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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演进，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

发挥逐渐弱化，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为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此，本文

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出发，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以完善农村社区

互助平台建设、培育在地志愿者队伍、开展老年志愿者工作坊以及优化互助制度等方面为切入点，从社

区层面、主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着力提高农村老年人口互助意愿、互助能力以及互助可持续性，以期推动

互助养老体系的构建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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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hanges, more and more 
young labors are flowing to c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are function is gradually weak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utual-ai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rural communiti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rural mutual-aid care services system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mutual care plat-
form, cultivate local volunteer teams, carry out elderly volunteer workshops and optimize mutual 
care system. In this way, we can strive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each other, mutual care 
ability and mutual ca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from the community level, 
the subject level and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utual c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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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指出，我国 60 岁和 65 岁以上人口分别约为总量的 18.70%和 13.50% [1]，均
超出老龄化的国际数值标准，且农村老龄化现状相较于城市来说更为严峻：60 岁及以上比例超 20%、65 岁

及以上超 15%，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和 6.61% [2]，足以看出农村老龄化严峻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规模

之大。限制于以往将老年人口等同于负担、衰老的负面认识，我们往往没有看到农村老年人尚待挖掘的潜力。

世界卫生组织在 21 世纪初，第一次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即在老年人老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

实现“健康”、“社会参与”和“安全保障”，以此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对

养老服务的关注已经从生理健康逐步向心理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等方面转变。同时，积极老龄化视角

下能够有效推动老年群体参与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活动中[4]，对老年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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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虽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养

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农村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进步。但是，现如今仅仅物质层

面的保障已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养老需求；再加上家庭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不断外流，导致家庭养

老功能发挥逐渐弱化，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模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而现有的社会市场化养老服

务相对短缺，无法提供保质保量的养老服务。 
因此，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

同时，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养老服务中的专业作用和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在有力推动养

老事业的持续发展上发挥出了关键的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路径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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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与文献 

2021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就已明确指

出：“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以实现“加快补齐

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目标[6]，强调了互助式养老服务的重要性。 
我国学界关于互助养老议题的讨论相对丰富。方静文通过分析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当前人口老龄

化形势下的局限性，探讨了互助养老成为一种有效的辅助型养老机制，并最终推动积极老龄化实现的可

能性[7]；肖琳经过 11 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互助养老在满足多元养老需求和产生治理实效上具有关键优势，

并指出其是一种立足于村社共同体的农村养老模式，能够将外生性资源转化为内生性动力，从而从社区

中获取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但与此同时资金短缺和人员继替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互助养老

的可持续发展[8]；王立剑、邸晓东从问题解决的视角出发，认为互助养老在解决供给不足上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实践运用中需要着重解决设施运行规范性、互助养老意愿性、服务设施利用率和可持续性上存

在的难题[9]。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从最初的假设探讨到后来的亲身实践，被证明其

具有较高可行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和挑战。 
此时，社会工作的介入是非常有必要的。经过查阅系列的文献研究，发现学者们虽然在对策中有论

述社会工作专业在互助养老体系建设中能够发挥的角色作用，但是对社会工作如何参与农村社区互助养

老体系建设的研究总体相对较少。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作为一项秉承利他主义的宗旨，以

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职业性的助人活动[10]，社会工作能够有力发挥资源链接、政策

影响等重要角色作用，进而推动完善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的建设。首先，社会工作能够充分调动资源

并高效整合，减轻多方的养老压力[11]；其次，借助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深层次挖掘老年

人的需求，提高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和能力；此外，社会工作者除了聚焦老年人主体外，能够拓展互助

养老的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多维度、多层次推动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的建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以农村社区共同体为基础，在现有熟人社会

的社交网络下，深入发掘和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低龄老人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持，辅以充足的资金供

给和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介入联动，共同营造互助养老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具有属地特征的互助养老体系

架构，推动农村社区养老事业的发展，并尝试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互助养老

体系建设的路径，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安全和健康保障，激发农村老年人的内生动力。 

3. 目前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存在的困境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在社区层面、主体层面和制度层面多方完善。目前，仍存在着不少

困境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3.1. 社区层面：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平台搭建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村老年群体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技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搭建起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平

台，鼓励低龄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为高龄老人服务的志愿活动中，通过平台搭建推动互助养老服务的实

现。但是，现有的许多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平台设施较为丰富，但是在资源的利用率和可持续性上存在着

较大的不足，平台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农村老人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参与到互助养老中，不仅

仅造成了设施的浪费，更使得老年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3.2. 主体层面：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意愿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意愿具有优先次序性。正如费孝通所述，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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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形态，这不仅仅表现为亲属关系，也

表现为地缘关系[12]。聂建亮、曹梦迪、吴玉锋基于对全国 11 个省 31 个村的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发现，

在提供互助养老意愿方面，大多农村老人存在着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但是在服务提供的优先次序上，

首先愿意向亲属提供，其次是朋友和其他村民，与“差序格局”相一致[13]。这意味着农村社区互助养

老服务的提供上，会因为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等因素存在着一定的服务差异，不利于互助养老的长远

发展。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受限于以往的问题视角，农村老人对自身评价往

往相对保守或者偏低，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参与到提供互助养老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以往的认知中，

老年群体通常被认为劳动生产价值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农村，他们的教育水平可能相较于城市老年群

体来说较低，大多从事农作物的售卖来维持生计，而忽视了他们以往人生经历中积累下来的宝贵技能财

富，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人的自我效能感，阻碍农村老人加入到社区互助养老的队伍中。如果

能充分意识并利用好这一点，相信会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此外，在能力提升方

面农村社区相对缺乏重视。社区工作人员的行政性事务较多，对农村互助养老队伍能力培养的关注和重

视程度比较缺乏。 

3.3. 制度层面：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改进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规范的制度不仅能够通过建立积分

制度和兑换制度等方法，充分调动老人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增进社区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同时，还

能够便于相关工作人员按照详细的制度进行管理，提高农村互助养老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是，现阶段，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制度体系还不是非常完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操作性不强，互助养老效用发挥力

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 

4.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求社会工作者根据农村社区老人们

的实际情况，合理评估需求，并制定相对应的服务计划，推进社区老人们的社会参与，以更大程度的实

现健康和安全保障，为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和互助融入注入专业力量和实践动力(见图 1)。 

4.1. 完善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平台，增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可持续性，提高接替性 

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资源链接者、支持者的角色作用，助力完善优化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平台。第

一，深入发掘农村社区互助养老需求。制定互助养老清单，使得平台建设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老人们的

实际需求，让老人们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参与互助养老的动力源泉；第二，与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交

流。在了解社区老人们的基本情况、行为习惯等信息的基础上协助完善社区互助养老平台，让平台能够

真正地被老人们所接受、认可，真正地走进在地老年人们的心；第三，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活动的举办

和服务的开展，让老人们了解社区互助养老平台，畅通参与路径，推动更多的老人参与进来，从而增强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可持续性，提高接续性。 

4.2. 培育在地老年志愿者队伍，激发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意识，提高自主性 

在我国，农村社区往往较城市社区更具备熟人社会的特点，居民在社区内彼此了解，彼此熟悉，也

更容易接受互相之间的帮助。因而，建立在地老年人志愿者队伍兼具了便利性和价值性的特点。便利性

体现在在地老人志愿者队伍对当地的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比较了解，在提供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容易建

立起信任、接纳的专业关系，提供农村老人所需要的服务内容；价值性体现在在地老年志愿者队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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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能够在提供互助服务的同时发现自身的优势所在，并从其他人的回馈中得到较大的满足感和自我效

能感。但是，在志愿者培育上，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加入和支持。社会工作者能够在走访调研中发现

有较强互助意识和互助能力的志愿者骨干，组建中坚的志愿者力量，打造“社工 + 志愿者”队伍，从而

在系列志愿活动中动员和鼓励更多的老年居民参与其中，更大程度激发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意识，将被动

参与逐渐转化为主动加入，提高农村老人参与互助的自主性。 

4.3. 开展老年互助志愿者工作坊，提升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能力，提高参与感 

老年互助志愿者队伍成立后，如何实现增权赋能，提升志愿服务的效能，同样影响着农村社区互助

养老体系的成效。工作坊的开展有利于提升社区互助养老能力，社会工作者可以以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

的方法为志愿者们赋能，提高老人们在互助养老中的参与感。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依靠社区志愿者

的力量，与在地需要帮扶的老人建立起专业关系，以便为农村老人提供更为专业、更为高质量的服务内

容；另一方面，志愿者力量的提升，能够减少农村社区对社会工作者的依赖性，增强农村老人之间的互

助，推动老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此外，老人们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

未来的信心，更有动力参与到社区的互助养老服务中。 

4.4. 优化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制度建设，推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提高执行力 

在制度建设上，社会工作者可以依照开展实务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实践经验给予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以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促进邻里互助养老、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结对互助养老等方式方法，推动完善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制度顶层设计，让互助养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增强科学性的同时，使得互助

养老更具操作性，不断推动社区互助养老的向纵深方向发展。 
 

 
Figure 1. Exploring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图 1.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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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驱动下，以社会参与、健康和安全保障为主要目标，我国许多地区都进行

了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形成了丰富的互助养老建设实践经验，例如开创互助养老先河的

上海“时间银行”项目、天津“累计志愿时长，兑换互助服务”的“启善”志愿服务时间存储项目[14]、
乌布兰察“幸福院”式的互助养老[15]等。这些实践无不彰显了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的深远意义和极大

的社会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加入到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居民和社区

工作人员所认可和接纳，并在其中发挥专业力量和专业效能。借助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专

业服务过程，促使社会工作者与农村社区内志愿者和社区外志愿者共同行动，形成多方合力，逐步完善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平台、培育在地老年志愿者队伍、开展老年互助志愿工作坊、优化社区互助养老服务

体系的制度建设，有力推动农村社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的纵深发展，真正地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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