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1), 77-84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12   

文章引用: 李漫. 代际支持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及对策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1): 77-84.  
DOI: 10.12677/ar.2024.111012 

 
 

代际支持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 
养老困境及对策研究 

李  漫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0日 

 
 

 
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及新型养老观念的兴起，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致使大量老人留守农村，

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力度正在逐渐减弱。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养老政策水平低、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养老需求供给不足、家庭支撑作用弱化等养老困境。深入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现状，探索破解农村

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路径，有助于缓解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忧虑，提升留守老人的幸福感，使其能够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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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cepts of elderly ca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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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number of elderly individuals have be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as working-age adults mi-
grate to developed regions. As a resul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is grad-
ually diminishing. Left-behind rural elders fac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low levels of elderly care pol-
icy, inadequat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wea-
kened family support for elderly care. Gain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derly care for left-behind rural elders and exploring paths to alleviate their elderly care chal-
lenges can help alleviate their concerns, enhance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and ensure that they can 
age with proper care, support, and enj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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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养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所

以解决养老问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 13.5%，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8.87%。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程度呈不断加深的趋势。一直以来，

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老龄化更是国家政府应对的重点所在。“农村养老”在中国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养老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相反，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结

构的老化，农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1]。相较于城市老人来说，农村地区的老人更是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养

老困境。农村地区老人的身体素质较差，很大一部分老人都需要被照顾。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

甚至定居外地，老人由于乡土情节不愿离开农村。因此，很多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需要被照料，子女却

无法时常照顾自己的困难。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欠缺等原因，农

村老人也很难得到专业化养老服务支持，满足其养老需求。 
农村老人作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改善他们的养老生活，一直是党和

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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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农村养

老问题也作出了部署，提出分类落实村医养老保障、医保等社会保障待遇。提升县级敬老院失能照护能

力和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水平，鼓励在有条件的村庄开展日间照料、老年食堂等服务。在此基础之上，

还要特别关注留守老人这一群体，提出要健全基层党员、干部关爱联系制度，经常探访留守老人。党和

政府对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 
自古以来，家庭养老这种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在中国农村一直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学者李亚雄、安连

朋指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是农村老年人的首选养老方式，也是适应乡土社会的必然选择[2]。
但由于养老方式在不断创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从目前来看，代际支持依

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持力来源。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向城市转移，农

村的留守老人比例上升。农村空心化的出现对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造成了困扰[3]。一方

面，工业化、城镇化严重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造成农村家庭内部养老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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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阻隔以及孝而难养的养老困局[4]。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地区养老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这就使得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家庭养老供给和养老服务机构供给双缺失的困境[5]。近年来，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人口流动频率逐渐降低，外出务工的子女无法经常回家照料父母，这导

致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在生活上存在较大困难[6]。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

破解的，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及个人共同努力。 

2.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基本现状 

一直以来，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的传统养老方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城市的快速发展，许多农

村青壮年离开家乡，奔赴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愈发凸显。 
(一)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 
1、经济支持情况 
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自己劳动所得；二是子女赡养费；三是社会养

老保险或政府养老救助[6]。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劳动力有限，无法种植大批农作物，收入较低。而农村

老年人的总收入中依然有接近 70%是通过劳动获得[7]。对于高龄的农村老人，尤其是失去配偶的农村留

守老人，子女的经济支持是她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家庭养老支持中，农村成年子女更突出经济支持

供给。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能满足老年群体生活所需，但仍存在少数经济支持不足的情况[8]。
这是由于大多进城的子女工作收入并不高，自身还要负担沉重的生活支出，他们能力有限，无法为父母

提供足够的养老经济支持。有研究表明，68.9%的农村老人表示需要子女经济资助，31.1%的老人表示不

需要子女资助。而实际情况下，83.6%的老人得到子女的经济资助，16.4%的老人没有获得[9]。因此，并

不是所有的农村老人都能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 
此外，国家养老保障在农村老人养老这方面逐步发挥作用。尽管中央确立的全国基础养老金已由最

初 55 元/月上涨至 93 元/月，加之以地方财政补贴，城乡居保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到 2021 年末的 179 元/月
[10]，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村老人在生活上的经济压力。但与城镇职工保障相比，养老保障仍然微不

足道，政府对农村养老重视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1]。 
2、生活照料供给 
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体机能的退化，农村留守老人在生活多方面需要照料。有学者研究表明，95%

的留守老人表示自己是平时生活的主要照料人员，超过 80%的留守老人生病时主要是自己照顾自己[12]。
原本由外出女性子女承担的照料老人责任向留守老人转移[13]，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生病时，农村的留守

老人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己照顾自己。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村留守老人丧失了外出务工子女对其的日

常生活照料和扶助，尤其是疾病照料缺失。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他们对照料的需求呈反向变

化，健康状况越不好的老人对照料的需求越强烈[14]。 
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留守老人，生活难以实现完全自理。因此，不得不依靠社会组织来满足留守老

人的养老需求。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来看，养老服务可以分为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生活和医疗保健服务、

满足一般生活需求的康养照料服务以及满足发展性和高质量需求的精神慰藉服务[15]。 
依据老人的养老需求，养老服务涉及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养护理和关爱支持等各个方

面。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养老服务的发展更侧重于老人获取社会支持以及公共服务

方面。养老服务解决了青年人不放心老人独自居住以及老年人长期留守家中的生活不便等一系列问题。 
3、情感慰藉现况 
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在父系继嗣制度下，儿子作为家庭中财产的继承者与赡养责任

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儿子养老的制度安排逐渐失去了价值基础[16]。农村养老观念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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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更倾向于“共同赡养，子女分工”。受到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家庭责

任方面的性别差异越来越模糊，女儿养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人们不再只追求儿子养老。当前农村家庭

中，儿子仍然是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和实际支持的主要来源，女儿则主要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事实证明，

子女外出家庭的养老支持更偏向经济支持，而情感支持却相对比较欠缺[17]。在劳动迁移的背景下，子女

无法满足农村留守老人在情感上的需要，养老服务在这方面做出了部分努力。 
外出子女由于距离较远、工作繁忙及往返费用较高等原因，留守父母无法与之进行倾诉、情感交流，

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同时，与老年夫妻户相比，独居留守老人的孤独感更强，但他们所获得的子女

的情感支持却相对更弱[18]。在部分家庭中，外出子女的下一代能够给留守老人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并且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交往，但也较大地增加了父母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 
(二) 代际支持现状 
1、代际支持与经济支持状况 
传统的养老观念使得农村居民大多都倾向于家庭养老。当前农村的留守老人除了从事一些少量的农

业活动来补贴一些家用外，社会养老保险或政府养老救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人日常生活上的经济

困难。大多的留守老人则是由外出子女不定期地提供经济支持以及较少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代际支

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外出子女居于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再加之，外出务工的子女还

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教育、生活等方面的支出较大，生活压力较大。由此可见，子女对留守父母的代际

经济支持明显不足。 
2、代际支持与生活照料状况 
家庭代际支持作为一种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非正式资源，在养老中发挥关键作用。家庭养老

作为大多数农村老人最希望的养老方式，担负着农村老人幸福养老的重任。农村中的留守老人都是自己

独自生活或与配偶一起居住。外出的子女仅在逢年过节才会回来，并且才会给予父母一些生活上的照料。

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较好的农村留守老人尚可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余力的同时还能帮助子女照顾

下一代。隔代照料虽有利于促进家庭代际关系，但也增添了老人的生活负担。而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难

以独立生活，往往要依赖配偶或其他亲人帮助自己。当遇到生病就医时，农村留守老人更迫切需要子女

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因此，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仅仅体现在偶尔的回家看望，生活照料方面的代

际支持在逐渐减弱。 
3、代际支持与情感慰藉状况 
研究表明，代际支持能够降低老人的生存风险，并且有利于促进老人的身体健康[19]。在社会流动背

景下，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居住距

离等因素使得代际支持发生了变化。子代给父代提供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但是情感慰藉常常被子代

忽视，又或者外出务工的子代无力为父母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从精神支持来看，子代与父代的情感交

流有助于老人减轻精神压力，缓解心理疲惫。子女外出容易使得留守老人产生内心的空虚，而当子女返

乡时老人前期的精神空虚便得以缓解，改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20]。目前，大部分的外出子女对留守父

母的情感慰藉都非常薄弱，往往体现在线上的电话联系、视频聊天，以及偶尔返乡时的当面交流。 

3. 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及原因分析 

我国养老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是个大问题，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许多新型养老模式中仍处

于重要位置。青壮年进城务工，代际支持的力量在下降，而外界支持又发挥着薄弱的作用。多种因素导

致农村的留守老人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养老困境。 
(一) 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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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保障支持力度不足 
就农村的生存环境来说，留守老人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很少特别大的支出。但当遇到生病、大笔

医疗费用需要支出等特殊情况时，老人负担的压力大，甚至无力承担较大的费用。在一些人情往来、医

疗支出以及孙辈教育等方面，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负担较大。 
虽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是还不是十分完善。由于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各地的养老保障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存在多方

面的问题，除了缺少经济收入、缺乏子女的照料以及情感慰藉，在农村养老服务方面也没有系统的配套

设施[21]。农村经济活力不足、社会保障标准低及老人购买能力弱等因素都导致了农村的留守老人无法维

持他们的经济水平。目前，我国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2、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偏低 
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给家庭带来更高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但也给

家庭带来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状况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差，身体机能的退化会

使得老人患病概率上升，他们会更加迫切需要子女的照料。但子女在城市工作生活，无法兼顾父母的生

活起居，难以为父母提供实质性照料。 
我国养老方面的专业化人才与老龄化程度不匹配。相对于目前的老龄化程度，我国专业化养老服务

人才较为缺乏。人才的缺失以及资金的不足等因素导致我国养老服务水平较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将是农村地区养老服务提供的主要内容[15]。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仍存在着床位难求、

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不匹配等问题，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较弱。 
3、家庭支撑功能弱化 
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深。子女作为提供精神慰藉的主要成员，当他们离开

父母，去外地工作生活，留守老人长期没有子女的陪伴，心理压力较大，难免会生出许多压抑、自卑、

焦虑等不良情绪。这些消极情绪经过长时间积累，得不到宣泄，最终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农村留守老人更加渴望子女的关心，希望能在子女无微不至的照料中安度晚年。但是“留守”状态

阻碍了家庭情感慰藉的有效传递[22]，外出务工子女无法为父母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虽然现在农村养老

机构的发展可以解决外出务工子女无法照料父母的一些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支撑功能。子

女在老年人的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弱，很多还处于中年的父母已经表明不把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 
(二)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原因分析 
1、传统孝道观念发生变化 
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时代的变迁，我国

传统的孝道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孝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整个社会的肯定，其核心思想内容包

括为父母提供不可缺少的物质的“赡养”和为父母分忧解愁的精神的“敬养”[23]。对于孝道的概念，有

些学者将其分为“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子女应当服从父

母，遵从父母，更加强调了父母的长辈身份。而现在社会孝道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只强调

父母的身份地位。父母与子女的辈分关系已经转向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互惠性孝道”强调的是父母

与子女的亲密程度、情感上的交流状况[24]。父母抚养子女成人，子女主动孝顺、关心父母，而非被社会

无形的条约束缚。孝道观念的变化引起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行为，子代不再非常看重赡养父母的传统，从

而会减少对留守父母的关注，代际关系重心开始下移。因此，留守老人获得的子女照料越来越少，子女

对老人的关注不增反减。 
2、养老机构分担家庭养老责任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服务机构快速发展。2022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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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老龄事业和产业有效协同、高质量发展，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加快健全。养老服务机构解决了不少留守老人独自在家，

身处外地的子女又不放心的难题。外出务工的子女无法经常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及精神支持，而养老机

构的蓬勃发展可以为留守老人提供部分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慰藉。农村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养老方式的

不断创新，给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带来了养老期望。农村留守老人由于长期与子女分离，产生了各种不良

情绪，养老服务机构也难以完全解决其心理上的问题。养老机构的发展对当前的代际关系也是一种冲击，

外出务工的农村子女通过将老人送至养老机构来转移对父辈的赡养义务[6]。子女将老人送往养老机构安

享晚年，正是将家庭养老责任转移给养老机构的表现。 
3、城乡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经济发展较城市来说比较落后，医疗资源、人力资源等养老方面的资源分配较不平衡。受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社会资源一直集中于城市，农村享有的资源只占较小一部分。从医疗资源来看，

农村的医疗资源较为欠缺。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较少，医疗器材不丰富以及药品种类不

齐全等方面。农村的老人面临着看病难，不会看病，看不起病，甚至看不上病的问题。尤其是农村留守

老人，他们缺乏子女的陪伴，就医方面的需求无人诉说。因此，农村的医疗资源满足不了老年人在健康

方面的需求。城乡资源共享则不仅有助于满足农村老人看病需求，还能够缓解城市的就医压力[25]。除此

以外，农村的养老服务提供方面的专业化人才不足，人力资源较少。当前农村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平均

年龄较高、文化程度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农村养老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养老服务的水平有待提升。因

此，养老服务人才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升康养护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模式发展的至关重要条件[26]。 

4. 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路径探索 

目前，农村仍然存在着许多留守老人。由于代际支持力度薄弱等原因，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经济、

生活以及情感上的养老问题。解决这些养老问题，不仅能够消除众多家庭的代际矛盾，更能缓解我国的

老龄化现象。 
(一) 提高居民养老保障且满足医疗需求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家庭养老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养老文

化的渗透使得家庭代际支持力度逐渐减弱。农村养老并非仅仅是个人及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

情。因此，健全多层次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尽可能地去满足农村居民不同层面的养老需求，保障他们

的基本生活水平。加大社会扶持力度，对于一些失能、半失能的留守老人，可以设置专项补贴，做到真

正为农村留守老人着想，给予其经济保障。 
农村的多数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长期下来身体素质状况较差，农村民居对医疗的需求只增

不减。而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专业医务人员一直无法满足老人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农村居民对医

疗卫生的需求，需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完善农村医疗设施建设。要吸引外来的医务人员，还要着力培

养农村自己医疗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解决居民需求与医疗供给之间不匹配的问题。 
(二) 增加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不断扩大，构建一个合适的养老服务体系必不可少。一

个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体系促使参与提供养老服务的每个主体分工明确、各自发挥作用。不仅要大力推

广居家养老，并充分利用科技，发挥科技在养老领域内的最大作用，让智慧逐步融入老年人生活中，还

要充分调动市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来。 
鼓励市场生产与老年群体需求相匹配，培养养老领域的专业化人才。养老服务设施是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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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借助社会力量，加大财政投入，全面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服务设施水平。构建整体性

养老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养老机构最大程度上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从而保证留守老年群体的

生活质量。 
(三) 强化家庭在养老中的支撑作用 
家庭养老虽然仍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但是在养老方式中的地位受到了其他新型的养老方式的冲击。

许多养老机构蓬勃发展，外出务工的子女又担心老人独自在家，养老机构成了他们的选择之一。家庭在

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家庭养老是绝大多数老年人最理想的养老方式。因此，强化家庭在养

老中的功能极其必要。 
由于许多新型养老观念的兴起，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充分利用媒体网络，

大力宣传“孝道文化”，倡导尊老爱老的价值观。要加强政策宣传以及思想理念的引导，教育子代尊重

赡养自己的父母，主动承担养老责任。对于主动承担父母赡养责任的居民，可给予其相应的照料补贴，

从而营造出一种养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5. 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出现在我们的视

野中。子代离乡进城寻求生存，老人留守在农村。这些农村的留守老人生活简朴艰难，负担着较大的经

济压力，面临着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困难。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在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作用，但并不能够彻底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在经济方面的困难。通过提高养老保障、培养农村的

医疗专业队伍、满足医疗卫生的需求来改善农村留守老人在养老方面的困难。第二，虽然现在蓬勃发展

的养老机构能解决一部分农村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但是养老机构的照料始终没有子女照料得温情、安

心。加强代际理念的宣传，强化家庭在养老中的支撑作用，让农村留守老人也能够真切感受到子女对他

们的关注。第三，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子女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支持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困境。

这就需要社会的扶助，适当地给予子女经济方面的补贴，发展更加人性化的养老机构，结合子女的力量

共同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借助志愿者的力量，陪伴留守老人的生活，帮助留守老人解决一些生活中

的困难，给孤独的留守老人带来情感慰藉。 
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是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问题。要想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

社会各主体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要立足留守老人实际的养老需求，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

养老质量，真正做到让农村留守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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