用于购买与养殖牲畜的前期经济投入大、回报慢，这也使许多

家庭无法承担。因此，村中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渠道单一、物质资源有限，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其次，由

于受经济发展的限制，农村老年群体受科学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经走访，S 村老年群体中未上过学的和仅

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绝大多数，而个人素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大

多数村民只能依靠最传统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与创新能力普遍较弱，这也就使

老年群体自我保障能力受到极大制约。除此之外，长期体力劳动带来的危害和个人健康意识的不足也使

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城镇老年群体。S村老年群体自我养老保障实践面临着巨大困境。 

3.3. 政府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不足 

首先，在城镇地区养老服务体系中，各种养老机构和养老设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S 村发展落后，

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至今未设任何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事业面临服务滞后、保障不足等挑战。 
其次，根据我国 2009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经济困难的家

庭没有能力缴纳保险费用，村民缴纳养老保险的意识也不强，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养老保险多在智

能手机或电脑上进行操作，农村老年人对电子产品熟练度低，对养老保险的了解和缴纳更加困难。S 村

目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 982 人，参保率不高，养老保障程度不够。 
最后，虽然国家和政府已相当农村地区重视医疗卫生问题，但 S 村村内未设置医院，虽有村医治病

救人，但总体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薄弱，缺乏专业的医疗设施和医务工作者，致使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无

法得到较好保障，难以实现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照料，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更加艰巨。 

4. S 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分析 

我国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多方参与，共建共享”[4]，
多方各尽其责能有效实现 S 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建设。基于此，本研究从家庭、个人、政府三个层面

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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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增强家庭养老的保障作用 

4.1.1. 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指为了解决农村居民年老生活保障问题，国家、社会和农村居民通过一定方式

筹集保险基金，使农村居民获得养老金的规范体系[5]。一方面，政府应依据具体情况建立相关政策，健

全 S 村养老保险制度，提高该村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投入水平，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妥善解决农村

养老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之间的差异，满足 S 村居民真正的养老需求，从而有效减轻年轻人养

老负担。 

4.1.2. 吸引劳动力回流，助推家庭养老 
为了应对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避免空巢老人现象更加严重，S 村应持续推荐乡村振兴战略，通

过充分开发乡村价值功能、持续发展薄弱产业板块、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增强农村企业的生产力和

竞争力，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当居住分离减少，S 村老年群体获得的家庭养老保障就更为充分。 

4.1.3. 弘扬孝道文化，增强养老责任感 
家庭养老对老人精神慰籍和心理支持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弘扬孝道文化有利于

增强养老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长辈应做好言传身教的带头作用，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社

会应培育尊老、爱老、养老的社会风气，同时学习课本中要增加敬爱父母、尊老爱幼等学习内容，多方

共同努力，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灌输孝道思想。 

4.2. 提升自我养老的实际能力 

4.2.1. 宣传积极老龄化理念，促进老年群体再就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积极看待老龄社

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6]。老年群体作为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创造的价值不容忽

视，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凭借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在劳动力市场立足。因此，应大力弘扬积

极老龄化思想观念，给予老年劳动力尊重和重视，拓宽农村地区老年人就业渠道，通过维持或增加经济

收入提升自我养老的能力。 

4.2.2. 增强老年群体学习能力，提升知识教育水平 
S 村政府应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为老年群体组织技术宣讲活动、开设学习课程、增设技术等相关书籍

图书角，并适当通过奖励机制来督促老年群体学习和应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使老年群体增强

学习能力，提高应用能力，用科学文化知识充实自身，并在学习过程中找到更多的自信和乐趣，丰富精

神世界，学以致用创造新的财富。 

4.2.3. 提前规划自我养老生活，树立健康观念 
目前，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口的观念仍旧是养儿防老，但是年轻人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有些会选

择性的忽视身边的老人。而政府应积极宣传老年人自我养老观念，为老年群体提前树立自我养老规划意

识，并为此有所准备，减少老年恐慌。除此之外，村中应多多组织关于增强体魄、重视健康的宣讲会和

活动，使得老年群体更加注重自身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有病及时就医，提高个人养老能力。 

4.3. 建立健全更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 

4.3.1.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是针对于老年人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在当前老龄化背景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由于其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无法承担起修建机构的重任，这就要求政府需加大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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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投入，鼓励当地企业和个人共同进行投资，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同时，

政府还应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才管理政策，建立专人培训机构和农村养老服务激励政策，吸引更多专业

服务人才为农村养老做贡献。 

4.3.2. 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偏远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基础养老金，降低缴纳标准，

同时拓宽资金渠道，寻求企业帮助，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农村养老。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新农保的宣

传，提升农民对养老保险的参与度，绘制宣传手册，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上门讲解与帮助，保证每

一位农村居民意识到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应开设缴纳保险金的便捷渠道，方便不熟悉

电子产品的老年群体缴纳。 

4.3.3. 完善医疗设施建设，推进“医养结合” 
政府应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对 S 村医疗设备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投入，组织村内老年

群体定期体检，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上门体检服务，定期组织城镇医护人员进行农村医疗交流和

专家坐诊服务，增强农村老年人有病就医意识，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5. 结语 

在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将会是全社会长期共同面对

的研究课题，这需要党政的领导，更需要家庭、个人、政府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只有多方参与、共同建

设，才能实现 S 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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