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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进程虽慢于汉族，但老龄化也呈增长趋势，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日趋加剧。探讨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不仅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省峨山县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本文对峨山县农村彝族养老问题进

行了研究，分析得出峨山农村彝族养老资金、观念、精神、模式都存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建

设、制度建设、服务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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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ageing proces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slower than that of the Han Chinese, ageing is 
also on the increase, and the problems of old age brought about by age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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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Exploring the elderly in rural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
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eing popul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As Eshan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has entered the ageing st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lderly problem of the 
rural Yi in Eshan County, and analyses the dilemmas of funding, concepts, spirit and models of el-
derly care for the rural Yi in Eshan. On this basis,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old-age 
pension problem in rural ethnic areas from five aspects: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
struction, service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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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并将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民族地区农村老龄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

程明显加快。峨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置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

68.8%，2022 年峨山县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84 万，老年人占户籍人口比例达 16.57%。峨山县老

龄人口近年来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空巢老人逐年增加。随着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峨山彝族老人

养老状况相比以前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

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较多成果。对农村养老问题，学者主要关注点在农村养老模式、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农村养老服务三个方面，对民族地区养老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方面民族地区养老

问题牵系百姓民生的福祉，社会安定、解决民族地区养老问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需要我们积极

应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

族的一部分，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养老、保障少数民族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权益，是实

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峨山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养老资金、观念、精神、模式都存在困

境，养老问题日益突显，本文以峨山彝族自治县为例，分析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现状，并根据民族

地区养老的特殊性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力图探寻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更好促进民族地区

秩序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现状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主要有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五保户”养老三种模式，这三种不同的

养老模式深刻反映了民族地区养老现状。 

2.1. 自我养老模式 

自我养老是老年人晚年的生活所需来自于以往的生活积蓄和老年时继续参与社会劳作，自我养老是

老人自我供给、自我照料、自我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模式。 
自我养老模式在经济上来源于自己的积蓄和劳动；在身体素质方面要求老人有良好的身体状况，能

进行生活自理；在思想意识方面要求老人有较好的精神状况，能够进行自我精神安慰。依靠自我养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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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无论是在经济供养上、日常照顾上还是精神安慰上主要靠的都是自己。自我养老模式有时也是子女

外出务工，老人留守在家的无奈之举。但其确使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节约。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

加剧，仅仅依靠家庭和社会养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养老资源短缺，应该不断的鼓励自我养老模式发展。 

2.2. 家庭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供给、精神上慰藉和日常照料的养老

模式。家庭养老作为传统养老方式对老人和社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是目

前广大民族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养老模式。但家庭养老也存在一定弊端，一方面家庭养老实现了家庭内

部的反哺式养老[1]，使民族地区老人真实感受到了子女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养儿防老”的

观念，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家庭养老模式也不利于现代新型养老模式发展。 

2.3. “五保户”养老模式 

“五保户”养老模式主要是为解决农村无依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人的基本生活问题，

民族地区的“五保户”养老由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五保户”供养可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类。敬老院和福利院属于集中供养，一般集中在乡(镇)、

县(区)，将符合条件的老人集中起来，统一生活，集中管理。分散供养是五保对象不入住养老院进行集中

管理，但仍由政府供养的一种形式，分散供养救助水平低于集中供养。由于政府用于养老资金有限，“五

保户”养老只能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2]。 

3. 峨山农村养老面临困境 

3.1. 资金困境 

峨山地区农村老人子女经济实力不强，供养水平低。首先，对于外出务工的家庭来说，在民族地区

尤其是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大多数年轻人很早就辍学在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也主要

是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低工资收入的工作，勉强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上学等费用，有的

挣得的钱花在路费和租房上，能用于供养家中老人的资金所剩无几。其次，对于在家务农的家庭来讲，

峨山彝族农村地区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烤烟、蔬菜，每年家庭人均收入基本不超过一万元，遇上天灾更

是收成极少，一年辛辛苦苦的劳作仅能勉强维持一家生活，家庭低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当地老人的养老。 
养老保险过低也是影响养老水平的重要因素。虽然对于民族地区老人而言，政府有一定的财力支持，

但是是杯水车薪。现在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有政府发放的 200 左右的养老金，养老金标准过低，除了

一些特困户，养老金基本上不会成为这些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多数彝族老人都有子女，不属于五保

老人，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也没有退休金。峨山农村彝族老人开销都集中在医疗和饮食上，日常消费

节俭，几乎没有用于娱乐的支出，自己的劳作和子女的补贴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收入。 

3.2. 观念困境 

在交通闭塞、经济不发达的彝族村庄，养老观念存在两个困境，一是在老人观念中辛辛苦苦把子女

养大，老了就应该依靠后代，家庭养老在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依靠政府、社会及自

我投资保险的养老观念。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快，每年大量民族地区年轻人外出务

工，民族地区空巢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对传统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集中养老模式虽是应对峨山地区空

巢现象的理想模式，但当地老人对集中养老接受程度很低。他们认为，集中养老模式只适合那些没有子

女的人去，有子女的养老院是一种耻辱；二是峨山当地彝族老人对社会养老保险认识水平很低，当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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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老人不愿意购买社会上的养老保险，只愿领取政府每月发放的免费养老金，甚至有些老人根本不

清楚什么是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意识的缺失，客观上制约了老年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这

种观念导致了民族地区的老人养老经济来源问题日益严重。 

3.3. 精神困境 

峨山地区老人精神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大多数农村文化设施缺乏，也没有老年协会等组

织或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供老人娱乐。峨山农村彝族老人农闲之时主要是串门聊天、跳广场舞、看

电视或做家务，且由于民族地区老人知识水平的限制，在这里很少看到读书看报、下棋打牌或其它娱乐

活动。虽然大多数老人都说自己的爱好是和同龄的亲戚朋友一起玩，但他们除了种地和照顾孙子外，没

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情感生活的缺乏使得当地老人精神慰藉缺失，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其次，子女对

老人的关心对老人的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近年来，峨山农村彝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工作繁

忙加上来往交通费用昂贵，子女只有在过年、火把节或家里有大事时才会回家，这使得民族地区老人来

自子女的精神慰藉也相当缺乏。 

3.4. 模式困境 

模式困境体现在目前峨山彝族农村地区所存在的养老模式单一且不易改变。首先随着农村地区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患病率和残疾率不断上升，生活自理能力不断下降，因

此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日常护理、保养和社会服务。农村老年人口占总老年人口的 75%，但养老机构通常

设立在城市，民族地区的农村没有互助养老、医疗养老和智能养老这些新模式。农村老年人口众多，对

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大，对现存的农村主要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其次，在后乡土社会，婚姻、家

庭和居住模式正在冲击着民族地区农村的传统家庭养老。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决定了家庭赡养是农村

养老的主要方式，子女无力赡养老人和父母对子女的依赖之间的矛盾也对中国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提出

了挑战。 

3.5. 设施困境 

设施困境主要体现在医疗设施和娱乐设施上。峨山彝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医疗设施有限，

医疗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但是许多老人因为自己身体条件和经济能力，不能到县级以上的医院就诊，大

多数只能选择乡镇卫生所，无法得到全面细致的检查和治疗，所以不能解决老年人的疾病痛苦；除了医

疗设施外，娱乐休闲设施也同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注重日常身心健康和身体锻炼，他们晚

上都会出来活动，但村子里并没有便捷的娱乐器材满足老人的需求，民族地区娱乐设施是缺乏的。 

4.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的思考 

4.1. 经济建设：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是立身之本，是应对民族地区养老问题的前提和关键。要解决少数民族养老问题就必须加快民

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让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促进政府的财政收入

和家庭、个人的经济收入增长，为少数民族地区老人养老提供夯实的财富基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其一，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结合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动少

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其二，要发展民族地区特

色经济、特色产业，激活经济发展活力，促进人力资本回流，提高民族地区政府财政收入，改善少数民

族人口的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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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度建设：完善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 

完善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继续完备健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当前，伴随各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仍然

存在问题，这些制约着民族地区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要继续推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晚上；其次，

因地制宜地建立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老人面临的养老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地

区养老保障体系结合中国国情、结合当地养老现状，探索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推动

民族地区老人切实提高医疗报销比例，解决看病难、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最后，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养

老保障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完善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必须集结各方智慧，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调

动社会力量，积极进言献策，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健全[3]。 

4.3. 服务建设：探索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差异化养老服务 

解决民族地区养老问题要探索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差异化养老服务。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尊老、

敬老、养老的“孝”文化，同时也有富有各民族特色的养老实践。少数民族多样化的文化传统和分散广

泛的地域分布决定了少数民族老龄问题的应对没有统一方案和标准答案，必须尊重和包容民族间的差异

性特征，探索发展有民族特色的差异化养老服务制度。对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要根据各民族和

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区域化、精准性地提供政策支持与引导，针对具有民族特点的特殊地区和特殊问题，

制定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在充分尊重和适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推动养老保障

和养老服务的实现，满足民族地区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4.4. 思想建设：加大各方面对民族地区老人养老问题的关注 

首先，从社会来讲，每个人都会变老，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应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要大力推动社

会力量参与，加大对民族地区养老问题的宣传，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当中

来，宣传敬老爱老的观念，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其次，从家庭来讲，要传播孝道文

化，在家庭中营造敬老爱老的文化氛围，鼓励子女们关心家中老人。很多少数民族青年进城务工之后对

父母的关心少了很多，针对于此，可以利用各种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在网络等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推

广正面信息，让子女更多的人关心家中老人养老问题[4]。最后，民族地区老人自己也应多多关注自己的

养老问题，应转变观念，因时适宜，适应现代的养老模式，这样才能在缓解子女和社会压力的同时，也

消除了自己内心的孤独，得到精神慰藉。 

4.5. 文化建设：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建设 

首先，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适合老年人的文化有很多，如民间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民族服饰艺术、手工艺等[5]。目前，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年轻外出打

工，当地很多传统文化几乎成了老年人的“专利”，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建设既能对传统文化进

行保护传承，又能让老人“老有所为”[6]，大大提升了民族地区老人的幸福感；其次，深入挖掘民族地

区传统文化，能通过文化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如发展当地特色民族文化产业，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

等，将文化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为民族地区养老提供资金保障。 

5. 结语与展望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是

影响我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7]，在农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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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严峻的当下，我们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性。老龄化是我国的长期国情，解

决民族地区老人养老问题现实且紧迫，且民族地区老人作为弱势群体，很难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去解决此

问题，所以国家、政府和社会中有能力的组织和个人要共同努力，为民族地区老人创造出一个有保障的

养老环境，让他们安享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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