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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越来越严重，使得乡村
老人赡养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村养老服务的完善任重道远。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国必先强

农，农强方能国强。农村养老作为“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不断将其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提高农村

养老服务的质量，才能推动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

提出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困境，最后针对困境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进而推动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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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age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rural areas,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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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issue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face huge challenges.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2023,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a strong country must first strengthen agriculture, and only when 
agriculture is strong can the country be strong. Rural elderly care as a part of the “three rural is-
sues” only by continuously solv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can the overall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e achiev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ur-
rent main models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difficulties in rural el-
derly care services, and final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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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2021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 18.7%，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其中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

镇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1 这一显著的差异背后，是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与此同时，农村养老服务在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等模式方面均面临着困境，农村人口老龄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农村养老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和城乡和谐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乡村振兴背景之下，

更多的人才、科技、资本等资源必定纷纷涌向农村地区，为养老服务提供契机，助力养老服务模式和体

系的完善，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养老服务发展[1]，因此要抓住机会乡村振兴的良机，努力提高农村养老

服务质量，反哺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2. 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 

2.1. 自我养老 

在农村，自我养老是最普遍的养老模式，作为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经营土地的收入，因此

自我养老也叫土地养老，就是通过经营土地来获取经济收入，用于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并且为自己的

老年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即到了晚年也能够经济自立、生活自理和精神自强，在整个养老时段上，不管

是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还是精神慰藉都是依靠自己为主[2]，必要时间才会向子女、社会索取帮助。 

2.2. 家庭养老 

“百善孝为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自古以来都主张“养儿防老”。

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方式在农村也非常普遍，农村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子女多，因此是家庭成员轮流或者

共同供给养老所需资源的一种养老模式，而这些资源中包含了物质方面的保障与精神方面的抚慰，其实质上

是亲情养老[3]。家庭养老能够使老人得到子女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抚慰，是比较理想的农村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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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服务是针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的现状，从社会角度提供给老年

人的帮助服务。在农村，集体养老模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五保”供应管理制度、养老院、敬老院等等。

其中，“五保”供应管理制度针对农村“三无”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在吃、穿、住、医、葬五方面给予

照顾和补助。一般情况下，无儿无女或者子女实在没有时间照顾的农村老人都会去村镇的养老院养老。

与此同时，60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作为生活补贴。 

3.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现实困境 

目前农村养老的三种主要模式都存在问题，自己自足的养老方式不具可持续性，家庭养老和社会养

老也因为家庭结构的变更以及养老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面临冲击与挑战，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农村老年群体收入低，自己自足的养老方式不持续 

农业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农业文明已经融入到农民的血液中，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不断延续。中

国农村的老人傍地而生，以农为脉，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谋生的基础，也是家族传承和身份认同的

象征。老人们将土地视为财富的源泉，是他们长期劳作和辛勤耕耘的结果，代表着生活的稳定和安全。

与此同时，农村老年人不愿意闲着，更愿意在自己身体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从事耕作劳动，在他们眼里，

不仅能够获得经济收入，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并且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是现在的新形势使得农村老年人

不能够继续通过自己自足的方式养老。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越来越多的土地流转，农民

依靠土地的收入相比于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来说越来越低，老人无法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一部分农村老人年龄过大，劳动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会有所下降，很难通过劳务来增加收入，经济基

础的匮乏就使其生活更加困难。所以说，在目前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农村老人通过自己自足的

方式进行养老，已经不能够持续的发生作用了。 

3.2. 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冲击 

传统的家庭养老在农村是最受青睐的养老方式，子女通过给予父母生活费用、轮流照看父母等方式

赡养老人，使老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孝”的国家，

百善孝为先，亲情大于一切，所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最普遍也是最受认同的方式。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育的推行以及经济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也使得子女

的养老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城镇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新一代的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去城镇发展，然而大

部分老人在农村住习惯了，不愿意跟随子女去城市生活，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遭受到了很大

的打击，这也导致农村的空巢老人不断增多。赡养老人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度也在逐渐降低，而采用自

我养老模式的老年人收入来源也在持续降低，不孝敬老人，甚至对老年人进行家庭暴力的现象也层出不

穷，这些都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养老问题所产生的冲击[4]。 

3.2. 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面临挑战 

我国政府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得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

养老保险制度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保障标准低和政府补助缺位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可持续性

的症结，即使对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相对发达的农村而言，其社会养老保险水平也不容乐观[5]。与此同

时，我国现有的养老模式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不是所有老人都能享受到，像集体养老保障形式一般只能

局限于“五保户”群体，但是这部分老年人群体占全部老年人群体的比重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老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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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既不能通过劳动来获取收入，也没有退休金收入，养老保险金的标准又十分低。与此同时，农村养老

院的护理设施不够完善，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缺乏专业的护工和养老设施，因此对于农村的贫困老年群

体来说，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整改还不够完善，社会养老模式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对策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农村养老服务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针对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乡村振

兴战略计划中都有相关的应对策略，因此要借助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改进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从源

头上解决问题。 

4.1. 促进农民土地经营增效，增加老人普惠性供给 

首先，农村养老质量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村老人的收入低，农村 60 岁左右的老人群体为了不给儿女增

加负担，多数都在村里务农，土地经营收入还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要提高土地经营效益，达到老

人收入效应的最优最大化。通过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

管等社会化服务[6]，减轻农村老人的耕种负担的同时，提高老人的收益。同时村委会可以进行招商引资，

寻找合适的土地承包商，引导农村老人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并且针对老人的年龄和家庭情况在流转费

上给予适当的帮助。 
其次，除了经济上的补助，还可以在老人精神建设方面增加普惠性供给。在农村，大部分老人是不

会使用电子设备的，更多的是使用功能单一的老年机与家人保持联系，他们娱乐的方式很单一，除了听

收音机、看电视之外，很少有其它的活动。因此，可以在村(社区)、镇(街道)设立文化艺术中心等机构，

并且定期举行培训、展演等活动，为老人提供一个学习娱乐的场所和平台，使老人的歌唱、乐器等才艺

得到充分地展示，丰富老人的业余活动，让老人在打发老年生活的同时，不断提高身心健康、提高生活

质量。鼓励乡镇政府建立老年大学，并支持村组和社区设立老年学习点和老年学校，以促进老年人的学

习和知识传承。利用数字化平台展开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教学活动，让老人学有所获、学有所乐。 

4.2. 重视家庭养老基础作用，发展农村多元养老模式 

中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使得家庭养老模式基础最牢固，同时也最受青睐，因为其不仅是

优秀家风的体现，也是效果最佳的养老方式，它照顾到了老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需求。大部分农村

老人很少外出，他们几乎一生都呆在自己出生并度过大部分时光的村庄，因此他们渴望在自己熟悉的地

方度过晚年。与此同时，要创新发展其他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互补，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第一，重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村(社区)、镇(街道)应加强民众的优秀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子女对孝

敬父母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让他们了解农村老人在孤身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从家庭道德的角度处理因

农村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赡养问题，营造和睦有爱的家庭氛围，给老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养老环境。第

二，要重视其他养老模式多元共促。在老龄化情况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自己自足和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应该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农村老人养老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可以全面推行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通过组织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健康老人与病弱困难老人的就近、就亲、就便帮扶结对，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对互助关系[7]。这样不仅有利于老人之间的来往互动，也有助于减轻子女的压力。 

4.3. 完善政府帮扶养老政策，加大在农村养老方面的财政支出 

首先，在资金支出方面，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划和配置资金。政府应将每年的农业社会养老金纳入国

民经济规划，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机制，来确保政府财力的支持。为特贫困老人争取更多的补助。同时政

府要能够进一步搞好农村贫困老人的低保工作，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用来维持农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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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权益。并且定期对老人的生活状况展开调查，以确保能够立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得每一

位老人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其次，政府借助乡村振兴引进更多的人才，壮大人才队伍。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乡村人

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因此，要借助此契机引进

更多的专业人才到养老院、敬老院、农村医疗中。引进社会专业人员参与指导和改进农村养老服务，鼓

励现有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积极参加全国职业水平考试，并鼓励其进行社会工作学历和学位教育。同时引

进更多的青年志愿医生投身到乡村养老服务行业中去，让青年人在具体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乡村振兴计划添砖加瓦。 

5. 结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老龄化的速度而言，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是“三农”工作的

重点。不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把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关切引入到乡村振兴的主题中去，

构建高质量农村养老体系指日可待。针对目前三种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家庭、社区、政府等应该联合

起来对症下药，从而真正意义上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为农村营造一个安定团结、

和谐有爱的养老环境，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美好社会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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