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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正经历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其带来的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一

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为我们剖析了这一问题，同时为我们提出可行性建议提

供了理论支持。通过对滁州市Y村的实地调查可以获取农村空巢老人在经济保障、精神慰藉、生活保障

方面的情况，归纳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解决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

老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帮助农村空巢老人提高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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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which has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is undergoing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
mation. The issue of pension security for the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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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Marx’s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 has analyzed this 
issue for u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posing feasibl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Y Village in Chuzhou City, we can obtain the situation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spiritual comfort, and living security, summarize the causes of the 
pension security problems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on pension 
security issues for empty-nesters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help empty-nesters in rural areas im-
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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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的转型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农村工作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农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在农村工作中就要解决好在社会转型条

件下由于各方面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导致的空巢老人养老保障工作。我们希望基于马克思的社会保障理论

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空巢老人在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帮助广大老年人提

高生活品质和满足感。 

2. 理论基础：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 

2.1. 核心理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的主线，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国的不断

确立和巩固使得贫富矛盾日益成为显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无产阶级立场的逐渐形成。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的过度榨取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自由劳动力在城市中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与

此相对应，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被削弱，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将越来越固化。尽管当局采取了建立济贫制度、

调整福利政策等举措，但“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1]，
即这些措施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缓和阶级矛盾的必要手段，并不是真正的从劳动者本身出发来谋求

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可见，社会保障具有一定的阶级性。 
学生时期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树立了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

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他为了维护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对资产阶级

所作的有力批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解放路径。在《共

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结合在一起，并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无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资本论》中，他通过详实的数据记录了当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老人、妇女、

儿童和失业者的生存窘境，对于劳动者的生存质量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

出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并且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总之，马克思一直都在为建立强有力

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做出理论探索。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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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对人的生存质量给予更高的关注并给出更全面的措施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2. 重要原则 

2.2.1.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决定分配，我们不能因为社

会保障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过度地追求社会福利，因为社会福利的最终来源仍是社会的劳动生产。正

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

的文化发展”[2]。如果社会总产品不足，那么可用于社会保障的福利自然不会提高。所以社会保障的水

平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区间是既能满足人的最低生活条件，又不至

于超越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2.2.2.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架构中，从一开始就将物质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形态的关系做了清晰的阐释，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这表明马克思很早就在理论

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做出过论证。马克思也曾批判过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这就给未来社会处

理二者关系提供了现实指向。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5]。因此，马克思在关注社会保障问题时认为，尽管物质生产发挥着更基础性

的作用，但是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应该得到重视。 

2.3. 具体内容 

2.3.1. 责任主体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社会之后，仍然面临着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共

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他提出，“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6]。因为“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

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7]，简言之，工业化

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削弱。同时，养老保障作为准公共产品，我们仅仅依靠发挥市场的作用来解决

养老问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国家在提供养老保障方面仍然负有相应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2.3.2. 资金来源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创造的一切财富都归劳

动者所有。但是在进行个人分配前，要进行两次扣除，第一次扣除包括“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

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2]，
第二次扣除包括“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

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2]，其中第二次扣除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就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并

这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总的来说，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来自对社会总产品的

扣除。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剩

余价值归劳动者所有，所以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3. 转型条件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问题及成因 

我国正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给劳

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城镇化的推进使得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其中最多的是来自农村

的青壮年劳动力；工业化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空间且更加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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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格局；在观念上也随之造成了“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因此，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大量老年

人“空巢”化的过程。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也会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包括养老、医疗、收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乎老年人的幸福感，必须得到重视和解决。 

3.1.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问题 

3.1.1. 经济保障不足 
根据我们对滁州市 Y 村 60 岁以上的 67 位空巢老人的详细调查，他们的经济来源比较单一，受教育

程度也不高，来自政府的资金扶持也比较少，这使得我们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缺少了物质条件的支

持。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障不能仅仅只解

决温饱问题，住房安全、看病、出行、消费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投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会使这

类情况成为常态。如果今天在长效机制上少投入一点，未来我们就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弥补。 

3.1.2. 精神生活贫乏 
无论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时代还是在全面小康的时代，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问题。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不能因为他们年老不参与劳动就而把他们拒绝于社

会之外。作为老人，特别是身处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他们对社交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农村地

区的精神文化活动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会很少，“空巢”的老人也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在沟通交流和丰

富精神方面就会比普通老年人更加渴望得到关爱和支持[8]。如果这一点得不到关注，他们老年生活的安

全感和满足感就会缺失。基本的精神文化产品在我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如果不去提供这样的服务，市

场主体和社会就更加不会支持养老事业的发展。除了一些无形的文化作品，还需要能持续满足老年人文

化生活的硬件设施。 

3.1.3. 医疗和生活条件差 
农村里的老年人大多都是出生贫寒，从年轻时就开始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体力的过度消耗和健康意

识的缺乏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的身体在年长时会出现各种疾病。在 Y 村的调查结果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老

年人患有慢性疾病，我们在访谈时也得知很多老年人由于饮食方面的问题使自己的身体也会出现其他方

面的各种疾病。另一方面，生病不去看病也是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空巢老人从

年轻时就没有培养正确的健康意识，在平时生活中也不注意饮食方面的诸多问题。再加上老人们年老时

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陪伴，也不愿花费太多钱在看病问题上。医疗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医疗资源的可得性

是影响农村空巢老人关注自身健康的两个重要因素[9]。 
农村虽然也是群居生活，但是空巢老人们居住点还是比较分散，各方面的工作也很难做到那么细致。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养老机构以帮助他们解决养老问题，各方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但是很多老人没有住

进去的意愿。一方面是因为对陌生生活环境的恐惧，很多老年人在晚年只想过安稳的生活，他们早已习

惯了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再优质的生活条件也抹不去心中的乡土情结。另一方面，舍弃原有生活的成本

太高，原来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可以种菜务农，也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养殖什么、种植什么等等，

他们担心去养老机构会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 

3.2.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成因 

3.2.1. 家庭养老功能削弱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城市拥有更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条

件，也拥有更有潜力和活力的经济条件，人们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发展，特别是农村适龄劳动力

会大规模的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使得大量的老年人口留在农村，成为空巢老人。同时，各地为了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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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相继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10]。既包括户籍和子女教

育政策，也包括一些培训和社会保障政策，这些都更加激励农村青壮年落户城市。与此相反，农村的产

业振兴无人参与，农村的养老事业无人问津，城乡之间的差距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大并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农村空巢老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利益受损者，有的家庭甚至会将孙辈的小孩留在农村交给老人们抚

养，这就愈发加重了老人们的负担。 

3.2.2. 老年人的自养能力不足 
对于子女进城务工的老人，他们的空巢更多的是因为与子女的分居。由于大多数老年人自身无法通

过劳动获得收入，自己的精神和情感需求也无法从自身得到满足，所以空巢老人自我养老的能力不足。

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调查结果看得到老年人们的自我养老意识是有的，很多人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老

年生活做准备，他们也希望为自己的子女减轻负担，而最后这份重担落回了自己肩上。由于孝道的缺失

和孝文化的淡薄，空巢老人的子女们要么会推卸养老责任，要么就会在轮流赡养中造成老人的间接性空

巢。老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不能自足，而且在精神上因为子女的推卸责任而变得更加悲观，很多老人

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培养了独立生活的意识，但是自己体力和精力有限，很难跟上现代生活的节奏，比如

很多科技产品用不了、出行困难等等。 

3.2.3. 多元化养老机制尚未形成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其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首先，在法律法规和长效机制方面，我们政

府已经做了一系列工作来保障老年人养老事业。2018 年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法律层面明确了

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权利，民政部门还颁布了《关于提高农村留守老人服务水平的意见》，《意见》指

出，家庭和子女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负主要责任。由于这些宏观层面的规定在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不

强，还需要进一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细化落实方案并且尽快落地成型。 
其次，在财力支持方面，我们对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没有专项的投入，在投入方向和目的上

不够精准，农村空巢老人在其特有的需求上得不到很好地满足。在养老保险方面，老人们所领取的养老

资金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开支，如果想要提高老人们的生活质量，老人们只有开辟其他的资金来源。

在补助资金的来源和分配方面，我们一方面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为帮助改善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平衡对城乡老年人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特殊群体要有更多的关注。 
最后，在医养生活方面，存在公共医疗卫生水平不高和社会化养老机构的缺位的问题。农村地区多

偏远，优质的医疗资源无法延及到这么偏僻的地区[11]。另外，村级单位的医疗机构很少，这些医疗机构

中的医疗设备也较简陋，并且医疗人员配备也较少，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医疗资源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可得

性。目前市场化经营的养老机构大多数存在于城镇中，它们作为盈利单位，几乎不可能将优质的养老服

务带去偏远的农村，而怀有乡土情结的老人们也不会选择去城镇中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4.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保障理论和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现状，我们认为需要构建一个政府主导、

多元参与的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该主动积极作为，探索适合

当地的养老保障政策。多元参与就包括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兼顾个人养老和其他养

老保障方式，充分发挥各种养老方式的优势，按照统一要求和制度安排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4.1.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回乡 

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主要还是因为在乡村没有优质的产业可以给他们带来较好的经济收入，同

时乡村生活的质量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当地政府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因地制宜发展一批适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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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产业，鼓励年轻人投身乡村建设中，这样既满足了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加满足了老年人家庭

养老的需要。 

4.2. 建立“空巢”档案，对点跟进保障 

农村空巢老人的居住点较为分散，不同聚居点的老龄化情况不同，同一聚居点的老人也住在不同区

域，我们当地政府应该对这些空巢老人做一次情况摸排，对各类空巢老人的情况要逐一登记，特别是他

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无法解决的困难，都要纳入到“空巢”档案中统一管理。政府也要还要对这些老人设

置对点联系人，让老人们有任何疑难杂事都能找到专业的人获取帮助，同时他们所获得的养老保障是否

及时到位也可以从对点联系中得到反馈。 

4.3. 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医疗健康 

农村空巢老人的娱乐和健身设施是他们休闲娱乐的重要硬件条件，医院是老人们维护自身生命健康

的最后一道防线。老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政府部门可以在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条件方

面加大投入，帮助老人实现愿看病、看好病的要求，也能够给广大老年朋友提供娱乐和健身设施。 

4.4. 统筹社会资源，推进养老服务 

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可以给老年人提供最好的养老保障服务，但是在农村地区开设这样的养

老机构既没有老人愿意去，开设的成本也会较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对点帮扶的过程中组织动员，也

需要他们为养老服务机构在当地的建设提供支持和资助。除了养老机构的服务，政府部门还可以开展丰

富多样的文化休闲活动，帮助空巢老人们摆脱生活的烦闷与苦恼。 

5. 结论与展望 

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正经历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城镇地区也应该反哺农村地区。以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为支撑，我们认识到形成一定规模的

农村空巢老人群体的历史环境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一时的帮扶和纾困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长久的问题，

对经济保障的长效机制才是应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治本之策。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既要保障好老

年人的权益，也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在制度创新和社会稳定两个方面找准平衡点，建立和完善长效

机制，保证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养老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参与和努力。农村空

巢老人面临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他们的养老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靠政府或者家庭单方面的支

持也会分身乏术。各方参与不仅包括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家庭、企业、民间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

的支持。只有在政府的统筹下，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才能够向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事业中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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