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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4年4月30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2023~2024)》。从宏观及微观层面对我国当下农村养老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剖析，总体上农村的基

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不够完善，相应保障水平不高，较当下的生活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全国各省份

的发放标准更是存在天壤差别。本文主要尝试从其背后形成的经济原因、市场化养老机构运行等要素进

行分析和阐述，并提出可行性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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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pril 30, 2024, the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ointly released the “Rural Green Book: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hina’s Rural Economic Situation 
(2023~2024)”. From a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ural elderly 
care reality in China reveals that the basic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not 
perfect, and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of protection is not high.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com-
pared to the current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distribution standards in various province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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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 vary greatly. This article mainly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elaborate on the economic, 
market and other factors behind it, and propose feasible optimiz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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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于养老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同期人

口出生率屡创新低，科技日益进步后带来的人均寿命的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逐步演变为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性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地方财政能给予的帮助存在较大出入，中央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

帮扶的力度不一致，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养老机构享受的政策及资金扶持力度与以传统汉族为

主的省份存在较大差异。 
在农村层面农民的养老更多的是依赖劳动而自食其力与子女的资助。经年累月，原本从事苦重农事

的传统农民，在进入风烛残年后，其通过自身的劳作换取等价报酬的机会与途径日益减少。伴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产生变化，逐渐适应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面临着较

大的来自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现实压力，陡增接济父母的经济负担，对农村老人养老的赡养能

力及生活质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综上各方面的合力作用，共同限制了农村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在形式上更多的则表现于农村养

老机构现实出现的困境，地域分布的差异、人文环境的迥异，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现有

农村养老机构的布局与内部结构。 
考虑目前我国养老性机构普遍存在叫好不叫座的客观现象，市场供给与实际需求矛盾相当突出，政

策监管及扶持有待加强。本文将试图从导致现实养老机构陷入困境的原因为契机，尝试探讨突破现实困

境的可能性。 

2. 现阶段养老机构困境的原因分析 

2.1. 支付机构的养老费用老人没有决定权 

目前农村养老机构的经营主体以民办及公办养老院为主，公益性养老院是由政府或集体组织为责任

主体，以提供基础的养老服务为目的为非营利性性质。而民办养老院则是以市场化需求为主导，以个人

或公司为责任主体，在市场化经济规律下运行，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责任主体。由于公办养老院其主要

的社会职能更多倾向于对诸如：孤寡、三无、五保户、残障等社会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

障，故而在户籍、身份、身体健康状况等多个准入门槛的设置上更为严苛[1]。同时，由于公办性养老院

普遍存在管理方式简单粗放、缺少弹性；工作队伍管理难、专业技巧上不去等诸多因素，致使老年群体

对其逐步形成“地狱化”“监狱化”的认知，使其对公办养老机构望而却步。反观民办养老机构从入住条

件、硬件配套设施、居住环境、服务态度等综合服务质量上更能满足老年人对品质生活的要求，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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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满足老年人差异化的生活需求，使其能够享受舒适又贴心的服务。 
民营机构由于非公共物品，在没有财政补贴下，资金渠道单一地依赖于对养老对象收取的床位费、

餐费和护理费。以北京市为例，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北京市老年人月平均养老金收入为 3456
元。根据养老信息网中披露的北京地区民营机构收费标准，按能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三个生活

自理程度区分，其收费标准平均为 3007 元/月、3541 元/月、4559 元/月；其退休养老待遇较收费标准而

言明显相形见绌。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所接收的群体更多的是年龄大、大多生活不能自理的半失

能老人，平均年龄均在 80 岁左右，其子女也一般都是 40 至 60 岁的农民工，其入住费用由于基本没有固

定来源，基本是子女之间均摊的形式进行承担，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放缓、中国进入大基建中后期转

型提升阶段，机械化、智能化的水平得以提高，人工智能的实现逐渐普及。对单纯依赖于体力的农民工

群体的就业，形成冲击，失去了就业岗位。高年龄的农民工群体被迫返乡，更多的老人子女考虑现实的

经济压力与自身时间的充裕，主动将老人接回家进行赡养，较大部分老人考虑减轻子女负担，即使再中

意机构养老，仍然会配合办理出院[2]。 

2.2. 机构鱼龙混杂，行业管理混乱 

由于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与农村老龄化加剧导致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现实

矛盾，供给总量短缺与结构性不足的现实状况未能有效缓解。部分养老机构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迎合老

年人需求、通过赠送小礼品等手段，赢得老年人信任从而建立虚假的亲密关系、失实吹嘘、过度营销，

通过一系列虚假手段的策略和“高大上”包装迷惑老年人。以旅游、养生、家政服务等为噱头私设资金

池；有的针对不同老年人精准“设局”，引诱老年人入局。在养老服务领域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榨取老年

群体的“养老钱”。 
新开业的养老机构为解决眼前收入无法覆盖支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运营，开始寻求各种办法与其

他养老院实行“抢人”大战。通过养老中介市场，以支付中介佣金的方式定向寻求家庭经济条件好、自

理能力强的优质养老客户群。但近些年以来，由于国家鼓励加大民营养老院的投资，并出台相关政策定

向减免相关税收，较多市场经济主体涌入养老市场，承办养老机构[3]。优质养老客户群体一时出现“僧

多粥少”的尴尬局面。部分养老机构为实现短平快的投资效益，通过于市场中恶意哄抬手续费的不良竞

争手段，扰乱养老中介市场。同时，以远超养老机构的市场平均水平的薪资待遇，整体引进原市场上成

熟稳定的管理团队的同业互挖墙脚，管理团队带着老人“集体跳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2.3. 投资成本高、资产负担重 

首先以经营的硬件条件分析而言，为满足老年人日常起居及卧床照料，需要在每个房间单独设置卫

生间、设置无障碍通道，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要，部分养老机构还需配备阅览室、活动室、康复室、

亲戚参观会议室、厨房、餐厅、浴室等相应配套设施，对于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还要有专业的洗澡床。在

外部环境布局方面，为考虑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空间，还需留有一定的户外健身场所及锻炼设备[4]。 
从软件条件层面分析，占据经营成本较高的主要是人力成本。以一线实操员工为例：一般而言一个

护士可以照顾 6~8 个老人，但是 24 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至少需要两个班倒，也就是说一个护士可以照顾

3~4 个老人。还需要管理人员、安保人员、食堂服务人员等。如果提供医疗服务，至少要有 2 名全科医生

和 4 名专业护士。如果能容纳 50 名老人，工作人员要达到 20 人。其次是经营管理中的中高层决策人员。

目前薄本微利的养老行业，本身对有一定管理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吸引力就十分有限。以经济

较发达的江浙沪地区的农村养老机构为例，中高层管理人员正常薪资也仅仅是在 1.5 万~2 万/月。但这样

的工资待遇让原本就是处于盈亏边缘的养老行业底层的农村养老机构更加捉襟见肘。如此往复，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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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薪酬福利待遇低–专业人才流失–服务质量降低–老人入住意愿不高–经营亏损。 

3. 现阶段突破困境的优化路径 

3.1. 用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以钱袋子撑起腰杆子 

让老人真正在养老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就要从根本上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收入，针对领取基础养老

金的农村老年群体，可以尝试以社保统筹与财政补贴相交叉的形式，以不低于低保标准的 50%~60%为目

标，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同时从认知上改变固有的农村养老消费观念，尝试通过统一支付媒介、规范

收费标准、完善服务主体的方式方法，多维度培育和引导老年群体及其子女合理的老年消费观，拓展其

养老必需品的认知范畴，促动家属群体对养老服务的消费理念、鼓励养老消费。再者要从政策上加强建

立困难老人兜底的保护机制，积极联动市场有经济实力的养老保险主体机构，推动建立健全全域长护险，

整合叠加各类养老服务和护理费补贴政策，补足低收入农村老年群体尤其失能老年人与退休企业职工的

支付能力差距，确保农村老人住得起养老院，失能老人请得起护理员[5]。 

3.2. 强化准入管理、筑牢资金底线 

民政部门加强对从事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的监管，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职责，要求未获备案、未取

得相应资质的机构不得从事开展与养老服务有关的任何经营性活动。对以“投资养老”为噱头实则进行

欺诈吸收养老资金的不法群体及黑机构所开展的涉老诈骗活动，及时联动公安机关对其实施调查处置。

并将其有关人员列为行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同时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信息查询和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

信息联网平台建设，及时对国家的养老的相关政策做好宣传，对养老机构实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的动态管理及星级评价机制[6]。 
关心老年群体的心理状态，树立起正确的消费思想和理念。让老年人打消“天上能够掉馅饼”“小

投资、大回报”的贪念，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借助利用现有的新闻媒体、社区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宣

传手段，加强各类反诈骗识别能力。 
对陌生机构主动赠送小礼品、免费团建会及免费体验等经营活动增强防范意识。 

3.3. 加强政策扶持、保障生存发展 

加大新办养老机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等税种以及减免

不动产登记费、住房交易手续费、环境监测服务费等事业性收费的征收力度。对其日常经营生产中的水、

电、气、互联网、通讯等费用的加大优惠补贴政策，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市场经济主体主动参

与市场化养老机构建设的积极性。加强对当地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的合理性规划，量入为出、因地制

宜；通过专项支付的手段加强对机构用于日常运转和改善老人生活质量的财政补贴，多方面发力以保障

民办机构的稳健经营。提高民营养老机构的存活率[7]。 

3.4. 积极尝试探索交叉式养老新业态 

3.4.1. 不离乡不离村的互助式养老 
中国式的农民群体有着强烈的安土重迁思想，几千年来的农事生产构建了相对封闭的乡土文化与人

文情结，基于熟人社会与熟悉生活环境下的“互助式养老”，能在满足其基本养老需求的同时，给予老

人更多的安全感与亲切感，大量农村闲置的资产资源也能够被最大化加以利用，闲置的房屋、抛荒的土

地、陈旧的公共设施，稍加改造后便可以成为互助养老设施。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环境，无疑极

大地增强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既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又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和和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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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乡村社会的发展。 

3.4.2. “适老化”改造后居家式养老 
和中年人、年轻人群体相比较，农村老年群体的身心及精神状况存在天壤之别，绝大多数留守的农

村老年群体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更多关注，原有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差、功能性差、舒适度差等缺点均

成为传统的居家养老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居家适老化改造在以满足老年人安全便利、舒适健康为主要需

求的同时，根据实际需求，对老年群体的居家环境关键区域或部位进行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及老年

用品配备。这种养老模式依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在做好照顾的同时能够兼顾老年成员的日常

照料，负担小、成本低，同时兼有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势[8]。 

3.4.3. 医养结合的复合式养老 
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9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预计 11 年后，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我国将全面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阶段。据预

测，到本世纪中叶，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约 9000 万人。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

负担近 70%。老年慢性病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给社会的整体养老带来巨大负担。客观地讲，我国

的医疗卫生服务总体水平尚不够发达，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加剧，医疗服务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医

疗供给发展不平衡与人民群众之间日益增加的养老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新业态模式

应运而生[9]。 
壮大“医”的力量。通过“养老院+互联网医院”的创新模式打通养老机构老人看病就医的“最后一

公里”。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互联网云诊室、移动诊室等新型在线问诊平台，帮助老年人在院享

受远程医疗服务，形成“老人院内远程就诊，线上看病送药到院，线下转诊便捷服务”的全流程闭环服

务模式。并通过该创新模式实现老年人配药、常见病的诊疗等便利，使院内老年人足不出院即可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资源，使其慢性病、常见病的管理与治疗更加规范、便捷、高效。同时注重加大专业护理人

员的培养。在全国各大院校开设了医养类专业，并与相关医养企业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从人才储备上让

老人有“医靠”。 
丰富“养”的形式。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试点“在家疗养、医护随诊”的交叉模式，为每一位老年

人建立专属“医护档案”，医护人员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通过在线平台实时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状况，

通过定期上门体检、日常护理等手段，为老人提供差异化、专属化服务方案。同时对重症、高龄、瘫痪等

护理难度大的群体，通过专业家庭设计，为其改造设置特殊护理区域，并配置专用康复护理床位。免除

老人就医不便的烦恼，同时帮助其在不离家的情况下，尽快得到专业医疗服务，省时又省心。 

4. 结语 

随着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农村养老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伴随着

社会老龄化，我国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旺盛。鼓励和发展养老服务业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

施，也是可以深度挖掘行业潜力实现可持续经营发展的朝阳行业。通过对造成当下农村养老机构面临困

境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突破其发展瓶颈。摸索创新各类养老模式，是完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丰

富养老服务实现路径、合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新时代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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