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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且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功能显著弱化的严峻形势下，积极探索并构

建一套符合农村实际社会化养老模式，已成其必然要求。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之间

的有效桥梁和重要补充，是破解农村深度老龄化难题的一条创新且高效的路径。在其探索与实践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重现实困境，包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束缚、法律政策体系的不完善、资金保障的

短缺以及政府执行力的挑战等。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挑战，单一的力量已难以支撑其持续健康发展，亟

需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主体携手并进，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推动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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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cenario where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s intensifying, and the functionality of tradi-
tional family caregiving models is significantly weakening, actively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a 
socialized model of elder care suitable for rural realities has become a necessity. R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ome-based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emerges as an innovative and efficient solution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of deep aging in rural are-
as. However, it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evitably face multipl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deep-rooted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an incomplete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 a lack of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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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nd challenges to government execution. Faced with these complex and changing chal-
lenges, a single entity’s effort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its healthy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where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ies 
work together, forming a strong synergy to collectively promote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utual support elder c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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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当前，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正经历着快速增长的态势，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凸

显，展现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即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与“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即需应对老

龄化挑战”(未备先老)的双重困境[1]。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

趋势，发展社会养老体系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旨在填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的空白，并致力于提

升农村老年人的整体福祉。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凭借其自愿互惠的核心理念，以及基于

合作契约与制度规范的稳固基础，迅速崛起并成为了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的重要补充力量[2]。 
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已形成了多元化、综合性的思考框架，涵盖了家庭、

政府、市场以及社区互助等多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解决养老难题的多元养老思路[3]。随着城市化的迅猛

推进与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家庭养老的传统角色正经历着显著的弱化过程，其单独承担农村养老责任

的能力已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全面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4]。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公办机构养老作为

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确实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针对农村中的特殊困难群体，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与帮助[5]。然而，公办机构养老的承载能力毕竟有限，难以覆盖所有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另一方面，市场化机构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养老服务的供

给选择，但其逐利本质也不容忽视[6]。在市场化运作下，养老服务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成本，这对于经济

条件相对薄弱的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构成了沉重的负担，限制了他们购买市场化养老服务的能力。与之

相比，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创新且高效的养老解决方案，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

可[7]。它巧妙地规避了资金短缺、服务供给不足、人力资源浪费以及传统被动式养老的种种局限，为农

村养老难题的破解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径[8]。在互助养老的框架下，老年人不再是被动等待服务

的对象，而是成为了养老服务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他们通过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不仅解决了个人难以克服的养老困难，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9]。然而，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

中却遭遇了多重挑战，包括乡土文化韧性的弱化、社会关系的逐步脱嵌、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多

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困境，这些发展瓶颈严重制约了其潜力的充分发挥[10]。面对这一现状，本文深入探索

并构建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从多维度出发，全面剖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可及性现状，

深入剖析其发展瓶颈的根源所在。将进一步提出促进农村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思路，构建多元主

体协同共治的机制，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农村养老事业，围绕如何破解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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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力求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创新与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2. 农村互助养老现状及意义 

农村互助养老，根植于深厚的“守望相助”传统理念，是一种在农村社区内积极整合多样化养老资

源，通过“自助与互助”的紧密结合，创新性地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新型养老模式[11]。该模式强

调社区成员间的相互扶持与资源共享，旨在构建一个温馨、和谐且高效的养老环境，让老年人在熟悉的

环境中享受尊严、安康的晚年生活。自古以来，在我国悠久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互济养老便深深植

根于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与社会福利制度之中，成为维系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石。古语云：“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质朴而深邃的理念，

无不彰显着互助养老精神的崇高与广泛。它们倡导的是一种超越血缘界限的博爱精神，鼓励人们在邻里

间建立起如同家人般的亲密联系，共同承担起养老的责任与义务。 
自 2011 年国务院高瞻远瞩地首次提出探索“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战略构想以来，农村互助养

老便成为了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与推动方向。在这一政策指引下，我国众多城市积极响应，勇于

创新，纷纷探索并实践了多样化的互助养老模式，力求为农村老年人打造更加贴心、高效的养老服务体

系。客观审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作为植根于农村基层养老实践的一项创新成果，其独特之处在于深刻

契合了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广泛吸纳并融合了民间智慧与力量。尽管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起步较晚，但

其展现出的蓬勃生机与巨大潜力不容忽视。随着政府政策的持续支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以及农村社

区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

模式将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与完善，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推动农村养老事业迈

向新的高度。 
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视角深入审视，农村发展与推广互助养老模式无疑具有深远且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效缓解老年人口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迅猛加速，家庭养老服务虽面临诸多挑战，功能显得相对薄弱，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绝大多数

老人依然深情地眷恋着家的温暖，优先选择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的方式，他们渴望在熟悉而亲切的环境

中优雅地步入晚年，尽可能延长在家的时光，享受那份独有的安宁与自在。 
其次，通过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退休后的心理调适。退休就标志着个体社会角色的深刻转换，面对

着从职业生涯到退休生活的巨大跨越，不免会感到“难以适应”的迷茫与“老而无用”的失落。农村互

助养老模式的应运而生，则为这一理念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舞台。它巧妙地搭建起一座桥梁，连接起低龄

健康老人与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让前者在退休之后仍能发挥余热，通过提供志愿服务来延续自己的社

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再升华。它让老年人在享受晚年宁静的同时，也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拥

抱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华章。 
最后，发掘老年人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崇高视角出发，自我价值实

现的需求矗立于金字塔之巅，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开始超越基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转而深切关注精神

层面的富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在退休之后，依然能够让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找到用武之地，继

续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互助养老模式，这一根植于社区土壤的创新实践，正是回应了老年人这一

深刻需求的有力探索。它远不止于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让老年志愿者们在助人的过程中找到了

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的心灵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滋养与慰藉。 

3. 农村互助养老当前发展存在的困境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这一源自深厚乡土情怀与民间智慧的养老创新实践，以其低成本、高效益的独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4215


杨浩然 
 

 

DOI: 10.12677/ar.2024.114215 1507 老龄化研究 
 

特优势，显著增强了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为破解农村老人养老难题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展现了作

为社会保障模式创新的巨大潜力和深远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前景广阔，但目前农村互助

养老模式的发展尚处于初步试点与深入探索的并行阶段，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与困境，亟待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寻求破解之道。 

3.1. 传统孝道根深蒂固，互助养老认同度低 

首先，传统养老观念的深厚积淀，如同一条隐形的纽带，紧紧束缚着农民对新兴互助养老模式的认

知与接纳，导致互助幸福院等创新养老设施面临“少人问津”乃至“门可罗雀”的尴尬境地。这一现象，

无疑成为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迈向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要绊脚石。其次，根植于心的孝文化在

某些农村地区依旧根深蒂固，如同古树参天，难以轻易撼动。部分农村老人，深受“养儿防老”这一古

老信念的影响，将晚年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对机构养老模式持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最后，

当“空巢”现象成为农村家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时，即便经济条件已足以支撑老人入住互助养老机构，

那份对家的依恋、对子女的牵挂，以及对陌生环境的不安，让老人及其子女在心理上依然难以接受这一

选择。加之对互助养老模式缺乏深入的了解与信任，更是加剧了他们的排斥心理，使得互助养老机构在

推广过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 

3.2. 相关法规政策不健全，引发责任风险 

村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应对农村老龄化挑战的一项创新尝试，其运作与发展当前正面临制度环境保

障缺失的严峻挑战。这一新兴模式尚处萌芽阶段，社会认知度有限，制度框架的构建尚处于摸索之中，

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体系来明确其法律地位、规范其运行流程，并有效监督其发展轨迹。现

有的制度设计中，鲜有针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明确条款与细则，仅在地方政策文件中偶见零星提及，

且内容模糊，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支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民政部颁布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与《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关键性法规，却将农村社区互助型养老场所置于其适用范围之外，这无疑为

互助养老模式的合法化进程设置了障碍，使其在法律层面处于“灰色地带”，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在

此情境下，互助养老活动的组织、实施及监管均显得力不从心，矛盾纠纷的解决更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

据，导致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 

3.3. 资金注入不稳定，经营困难 

后续发展资金的匮乏已成为阻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瓶颈。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

的加速，农村独居老人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与精细化，这对互助养

老模式的资金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互助养老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资金注入机制的不稳

定与融资渠道的狭窄。尽管政府补贴、村集体投资、社会捐助及家庭贡献共同构成了资金来源体系，但

各渠道均存在显著局限。政府补贴虽稳定，但额度有限且分配时效长，缺乏长远规划与灵活调整机制；

而国家层面的专项扶持政策尚不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又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支持力量。

村集体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其经济状况普遍较为薄弱，资金链的脆弱性加剧了互助养老项目的运营风

险。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拉大了互助养老模式在不同农村社区间的发展差距，部分经济

条件较差的社区甚至难以启动或维持基本运营。 

3.4. 基层政府执行不力，敷衍应付 

在压力型体制框架内，县乡两级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动、构建及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由于政府宣传策略的不充分或执行不力，导致当地居民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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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新建机构与设施的入住率因此受到影响，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此外，部分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受到自上而下动员机制的刚性约束，却未能有效转化为实

际行动。个别领导对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视程度不足，将其视为一项简单的数字任务或政绩工程，采取选

择性执行策略，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应对考核，严重背离了政策初衷。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削弱了互助养

老模式的建设成效，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信任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上下级之间有时形成的

利益共谋现象，加剧了政策执行的扭曲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与体验，导致互助养老

项目难以持续健康发展，进而引发了农民对互助养老模式的信任危机。 

4. 农村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将创新发展农村幸福院作为积极应对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任务，聚焦民生痛点

和难点，在新的起点上为农村老人兜稳“新幸福”。 

4.1. 转变传统养老观念，培植互助意识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要聚焦于基础层面的相互扶持、心理慰藉及文化娱乐活动，如组织老

年人聚会交流、棋牌娱乐等，旨在丰富其晚年生活，有效缓解孤独感。然而，这一创新养老模式的老年

人群体尚显单薄。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力度，采取多元化宣传策略，如利用微信社群矩阵、社区公告栏、

广播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互助养老的成功案例与积极成效，旨在更新老年群体的养老观念，增强他们

的互助意识与参与热情。此举不仅能有效减轻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还能为老年人群体开辟更多元化的

帮助与支持渠道。 
同时，面对我国普遍存在的传统养老观念束缚，特别是“养儿防老”思想的根深蒂固，需加快推动

观念转变，让老年人认识到无子女养老并非耻辱，而是社会进步与多元化养老模式发展的体现。村委会

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持续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互助文化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

积极性，形成邻里间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良好风尚。 
此外，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也是关键一环，通过设立奖励措施，如积分兑换服务、表彰优秀互助个

人或集体等，进一步激发老年人的参与动力。村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需主动作为，指导老年人及其家庭

成员学习掌握政府关于互助养老的政策法规，深刻认识其优势与价值，确保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位有需要

的老年人。 

4.2.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制度保障 

法律作为国家的基石与标尺，其刚性与稳定性对于确保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和根本

性至关重要。因此，加强立法工作，将党中央关于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战略部署与政策导向及时转化为

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是推进农村养老事业法治化的关键一步。具体而言，可在相关法律体系中增设专

门条款，明确农村幸福院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发展方向。进而，依据上位法精神，制定一系列专项

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形成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法律规范体系，确保互助养老模式在法治的轨道上

稳健前行。 
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后，地方政府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地方规章与政策，细化操作流程，增强制度执行力。这包括制定详尽的实施细则，明确责

任主体与监督机制，完善追责问责与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同时，针对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与潜在问题，地方政府还需提前制定应急管理预案，提升应对能力，为农村互助养老的持续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共同推动农村养老事业迈向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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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财力保障，提升投入 

绩效财力保障无疑是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直接关乎其广阔前景的塑造。为此，必

须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确保政府作为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角色得到充分发挥。这要求我们在加大

财政对农村互助养老支持力度的同时，注重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果，并确保这一支持能够基于国家

经济的稳健增长和财政实力的持续增强，从而构建起稳固而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体系。这样，即便面对外

部环境的变化，也能有效避免因政府资金波动而导致的农村互助养老项目建设和运营水平的下滑，进而

维护村民的获得感与满意度，避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发展，又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确保各项政策举措既符合实际需要，又兼

顾财政承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为进一步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财力保障结构，减轻财政压力，

必须勇于创新，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筹融资渠道。具体而言，可通过增加农村老人的资产性收益，激发其

参与养老服务的内在动力，为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4. 提高农村互助服务管理人员专业性 

在优化睦邻点养老服务的进程中，确保拥有专业的养老服务团队是保障服务质量与效率不可或缺的

一环。鉴于农村互助养老所蕴含的深厚代际传承特性，对于服务提供者而言，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

能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通过增强社会福利投入，可以吸引并留住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养老服务人员，为睦邻点注

入新鲜血液与活力。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水平，还能促进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与升级。另一方面，

鉴于村干部在农村社区中的核心地位与影响力，加强对他们的专业培训同样至关重要。通过系统化的培

训项目，不仅能让村干部掌握更多关于养老服务的专业知识，还能引导他们树立以老年人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学会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与感受出发，提供更加贴心、细致的服务。这种转变不仅能够有效解决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还能增强他们对睦邻点养老服务的信任与依赖。 
若短期内难以组建起完全专业的互助养老队伍，那么对村干部进行重点培训便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

的过渡方案。通过培训，村干部可以逐步掌握一些基本的养老服务技能与管理方法，进而在实践中不断

提升睦邻点的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长远来看，这将为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农村地区面临着人、财、物资源不断向城市汇聚的深刻变革，这一趋势

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使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展望未来，机构养老虽被视为一种替代

方案，但其高昂的费用往往令农村家庭望而却步，且机构化环境无形中削弱了老年人与乡村社区间深厚

的经济互动、社会联结、心理慰藉及精神寄托，进而影响到养老的整体质量与幸福感。鉴于此，探索并

构建基于家庭养老基石之上的互助养老模式，成为了未来中国农村养老领域的重要出路。互助养老理念，

根植于社区互助共生的理论土壤，具备天然的合理性与实施潜力，但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精

细化的技术设计与深层次的社会资本支撑。 
村庄，这片被清新空气所环绕的净土，为老年人提供了与土地亲密接触、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环

境。在这里，他们可以仰望蓝天白云，聆听鸟语花香，沉浸于舒缓的生活节奏与宁静的乡村夜晚，这一

切都是老年人理想生活的最佳注脚。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熟人社会中，互助养老不再是一种迫于无

奈的选择，而是成为了老年人心中最向往、最适宜的养老方式。它让老年人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同时，也

为村庄的和谐与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共同编织出一幅幅温馨、美好的乡村养老画卷。中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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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实施，为村庄互助养老模式的兴起与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框架，并注入了充沛的资源动力。

这一战略不仅聚焦于村庄的硬件建设，如道路、住房、医疗设施的改善，更着眼于软件环境的优化，如

社区文化的培育、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为互助养老技术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因此，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不仅是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一次有力回应，更是

对未来全球养老体系创新的重要贡献。它展示了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引导、社区参与

和技术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贴近民生的养老之路，为全球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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