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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正处于一个“豹变”的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益增加的养老服

务、养老模式等需求对当下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养老资源、养老条件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提出挑战。新

挑战孕育新模式，以医养结合赋能农村养老、将智慧化嵌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既积极应对了农村养老现

实矛盾，也抓住了“豹变”时代下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发展的机遇，基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农村智慧养老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养老模式。本文基于我国农村地区养老发展现状与养老不出村、享老不离家

的美好愿景，厘清医养结合与智慧养老两条路径，并对基于“医养结合”的农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进行研

究，在医养结合视域下探讨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以期破除农村智慧养老的现实阻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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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in an era of “leopard chan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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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ens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old-age servic-
es and pension model challenges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
tional old-age model, pension resources and pension conditions. New challenges breeds new 
mode, with medical combined fu can rural endowment, the wisdom embedded in rural endow-
ment service system, both actively deal with the rural endowment reality contradiction, also 
seized the “leopard” era under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gover-
nance level, based on the medical combination mode of rural wisdom endowment is in this back-
ground of new pension mod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pension devel-
opment and pension not out of the village, enjoy the old don’t home beautiful vision, clarify the 
medical have combination and wisdom endowment two path, and based on “d combination” rural 
wisdom endowment service mode, in the medical combined horizon explore wisdom optimization 
path of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in order to break the reality of rural wisdom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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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现状分析 

1.1. 农村养老模式 

当下正处于一个“豹变”的时代，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农村养老压力指数直线上升。

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40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70%；全

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06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0%。从城乡之间来看，全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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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老龄化问题基

础上，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心化”等问题突出，使得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

模式受到冲击，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基于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路径是当下农村

发展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农村养老模式正处于探索阶段，农村养老的核心即为养老服务。受起步

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条件的影响，我国农村养老应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当下乡村振兴背

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主要聚焦于三种模式：社区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2]。 
社区养老模式主要是指通过村落和农村社区的集体力量，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将乡村各

种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在白天为留守老人或孤寡老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料[3]。在这种模式下，充分利

用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这一特性，结合政府、社会、家庭多方资源及力量，多力合一，

实现对农村老年人衣、食、住、行、医疗、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模式主要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对家庭老人进行精神、物质上的养老。此模式是当

下社会较为普遍的一种养老模式，而我国目前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村的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等社会养老方式发展得并不完善[4]。但在“空心化”问题凸显、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

该模式的有效性受到了较大冲击，家庭养老的质量呈下降趋势。 
机构养老模式主要是指通过养老院、疗养院等服务机构进行养老[2]。通过机构的服务人员对老年人

提供相关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养老物质需求及精神需求。受不同因素的冲击，机构养老成为了农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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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新路径，但当下城市机构养老优于农村机构养老发展，农村机构养老普及性较低，农村老年人对

于养老服务的购买力较差，同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机构养老的发展受到了一定阻碍。 

1.2. 目前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劳动力不断从乡村涌入城市，农村养老所呈现的现状较城市

养老更为严峻。农民收入较低，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城市化发展，青壮年离乡外出务工，“空

心化”问题突出，农村土地闲置。一系列背景下，农村老年人成为“空巢老人”，精神上的空虚、物质

上的短缺导致农村养老问题较为严峻。在乡村振兴下背景下，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为

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农村养老问题步入新的阶段[5]。但目前农村养老问题依然亟待解决，乡村振

兴背景下农村养老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2.1. 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在中国古代孝道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更是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6]。但在城市

化进程下，受到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养老模式、“养儿防老”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家庭养

老功能弱化明显，传统孝道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同时，农村老人思想较为传统，对养老服务及养老机构

较难接受或认同，机构养老模式有价无市。因此，在城市化及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了冲

击，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养老还未找到最合适的应对措施以适应新的环境。 

1.2.2. 农村养老资源较为匮乏 
目前，农村养老资源供给主要包括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资源供给、家庭养老资源供给、集体和国家养

老资源供给 3 种[7]。农村老人以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为主要养老资源来源，但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同

时农村老人缴纳养老保险比例较低，养老金较低，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加之老人已无法耕地，缺乏收入

来源，导致缺乏足够的生活保障。同时，农村社区养老设施不足、社会养老资源欠缺，导致农村养老资

源较为匮乏。 

1.2.3. 医疗服务设施不足，医养条件落后 
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重视物质及精神两面，但在大部分地区，物质支持仅限于日常物质需求，较难

满足农村老人的医疗需求，也缺乏较为完善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对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来讲，因其高

强度劳作而导致身体出现各类疾病，但受限于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相关教育宣传不足，缺乏科学、系

统的医疗养护。 

2. 医养结合模式下我国农村养老发展研究 

2.1. “医养结合”模式的内涵 

“医养结合”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是基于当下农村养老发展新挑战孕育出的新模式。所谓

“医养”，一般研究认为“医”包括医疗诊治、康复保健及健康护理等，“养”是指生活照护、精神心

理服务及文化活动服务等[8]。因此，可以认为医养结合是既重视“医”，也重视“养”，将医疗资源合

理引入农村养老中。将医养结合放置于农村养老中，即各服务主体在为农村老人提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照料基础上，辅以专业化的医疗服务，保证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之间的连续性[9]。 

2.2. 医养结合模式与农村养老结合的必要性分析 

2.2.1. 探索农村健康扶贫 
医养结合模式下，养老护理的群体应当是慢性病老人、易复发病老人、大病恢复期老人、残障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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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绝症期老人等相较于身体健康的普通老人群体之外的更加弱势的老人群体。农村老人以高强度劳作

为主，老年时期疾病较多，且存在着看病不易的情况，因此医养结合与农村养老结合有着现实意义。 
实际上，医养结合模式与农村养老结合的核心目的是切断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链条，实现健康扶贫

[10]。医养结合模式下，并非只是针对于患病老人，而是有利于对农村老人患病前、患病中、患病后进行

全方位的服务，能够满足农村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在此模式下，由于引入专业人员，有利于增加

农村老人的安全感，在降低因病致贫的基础上，提升村内各年龄段的健康管理意识，有利于提升农村整

体健康管理意识。 

2.2.2. 弥补农村养老机构医疗保障资源缺乏，实现资源公平 
农村医疗资源大为缺乏，在多种养老模式下，机构养老是较其他模式能够提供最多相关服务的模式。

但农村养老机构规模较小，缺乏较为专业的人才，医疗专业素养不足。事实上，农村养老机构以承担老

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为主，仅有简单的血糖仪、血压仪等医疗设备，缺乏系统的、专业的医疗服务，往往

难以满足农村老人机构养老的需求。医养结合模式下，与养老机构专业人员既提供生活照护、精神心理

服务及文化活动服务，也提供医疗诊治、康复保健及健康护理，能够充分满足农村老人养老的实际需求。

同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医养结合的服务主体多元化，能够有效减轻家庭养老成本，缓解“空

心化”老人看病不易的问题，使更多的责任主体参与[10]。 
乡村要振兴，医疗要先行，养老要保障。医养结合模式下，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医

养结合模式下，有利于完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同时专业医护人员驻扎农村，实

现真正的医疗服务驻扎，有效解决农村老人看病不易的问题，充分做到资源公平。 

3. 基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农村智慧养老发展研究 

3.1. 农村智慧养老的内涵 

智慧养老的提出，是为了破解当下我国养老发展这一大难题，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

步、探索、推广四个阶段，实践中形成了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智慧机构养老、三位一体智慧

养老四种模式，通过智慧养老为我国养老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1]。所谓“智慧养老”，是指依托互联网、

移动通讯、大数据、智能硬件等现代技术产品，完善养老服务智能设备、健康监测系统等，建立开放、

安全、普惠的养老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公共服务机构、专业医疗机构、家庭等的数据壁垒，建立联动

合作，实现老年人物质、精神等多重健康养老服务的一种智能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养老模式[12]。 
农村智慧养老，并非是“智慧”和“养老”的简单叠加，而是利用“智慧养老”这种模式，因地制

宜，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既重视物质需求，也重视精神需求。在农村智慧养老中，基于智慧服务，

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基于福利多元化视角，实现农村养老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3.2. 基于“医养结合”的农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现代化及城镇化发展为农村智慧养老的有效推动做了一定铺垫。农村能够高质量的进行智慧养老，

需要在医养结合基础上完善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是指广大老年群体及其家属在生活中

获得全方位养老服务支持的体系[13]。面对当下农村现状，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全方位检

测农村老人的养老动态，满足老人子女在外地了解老人生活、健康状态，也有利于推动医养结合模式在

农村养老中的开展。 

3.2.1. 构建农村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1) 搭建“空中”养老院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16


周芷萱 
 

 

DOI: 10.12677/ar.2024.113116 865 老龄化研究 
 

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由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组成。从线上角度出发，要做到线上高质量服务

与监管体系建设，做到全天候、全域服务，搭建好“空中”养老院及多平台中心。“空中”养老院即虚

拟养老院，旨在实现“智慧 + 社区养老服务”、“智慧 + 家庭养老服务”以及“智慧 + 机构养老服务”

等。通过“空中”养老院机制，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使得供给资源有效对接养老需求，

减少了养老服务资源的浪费，满足了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创造性地在居家养老中将服务的生产者、提

供者、消费者统一起来[14]。 
建设农村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可以有效扩宽医养结合的覆盖范围。以家庭养老以及社区养

老等作为基础，打造具有“单中心、多平台、全覆盖”框架特点的医养结合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综合服

务模式[15]，智能化、智慧化服务农村老人，充分利用“空中”养老院，积极促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农

村地区落地。 
2) 完善线下高质量服务与监管体系 
线下高质量服务的建设离不开实体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从呼叫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到服

务质量建管中心，都需要设立相关服务标准与多维度的养老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同时构建多方位的监督

反馈渠道。同时，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需要充分思考，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进行全方位把控与监督，

合理翻新、重建基础设施，为农村老人养老构建良好的养老环境。线下高质量服务需要相关工作人员的

结合乡村振兴具体要求，结合实际因素与地方情况，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相关原则结合到农村地区智慧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之中，满足农村老人养老的需求。 
线下高质量服务的建设离不开“下”到最基层。养老服务工作以及其他各类服务工作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帮助广大老年群体进一步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红利[16]。因此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应下沉基层，充

分了解农村老人的需求及意愿，搭建好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针对相关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

好监管工作，完善相关监管体系。 

3.2.2. 加强资金投入，凝聚社会力量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项目的有效运转，需要扎实牢靠的资金保障，同时智慧化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因此，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资金投入，充实资本供给，充分蓄

能，使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在实际运作和发展过程中，有效落地执行。 
医养结合的农村智慧养老有效运转需要高质量资源嵌入，引领多元化发展态势。既需要具备专业知

识的医护人员参与，也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在构建医养结合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

系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高质量医疗服务资源的有效融入[15]。在建设体系过程中，应积极引入人才，加

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相关人才激励制度，同时鼓励专业人才下沉基层开展医养结合相关服务，既要

释放农村组织的活跃性，又要有效引导社会服务的志愿化，也要强化农村养老机构的高效配合，最终实

现将智慧化贯穿医养结合服务的过程中，农村养老服务全过程智慧化、多元化，达到多方参与、多力合

一。 

4. 结论 

当下我国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养老事业仍显落后，在医疗方面短板明显。农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受长期劳作及保养意识不足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和活动能力均明显下降。随着子女外出务工，传

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孕育而出，在农村老人对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需求下，基于医

养结合模式的农村智慧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本文基于这种路径，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及分析。通过当下我国农村的三种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分析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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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搭建线上“空中”养老院与线下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进行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养老。在

医养结合的基础之上，提出智慧养老，及智慧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最终本文得出农村养老发展新路径：

基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农村智慧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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