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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人口趋势，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突出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之一。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部分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较为完整的养老保险服务，而农村老年人多依

靠自我储蓄和“新农保”，但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农村老年人仍需要通过

自己的劳动或者子女支持才能保证自己晚年生活的质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将农村养老放在首要位置。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劳动人口占

比约为城市的两倍，这就为中国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提供了坚实现实基础。通过对农村老年人“老

而不休”的原因、可行性及功能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为他们提供保障措施，助力缓解老

龄化挑战。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农村老年人，养老，老而不休 

 
 

A Study of the Functions and Safeguard 
Mechanisms of the Rural Elderly’s “Old Age 
without Retirement” Behavior 

Wentao D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2nd, 2024; accepted: Aug. 19th, 2024; published: Aug. 28th, 2024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as a demographic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has becom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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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ost prominent modern social problem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gainst the back-
ground of China’s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me urban residents are able to enjoy 
more complete old-age insurance services, while the rural elderly mostly rely on self-savings and 
the “New Farmers’ Insurance”, but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Farmers’ Insurance”,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he rural elderly still ne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fe through their own labour or the support of their childre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a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placing rural old-age care at the top of the list. According to China’s seventh 
population census,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is about twice as high 
as that of urban areas, which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ld age without retirement”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China. By analysing the causes, feasibility and functions of “old age without re-
tirement”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we will explore the problems involved,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them and help to alleviate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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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且农村社会养老资源匮乏、乡村空

心化缺少养老基础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养老压力空前巨大，单单依靠当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保证中

国农村老年人的拥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需要他们也进行相应的努力，保证自己的养老质量。中国农

村老年人通过“老而不休”不失为解决当下养老现实问题的好解法，而且这也是当下农村老年人内心的

普遍心理。中国农村老年人进行“老而不休”具有一定保障农村老年人进行养老的作用，但不能一味的

说，农村老年人能够进行“老而不休”的劳动参与，就让他们一直进行劳动，要探寻当下农村老年人“老

而不休”还存在的问题，寻找如何更好的保障他们进行劳动参与。同时，探寻如何增加国家、社会和家

庭的支持，让农村老年人晚年过得更加安逸幸福，真正的做到“老有所养”。 

2.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原因与可行性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趋势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严峻，我国于 2000 年便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我国正处在步入深度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入口处。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有 2.6 亿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且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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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到 2020
年，老龄化速度也在逐步提升，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 10 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1]。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

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服务和养老模式成

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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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乡二元结构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部分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较为完整的养老保险服务，而过去农村的

养老则主要依靠老年人的自我储蓄。自 2009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也就是所

谓的“新农保”，其目标是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以确保农村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按照规划，在 2020 年，新农保的覆盖率将达到 100%。但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问题。

一方面，由于新农保与集体收入挂钩，故而根据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地区的实际保障情况差异较

大；另一方面，个人缴纳比例不同，个人账户的金额也影响到养老金的多少[2]。 
尽管《“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有效拓展农村养老服务，将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预算内投资的优先方向，加大农村养老机构

和互助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3]。然而，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率低下，养老

服务点徒有其表甚至没有养老服务点的问题。 

2.3. 老龄人口资源丰富 

目前，中国农村老年人普遍处于劳动状态，尤其是在低龄老年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六七十

岁的低龄老人不仅通过经营农业或务工获得相对独立的生计能力，甚至在为子代家庭的发展提供支持。

虽说老龄群体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应该是需要社会保障、家庭关爱、子女照顾的养老群体，但是他们仍

通过劳动供给、照料家务等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不断创造着健康生产力、家庭功能生产力及劳动生产力，

是整个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强调农村作为应对养老挑战的一线

位置。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占比 55.83%，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 68.7
岁，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

力很大，尤其是高精尖专业技术领域[4]。这些老年人大多数身体健康状况尚佳，也具有退休后再次回到

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和意愿，国家拟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目的就是积极开发他们的“老龄人力资源”，

这条也在 2020 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任务规划中赫然在列。我国 60 岁及以上劳

动人口为 2.8 亿人，占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劳动人口为 2.1 亿人，占 14.9%。与 2021 年相比 60 岁及

以上劳动人口增加 1268 万人，比重上升 0.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劳动人口增加 922 万人，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老年人劳动人口占比约为城市的两倍[5]。这就为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行为

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而这也是中国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现实情况，说明中国农村老年人是有

能力、有条件进行自我劳动养老的。 

3.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功能分析 

3.1.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正功能分析 

3.1.1. 个人层面 
农村老年人继续工作的重要动机之一是经济保障。尽管近年来农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与城市

相比，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继续工作能够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收入，弥补养老

金的不足，帮助他们应对日常生活和医疗费用。比如，在农田里劳作、照顾家禽或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

这些工作虽不算高收入，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此外，继续工作还能让老年人有能

力帮助子女，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增强家庭的整体经济能力。 
劳动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维持也有显著的好处。适度的体力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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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柔韧性，预防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此外，继续工作可以保持老年人的作

息规律，避免久坐不动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田间劳作、照顾牲畜等日常劳动，通

常都是一种适度的体力活动，这有助于他们维持良好的体力和健康状态。 
工作不仅在经济和健康方面对老年人有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样重要。继续工作可以让老年人感

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的认可，避免退休后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在农村，老年人常常在家庭和社区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继续参与劳动可以让他们保持与家人和邻里的紧密联系，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心理满足感。

通过参与农田劳动或社区建设，老年人可以与邻里互动交流，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社会互

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极为重要，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 

3.1.2. 家庭层面 
农村老年人继续工作对家庭经济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家庭收入来源

有限，老年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可以增加家庭的总收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例如，老

年人可以在农忙时节参与田间劳作，种植蔬菜、粮食，饲养家禽等，这些劳动成果不仅可以满足家庭的

日常饮食需求，还能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取额外收入。这种经济支持对于年轻一代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农

村青年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 
老年人继续工作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睦。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是影响家庭氛围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通过

劳动体现出的勤劳和奉献精神，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老年人通过照顾孙辈、帮助处理

家务等方式，减轻了年轻人的压力，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合作与互助。此外，老年人常常在家庭决策中

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家庭事务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指导，从而促进家庭内

部的和谐与团结。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对于年轻一代具有重要的榜样作用。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展现了积极的

生活态度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对于年轻一代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年轻人从老年人的身上学会

了勤劳、坚韧和责任感，这有助于他们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时更加坚强有力。同时，老年人的榜样

作用也能增强家庭的凝聚力，激励年轻一代共同为家庭的幸福与繁荣而努力。 

3.1.3. 社会层面 
农村老年人继续工作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老年人劳动效率可能不如年轻人，但他

们在农业生产、手工艺品制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老年人熟悉农作物

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在农忙季节的田间劳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老年人从事手工艺品制作

或家庭副业，也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支持。这些活动不仅为家庭创造了收入，也为当地市场提

供了商品，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 
老年人继续工作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老年人通常在家庭和社区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通

过继续参与劳动和社区活动，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和解决社区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年人在社区中

的积极参与，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老年人常常担任村委会成员或调解员，利用他们的智慧

和经验，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家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老年人的积极参与不仅维护了农村的社会

稳定，还为年轻一代树立了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榜样。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在文化传承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人是传统文化和技能的承载者，

他们通过农业生产传授传统的耕作技术，通过手工艺品制作传承传统工艺，通过讲述故事和举办民俗活

动传承地方文化，将这些宝贵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年轻一代。老年人通过言传身教，让年轻一代了解和

尊重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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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负功能分析 

3.2.1. 个人层面 
首先，身体健康风险是“老而不休”对农村老年人带来的主要负面影响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

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免疫力下降，容易患上慢性疾病。持续的过度体力劳动可能加剧身体的疲劳

和损伤，导致关节炎、腰椎病等问题的发生或加重。特别是在农业劳动中，老年人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阳

光下，容易出现中暑、皮肤病等问题。此外，长期的体力劳动还可能导致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加重。 
其次，心理压力也是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人继续劳动的动机可能包

括经济压力、子女的期待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然而，随着身体能力的下降，他们可能感到力不从心，

无法胜任繁重的工作任务，从而产生挫败感和焦虑感。如果劳动收入不能有效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老年

人还可能感到无助和压力，影响心理健康。长期的心理压力会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形成恶性

循环。 
最后，休息时间的不足也是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一大负面影响。合理的休息时间对于保持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平衡至关重要。老年人需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来恢复体力和精力，但“老而

不休”意味着他们需要每天长时间劳动，休息时间被严重挤压。这不仅影响他们的身体恢复，还可能导

致他们情绪不稳定，增加心理压力。长期缺乏休息可能导致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影响生活质

量。 

3.2.2. 家庭层面 
老年人继续工作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如果老年人过度劳累或因工作受伤，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的紧张

和争执，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老年人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可能因为长期劳累而恶化，最终需要家庭

其他成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这反过来增加了家庭整体的照顾负担。 
老年人继续工作可能助长子女对他们的依赖。农村一些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

经济收入不足，而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这样，子女可能会逐渐依赖老年人

的收入，而不积极寻找工作或提升自己的经济独立性。这种依赖关系可能会导致子女缺乏责任感和上进

心，长期来看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和子女的个人成长。 
老年人继续工作可能影响其照顾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尤其是需要照顾孙辈或体弱的配偶。在农村，

老年人常常承担着照顾孙辈的责任，如果他们继续工作，可能无法兼顾照顾孙辈和工作，这会给家庭带

来额外的负担。年轻一代如果需要外出工作或务农，就会面临无人照顾孩子的困境。 

3.2.3. 社会层面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会占用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在

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本就相对匮乏，年轻人外出务工或进城谋职使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如果老年人

长期占用农田资源或人力资源从事农业生产，可能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此外，

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可能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如医疗保健、安全保障等，这也增加了社会

资源的投入。 
农村老年人选择“老而不休”往往意味着他们依赖于有限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

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往往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长期从事农村劳动的老

年人可能无法享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导致晚年生活质量较低，面临医疗费用和意外事故的风险。

此外，由于缺乏充足的养老金支持，老年人在生病或无法工作时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增加了

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也给政府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政府需要制定更加精细化的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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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需求和社会保障问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相对薄

弱，需要大量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和医疗保障水平。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力

参与也需要政府在法律和保护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和安全。 
综上所述，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现象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具有多重功能，既有正面的积极

影响，也有负面的潜在风险。为了最大化其正面功能，减少负面影响，需要从劳动保护、家庭保障、社

区支持、政策保障等多方面入手，优化养老保障机制，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 

4. 农村老年人“老而不休”的保障机制 

4.1. 强化劳动保护机制 

首先，改善劳动条件至关重要。农村老年人通常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环境和条件较为艰苦。政府可

以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劳动条件，提供良好的工作场所和设施，确保他们的工作环境

安全、舒适。此外，定期检查和维护劳动设备，保障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老年劳动者来说尤为重

要。 
其次，保护劳动权益是必不可少的。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老年劳动者的工作权利和福利

保障，严禁任何形式的年龄歧视和劳动强迫。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解决机构，及时处理和调解劳动纠纷，

保护老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他们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最后，开展针对性培训教育是提升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关键。通过开设技能培训班、

职业技能鉴定和认证，帮助老年人掌握新技能、适应新的劳动市场需求。同时，开展健康知识和安全生

产教育，提高老年劳动者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4.2. 强化家庭保障机制 

首先，扭转“啃老”观念是改善家庭保障机制的关键一环。在农村，由于传统观念和经济压力，一

些家庭认为老年人应当为子女提供支持，甚至出现“啃老”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和宣传工作，引导社会

和家庭重新认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独立性，倡导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养老责任，营造尊老敬老的文化氛

围。 
其次，形成良性代际关系是确保家庭保障机制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理解是关键，

可以通过促进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代沟和误解。例如，开展跨代沟通的培训和活动，

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联系，建立起相互支持、理解和包容的家庭氛围，使老年人在家庭中得

到充分的关爱和支持。 
最后，强化“交流”机制是家庭保障的另一重要方面。老年人虽然年龄增长，但其经验和智慧依然

宝贵，可以通过他们的力量来支持和帮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政府可以通过设立老年人志愿服务组织、

推广老年人参与社区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家庭事务，充分发挥其在

家庭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提升其社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 

4.3. 强化农村社区支持机制 

首先，促进农村老年人劳动群体交流是建设性的措施。老年人通常倾向于在家庭和小范围社区中生

活，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或俱乐部，定期组织各种社交活动

和聚会，如集体劳动、文艺演出、康复运动等，营造融洽的社区氛围，增强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情感支

持，减少因孤独和退休带来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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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强社区养老服务是保障老年人健康和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建设完善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网络，提供定期的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和健康教育，有针对性地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指

导。设立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点，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饮食照料和康复

服务，帮助他们保持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最后，丰富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是提升其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

娱乐节目，如传统文化展示、书画展览、手工艺制作等，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保持其精

神活力和积极心态。同时，鼓励老年人参与文化艺术团体或志愿服务组织，通过文化活动和社会参与，

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4.4. 强化政策保障机制 

首先，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是关键。随着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减少，为了避免老年

人“老而不休”带来的负面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政策，鼓励年轻劳动力回乡创业或就近就业，促进

劳动力在农村的合理流动和配置。这包括支持农村地区发展适合老年人从事的产业和服务业，如生态农

业、乡村旅游等，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同时减轻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其次，适当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是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重要保障。目前，农村养老保险的待遇普遍

较低，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政府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

围和提高缴费补贴政策等方式，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感。 
最后，加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目前，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设施

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

手段，鼓励社会资本和民间力量投入养老服务业，建设和运营多样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设施，如养老

院、日间照料中心等，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水平和可及性。 

5. 总结与展望 

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且农村社会养老资源匮乏、乡村空心化缺

少养老基础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养老压力空前巨大，加之城乡二元化的结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迁，

单单依靠当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保证中国农村老年人能拥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需要他们也进行相

应的努力，保证自己的养老质量。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资源丰富，通过“老而不休”不失为解决当下养

老现实问题的好解法，而且这也是当下农村老年人内心的普遍心理。 
虽然农村老年人选择“老而不休”对其个人、家庭和社会有诸多的正向作用，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

其负面影响，要通过强化劳动保护机制、强化家庭保障机制、强化农村社区支持机制和强化政策保障机

制四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积极影响，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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