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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乡村互助养老的实施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旨在为解决当前乡村

互助养老面临的困境提供相应的策略和思考方向，同时也致力于探讨如何更好地将乡村互助养老纳入农

村发展规划之中，从而为广大农村老年人群体提供更为全面且高效的养老服务。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持续加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受到传统养老观念及养老模式的制约，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愈

发凸显。在此背景之下，互助养老这一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积极老龄化与

乡村互助养老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积极老龄化提倡老年人应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而乡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极具适应性且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的养老方式，能

够为老年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和服务体验，进而达成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从理论角度来

看，积极老龄化与乡村互助养老两者之间具备十分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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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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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aiming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thinking di-
rections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Meanwhile, this work 
is also committed to exploring how to better incorporate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into rural devel-
opment planning and provide the majority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pension services. Along with the population of aging continues to intensify in China, espe-
cially in rural areas, the problem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ld-age care and old-age model. In this context, the emerg-
ing model of mutual elderly car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re is a unique connection between active aging and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active aging advocates that the elderly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personal value. Whilst,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as a highly adaptable 
and suitable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is promising to provide the el-
derly with more social opportunities and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thus achieve the self-worth real-
ization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ctive aging and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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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中，我国致力于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与民生进步，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人民幸福感大幅提高。然而，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显现并

日益严重，已然成为当今时代人口结构老化的显著表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联合国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发布过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报告名为《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这份报告对人口老龄

化问题作了深入剖析，同时也是对后来相关领域科研工作的宝贵参考资料。报告中提出了一项关键性标

准：若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周岁及以上年龄层次人口所占比重超过了总人口的 7%，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被

认定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 年，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规模达到了惊人的 0.88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7%，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已正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2020 年

为止，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至 1.91 亿人，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

至 13.5%，这一数字无疑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对比 2000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老年人口比重增长了 6.5%，充分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严峻[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农村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2]。如何积极应对

农村人口老龄化成为重大现实问题。 

2. 积极老龄化与乡村互助养老 

2.1. 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积极老龄化”的思想源起于西方社会，现已作为世界通用策略来应对人口老化问题。这个概念强

调健康的老年生活，倡导老年人通过发挥在体能、社交和精神领域的余热，以自我潜力、喜好、需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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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社会活动中去，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进而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健康、参与、保障”

构成了“积极老龄化”的核心价值观。“积极老龄化”中的“积极”并非单纯的形容词，它意味着老年人

应具备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同时也对政府和社会提出

期望，不应视老年人为负担，而应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本文所述的“积极老龄化”，是指步入老年期后

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生活态度，一种自发的互助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展现个人价值，维护身心健康的

价值观。 

2.2. 互助养老的内涵 

互助养老模式，即老年人相互为对方提供养老服务，通常是由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向有此需要的

老年人提供。这种养老模式，主要分为居家和集体居住两类。居家方式是服务提供者去需要的人家里帮

忙洗澡、照顾生活等；而集体居住方式就是老年人住一起，互相照顾。这种养老方式便宜、有效利用老

人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好操作。它不仅能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还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这种方式

可以和传统的在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搭配，一起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互助养老机构内及周边会配置适应

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会根据老年人不同的需求，提供针

对性服务，如代购、陪聊、协助洗澡、订餐等。和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相比，互助养老更注重老人的精

神需求。我国养老事业和保障制度越来越好，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但居家、社区和机构

养老等方式太注重老人的物质需求，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包括社交、娱乐、情感、尊重和

自我实现等，其中，老人对情感需求特别强烈。进入老年期后，老年人更加依赖家庭和子女的情感支持，

但由于子女因多方面原因而无法长时间陪伴，导致老年人容易感到孤独，影响身心健康。互助养老模式

通过老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弥补了他们在情感需求上的空缺，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减轻孤独感。 

2.3. 积极老龄化与乡村互助养老的理论关联 

“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于 1997 年在丹佛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该理念包含了“健康、参与、

保障”三大核心要素[3]。这一观念以“健康老龄化”为基础，倡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呼吁全社

会对老年人持以积极、尊重的态度，为他们重返或投身社会创造便利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在自我价

值的实现过程中为社会做出贡献。 
关于“健康”，它涵盖了老年人身体、心灵及精神三个层面的健康，更包含了人类生命历程的深刻

理解。从乡村互助养老大局观来看，其一，互助养老机构关注乡村老年人普遍存在的慢性病问题，提供

预防、康复与护理等全方位服务；其二，鉴于乡村留守老人比例高且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互助养老机构

需关注他们的孤独情绪以及心理、精神问题。此外，乡村互助养老机制具备专业化、多元化特点，对乡

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的完善具有积极影响。而“参与”，则是指对于身体状况允许的老年人，

可以利用退休时间继续活跃在社会中。“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显著标志，同时它也是积极老龄化

政策发展的核心指导原则。“参与”不仅代表了老年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融入，更是对他们在社会生活

中发挥积极作用和贡献的积极倡导。至于“保障”，作为推动积极老龄化政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要素之

一，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互助养老的观念也在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保障可以被划分为内在和外

在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关乎人权、人格尊严等人性的基本方面；而后者则涵盖了医疗保健、安全诉求等

多个领域。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正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政府肩负着为他们提供全方位

保障的重大责任。作为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后人，我们应当接过并承袭尊崇长者、关爱老年、尊敬老者

等这样一个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努力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帮助广大的老年群体更深入、更顺利

地融入社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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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积极老龄化与乡村互助养老的价值耦合 

乡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在社会化养老尚无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借助农村老年人的优势资源所设立的

准社会养老形式。它以村庄或社区为载体，实行集中居住与自我管理相结合，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互助

与自助。该模式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老年人“衰退”、“羸弱”形象，从积极老龄化角度审视并解决农村

养老问题，将老年人视为农村社会的宝贵财富，而非负担。这一模式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缩小与年轻

人的代际差距，使他们拥有更有尊严和成就感的晚年生活。 
自古以来，乡村互助养老便作为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如“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等理念便是对互助养老精神的体现。早在周朝时期，互助养老机构已初见雏形；至唐朝时，

已逐渐完善；随后的宋朝有“福田院”，元朝有“济众院”，明朝有“养济院”，清朝有“普济堂”等。

2008 年，河北省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率先开展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的

实践探索。邯郸市肥乡县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互助幸福院，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农村养老道路

[4]。如今，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在我国不同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山东省出台了《关于开展“幸福

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以“互助养老幸福院”为核心，打造以“养老幸福院 + 日间

照料中心 + 医疗康复中心 + 托老所 + 老年活动中心”的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推

动下，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积极老龄化”倡导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鼓励他们在退休后继续发挥价值。乡村互助养

老作为社区养老方式，农村老年人可通过互相帮助实现养老目标。在“积极老龄化”的推动下，乡村互

助养老理念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推广。通过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服务网络，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满足老

人的社交需求，通过互助合作和社交活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丰富、有尊严的生活。政府应加大对农村

居家互助养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事业。积极老龄化促使老年人更加

关注自身健康和生活品质，从而提升了乡村互助养老的需求和参与度。通过鼓励智力障碍者重新融入社

会，如就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更愿意参与乡村互助养老。 

3. 基于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乡村互助养老的困境 

3.1. 医疗服务水平不高，医养结合养老体系不完善 

在农村地区，因为环境条件有限，有些地方的互助养老模式没法得到稳定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的

供应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受制于乡镇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诸多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可

能会因为薪资待遇、福利保障以及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原因，选择放弃从事该领域的工作。随着我国

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农村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他们常常需要频繁地奔波于养老院和医

院之间，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完善

医养结合养老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3.2. 乡村养老理念落后，老年人参与积极性不高 

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模式给养老人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许多老年人对社

会化养老的观念仍存有严重的质疑和观望态度[5]。这些老年人群体往往将养老视为子女应尽的道德义务，

而非与他人及整个社会紧密相连的重要事宜。这种陈旧且不合时宜的观念无疑构成了阻碍乡村互助养老

机制顺利推进的主要瓶颈。此外，在某些地区，互助养老的宣传推广工作还存在着覆盖范围有限、针对

性不够强、力度不足等诸多问题，导致我们无法充分调动老年群体对这项事业的深度认识和积极参与的

热情。这也使得互助养老的理念和模式在这些地区的推广和实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采

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互助养老的宣传推广工作，提高老年群体对这项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度，从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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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助养老的发展和完善。 

3.3. 养老服务服务形式单一，缺乏合理有效的经济保障 

鉴于社会环境的持续变迁，各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逐步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然而，当前我国部

分地区的养老机构却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落后、娱乐设备短缺、安全隐患频发等困境，而且这些机构往往

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于多元化服务的需求。部分地方政府对养老事业的保障力度也不充分，未能为互助养

老模式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这无疑是制约该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3.4. 基础设施管理制度滞后，专业人才培育乏力 

首先，在一些地区，互助养老的设施和相关的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没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法规

来对养老资金的运作进行监督和限制，这就导致了资金的滥用甚至非法挪用的问题屡次发生却难以根除

[6]。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发出了警告，但是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

办法。其次，有一些养老机构对于院内基础设施和生活用品的定期检查和维护工作做得不够，导致设备

老化严重，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这些隐患长期存在，对老年人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此外，院方管理

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危机感，这也是导致各种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严重威胁到了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此外，互助养老机构在充分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方面还存在

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员工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从而制约了服务品质的提升。这种现状无疑降低了老

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热情，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

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推动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 

4. 基于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乡村互助养老的对策 

4.1. 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平，健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首先，各区域的乡村医院必须致力于通过精心策划的医疗教育活动及多元化的实践锻炼，来提升乡

镇医务工作者的专业技能与服务意识。此举旨在全面而显著地提升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确保他们能

够为乡村患者提供更加精湛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乡村医院更应不遗余力地完善人才管理、绩效评估及

激励措施，以充分激发乡镇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

医疗服务中，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7]。此外，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乡镇医疗事业

的财政投入，改善医疗基础设施条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同时，乡镇养老机构与当地卫生院应建立起

长期、稳定且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及时、便捷的医疗服务。乡镇医护人员应定

期前往养老院进行探访，深入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做好疾病记录和追踪工作，从而有效预防和控制

各类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生。 

4.2. 普及乡村养老理念，强化老年群体激励性宣传 

各地政府为了积极推动乡村互助养老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普及乡村老年人的养老

观念[8]。具体来说，各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和方式，向广大乡村居民详细阐述互助养老

模式的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以期引导村民们深入理解并逐渐接纳这一创新性的养老模式。此外，政

府还可以通过典型案例的展示和分析，为乡村群众充分展示互助养老模式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以此进一

步吸引那些尚在犹豫或观望中的老年人加入其中。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充分调动和利用慈善机构的力

量和资源，加强宣传工作的力度，进而有信心和决心改变乡村老年人对于养老问题的传统看法。我们还

必须加大对农村互助养老理念的宣传力度，以充分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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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政府不仅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发现乡村老年人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根据

这些情况有针对性地展开宣传教育活动。这包括但不限于举办专门的养老知识讲座、开展互助养老试点

项目，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让老年人亲身体验互助养老的优势，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

这一养老模式中来。 

4.3. 丰富养老服务类型，发挥政府经济保障作用 

各地农村需致力于为老龄人口打造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首先，互助性养老机构需深入挖掘地方

文化特色，并将其融入到各类老年活动中，这样既能增强老龄人口的社会参与感，又能促进他们间的交

流互动，缓解孤独寂寞等负面情绪。对于喜欢安静环境的老人，应设立专属活动室，提供舒适的休闲空

间，以达到锻炼思维的目的。其次，还应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养生保健、医疗知识及应急处理等方面的机

会，提升他们的健康意识和自救能力。同时，要根据老龄人口的实际需求和情况，灵活调整服务内容和

方式，加强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加入，共同推进互助养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考虑到我国

乡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调整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保障功能，确保更多老龄人口享受

可持续的自助和互助养老服务。为此，各地区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为有意愿参与互助养老事业的老

年人提供必要支持和服务，并给予适当资金补贴；第二，可通过子女购买养老服务等方式，加快互助养

老模式的发展进程。 

4.4. 健全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首先，各地区应注重优化和完善基建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制度框架，明确设施建设、设施维护、

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职责，实现养老机构的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其次，各级政府需定期投入资

金以检查与维护养老院内的设施和生活物品，关注并及时处理各种潜在安全风险；同时，也需提升院内

管理者的安全意识，深化各项检查活动的精细度，实施有针对性的维修与替换策略。可以通过社会的多

渠道投资，提升养老机构等基础设施的硬实力，扩大体量强建设，完善设施强功能。最后，要加大专业

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服务队伍及老年人生活环境的建设，打造适老

化环境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要注重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5. 总结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互助养老成为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关键策略之一。互助养老模式具有成本

低、充分利用老年人资源等优点，但需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积极老龄化与乡村互助养老之间存在紧

密理论关联，积极老龄化理念强调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然而，目前存在医

疗服务水平不高、养老理念落后、养老服务形式单一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

平，健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普及乡村养老理念，强化老年群体激励性宣传；丰富养老服务类型，

发挥政府经济保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这些措施，有望推动乡

村互助养老快速发展，为农村老年人群体提供更好的福祉。 
总的说来，站在积极老龄化的视野下看待乡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过

程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意义。为了积极推动乡村互助养老的快速稳健发展，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措

施，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更新养老观念、丰富养老服务类型并强化基础设施管理等手段，打造出更多

元化且高效能的养老服务产品，为广大农村老年人群体带来更好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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