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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维视角下的综合施

策。本文首先探讨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内涵与特点，其次分析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表现，包括社会

交往空间受限制、不良情绪和心理状态、消极迷茫的价值取向、单调低质的休闲娱乐等。随后从社会结

构、社会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生成机制。最后提出

缓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实践路径，即从强化精神追求、参与精神创造、共享精神财富三个层面来促

进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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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wealth, the governance of mental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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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rural elderly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comprehensive measures under a multi-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lderly spiritual poverty, and second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rural elderly spiritual pov-
erty, including restricted spa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dvers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negative and confus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monotonous and low-quality leisure and entertain-
ment. Subsequently,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elderly’s spiritual poverty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policy,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inally, it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 to alleviate the spiritual poverty of the rural el-
derly, i.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engthening the spiritual pursuit, participating in spiritual creation, and 
sharing the spiritual wealth, so as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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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既不能忽视绝

对数量众多的老年人群体，尤其是居住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更不能忽视农村老年人群体精神生活

的富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老年物质保障的日益完善，老年人的精神保障问题逐渐超越物质保

障问题成为老年问题和老龄事业的主要矛盾。 

2. 精神贫困与老年精神贫困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贫困现象就一直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中。最初“贫困”被认为是物

质贫困状态，即一种人们基本生存需要无法被满足的物质贫困状态，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

存需要的变化以及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渐将贫困的定义从单一的物质贫困维度扩

展到包含经济收入、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能力高低等多层次的贫困维度[1]。也就是说，贫困是一个

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仅包括物质经济层面的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 
关于精神贫困的概念，学者们给予了多种定义。有学者认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个

概念，例如学者余德华就指出精神贫困是指群体或个人由于受到某种发展障碍或制约因素，导致该群体

或个人在思想、文化水平、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影响其获取有关的物质生活资

料、满足相关的精神生活需求[2]；也有学者站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将“精神贫困”描述为由于

主观因素而影响个体脱离贫困的现象，将“精神贫困”定义为穷人缺乏上进心、消极信念和不理性行为

决定的行为表现[3]。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是紧密关联的，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物质贫困的确会对精神上的贫瘠产生一定的影响，精神贫困也可以看作是物质贫困的一种社会文化

体现，相较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的程度会更加难以测量和描述。 
老年精神贫困作为精神贫困在年龄维度上的体现，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农村老年人由于受到传统

思想和恋旧的心理影响大都会选择在农村老家生活。许多老年父母与其子女的联系和陪伴越来越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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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年人还需要承受老伴离去的悲痛。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缺少子女陪伴，心理上难以得

到慰藉，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都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就会容易出现精神贫困的现象。 

3. 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表现 

老年人精神贫困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状态的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精神生活的一种不良状态，有着复杂

多样的表现形式。 

3.1. 社会交往空间受限制 

身体机能的退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闲暇生活的活动内容和方式较

单一，家庭娱乐活动较少，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大多都为久坐或轻度活动。 
资料显示，大部分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子女长时间不在身边、缺少关怀和陪伴的问题，同时农村

公共空间的缺乏和活动范围的受限也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乏味。老年人精神上的贫困会带来生理机能

上的潜在风险，而这种失能风险也同样会反作用于老人的身体和心理，降低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和社

会支持感等，损害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3.2. 不良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在人类步入老龄期后，个体的身体机能和思维方式在生理层面会呈现逐渐退化和迟缓的趋势，经济

层面的个人收入逐渐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发生着转变。多方面的因素变化和影响下，老年

群体在心理层面会更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等负面状态。 
第一，孤独感是农村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状态。孤独感是一种负面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情绪和心理

状态，孤独感通常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往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而形成的主观心理感受。

由于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薄弱，且重塑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也不断下降。老年人

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减小，难以与外界社会重新建立起新的高质量的支持网络系统。由此当老年人社

会交往的需求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老年群体就容易出现“孤独感”。 
第二，部分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老年人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同时抑郁也是数据量化老年人

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尺之一。抑郁是一种负面的、不愉快的情感氛围，通常以情感低落、失望、悲伤、

食欲减退、活动能力减退以及大脑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4]。老年抑郁症是指存在于年老时期(通常该

时期以大于等于 60 岁来界定)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老年抑郁症在老年群体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已

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老年抑郁会引发许多不良的后果，损害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导致老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抑郁症会

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经济上的负担，除此以外，还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功能。有抑郁倾向或者症状的老

年人容易产生无能感或内疚感，对于生活和工作提不起兴趣，对自我的评价比较低。严重的老年抑郁患

者甚至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老年自杀。大量研究表明，自杀和抑郁是紧密相关的。尽管非抑郁

症患者也会有自杀的念头，但在抑郁症患者中，自杀的现象更为常见。 

3.3. 消极迷茫的价值取向 

价值世界是指导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它从根本上影响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命质量。正

确的价值观和价值认同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为正向，反之，贫瘠的精神生活容易让老年人出现有偏

差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老年生活质量。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价值取向，或称为体现在价值理想目标上，

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失去了事业的依托，这对于他原有的人生价值观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5]。 
第一，自我价值感低下。自我价值感一词源于拉丁文，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估计。自我价值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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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自身正向情感的肯定体验，而消极生活事件对于群体向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由自我价值感作为传

导介质。在中国农村，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老年人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遭遇了解构

和重建，老年人对于自我价值的意义出现了困扰。农村老年人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知陷入了危机，

也因此变得空虚、无聊和绝望。除此之外，由于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减弱，社会角色的

转变，老年人自身容易出现无能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知不到生命的意义，出现自我价值的迷失。

调查数据显示，20.5%的老年人表示自己符合“我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另外 33.0%的老年人表示

有时觉得自己符合“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其中男性占比 19.7%，女性占比 21.2%，女性的比例会较高

于男性。 
第二，部分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求得精神慰藉。当老年群体在精神层面得不到安慰和寄托，面临生

活中的孤独寂寞、被漠视和冷落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向宗教求得精神慰藉，于是宗教活动便成为

农村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精神需求满足方式。据上海市对新信教的老年人调查显示，约 70%的老年人是由

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信教的[6]，浙江省的农村老年人信仰宗教的比例为 41.53% [7]。有研究显示，当控制

城乡、经济状况、代际关系等因素之后，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8]。 

3.4. 单调低质的休闲娱乐 

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期生活质量和自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生产中，老年人由于个

体的衰老等主客观因素逐渐退出了生产的领域，随着工作和劳动时间的缩短，老年人的闲暇生活大大增

加。可以说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充实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赋予其新的生

活意义。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生活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 
第一，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满意程度不高。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年生活质量和感知生命意义方

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缺少休闲娱乐的机会和多样性的选择，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出现贫瘠的现

象，加剧老年人出现社会隔离、孤独无助、乏陈无味等负面生活情绪的产生。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

的满意度调查显示，3.7%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表示很不满意，仅有 7.6%的老年人表示对

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很满意；在对老年生活很不满意的群体中女性老年人比例占 4.5%，男性老年人比例

占 2.7%，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9]。 
第二，老年人的闲暇活动内容单一。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在空闲时间做得最多的闲暇活动主

要是聊天，和家人聊天的比例达 16.6%，串门与邻居聊天的比例达 22.9%，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比例达到

31.3%，还有 8.9%的老人在空闲时间里选择休息，什么也不干[10]。 
第三，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限。老年人社会参与是维持老年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关系着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情感生活、人际交往甚至自我实现，这是老年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

内容。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农村老年人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欠缺，且参与创造精

神生活的环境和机会常常受到更多限制。尤其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文化参与环境苛刻较为突出。农村老

年人社会文化参与障碍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农村社区社会

文化人力支持资源缺乏以及组织资源的不足共同形塑了农村老年人社会文化参与的不友好环境。 
第四，亟待弥合的数字鸿沟。相对于其他群体，农村老年人由于受到社会快速转型、家庭结构原子

化、青壮年劳动力城乡流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变迁因素影响而逐渐被边缘化的

程度愈演愈深。其中最为突出的时代表现便是老年“数字鸿沟”问题。当前，新媒体产品、大数据技术悄

无声息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被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所

规范。从国家治理到民生生活，无处不需要使用数字技术。然而，数字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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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面对数字产品与技术服务的接入沟、使用沟和信息沟[11]，这就使得农村老年人在

当前数字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程度更深。 

4. 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生成机制 

精神贫困现象有可能出现在社会各个群体之中，但由于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退化、社会角色层面

发生转变、缺乏固定收入来源等原因，会使得农村老年群体较容易处在社会群体中的弱势地位，从而导

致精神贫困现象的出现。当然，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复杂的生成机

制。这就需要从多维角度，而不是单一的角度来看待老年精神贫困这一社会现象。 

4.1. 社会结构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逐渐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摒弃传统的农业社会，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

向市场经济体制。尽管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可置否的是，

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仍然有着影响作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不平等体制，它

对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农村居民及其过渡发展中造成的不公正、不正义的消极影响是及其强烈的、根深

蒂固的，必须终结其存续，促进其转换[12]。 
就养老服务方面而言，户籍制度拉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养老服务水平差距，城乡养老服务体

系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城市地区能够获得更集中的养老服务资源，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不足。

当城乡养老资源不平衡，农村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状况发生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养老水平较城市地区的老年人也会更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精神养

老和精神慰藉方面自然也仍然存在着发展不足的现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部分农村老年人会面临

着老无所依的情况。老年人和子女会面临长时间的城乡分离情况，家庭养老的功能就会大大削弱，子女

很难及时向父母提供直接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精神支持，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调

查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城市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

藉服务严重不足[13]。同类调查也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大多数空巢老人的生活单调，

相比较拥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的城市老人，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普遍偏低[14]。这就导致农村老年人的

精神贫困较城市老年人更为突出。 

4.2. 社会人口政策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国策开始推行，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了三十多年，这

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家庭结构趋于

小型化、少子化、空巢独居化的特点。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使得大部分老年人在老年期会面临与配

偶同住或独居的情况。有研究表明，独居对于老年人来说，难以及时获得配偶或子女的生活照料和情感

交流，其生活满意度会处于最低状态，生活成本也更高[15]。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村独居老

人贫困发生率更高，更容易陷入健康和心理贫困[16]。目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责任仍主要依靠家庭和子女，

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子女的养老负担会比较重，对于力不从心的子女来说，也难以满足

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老人的精神赡养严重缺失。 

4.3. 社会保障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经济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大

不如前，能够付出的劳动能力也有限，在生理和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也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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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降。 
在中国，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社会保障性收入，包括养老金、退休金等，占比约为老年人总收

入的 62.7%。若以地域分城乡看，城镇老年人收入中保障性收入的比重占到 73.4%，而在农村地区的社会

保障性收入仅占 51.2%。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有 21.0%是工作收入，还有 15.2%的收入来自农业

生产劳动[17]。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老年人养老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普

遍偏低。偏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能力，导致其精神文化生活质量难以提

升。 

4.4. 社会文化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孝道观也逐渐在发生着变化，孝道对于个体的约束已经逐渐减

弱，个体的孝道也自不如前。许多家庭认为对老年人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就已经完成了赡养的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老年人逐渐被看作是“老而无用”的人。调查显示，在关

于“是否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中，有 29.35%的老年人支持该看法，认为自己符合越老越不中用；

有 33.49%的老年人则觉得有时会有认为自己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18]，这说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到了老

年阶段容易出现无能感。 

5. 缓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实践路径 

在实践层面，缓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老年人个体、社会及国家等

多方的共同努力。具体可从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5.1. 强化精神追求：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 

老年教育是缓解精神贫困，强化农村老年人精神追求的可行路径。当代农村老年人群体在文化知识

素养、健康素养、道德素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20 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及老年社会保障制

度的逐步完善为农村社区老年教育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可从思想政治教育、

生命意义教育、闲暇教育、数字教育、健康教育等方面入手。 
通过农村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重构农村老年人价值系统。通过生命意义教育，建构意义世界，让

老年人识别过去的成就与冲突，并保持一个平和心态，整合生活经历中的所有方面，有效地减轻老人的

自卑、恐惧、焦虑和悲伤情绪，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晚年生活的尊严和意义，从而真正地享受晚

年生活。 
加强农村老年人闲暇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技能，改善闲暇生活质量。加强农村老年人数

字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整体数字素养。农村老年群体必须与时俱进、融入数字社会。加强农村老年人

健康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具体而言，农村老年健康教育的实施场域应当以社区为本。

因为社区是老年人长期居住和生活且最熟悉的基本单元，具有相似的文化及需求背景，是开展健康教育

最便捷有效的基础场域。就健康教育的实施主体来看，应以社区为核心，整合企业、国家及社会等多方

力量。健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则应超越具体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等基础层面，而应综合健康责任理念、

健康知识技能及健康生活行为，围绕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权能展开。 

5.2. 参与精神创造：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 

摆脱老年人精神贫困需要以老年参与为基础，在社会参与中创造精神财富，是促进农村老年人精神

生活富裕的重要路径。 
第一，农村老年人自身应具备社会参与的积极主动意识。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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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提升。一般来说，具体可通过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老年人从事照料活动等适合农

村老年人从事的再创造实践活动来实现生活性老龄化。 
第二，家庭支持和同辈支持等非正式支持网络是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路径。中国社会是

一个注重“孝传统”及“家本位”的伦理社会。相对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参与意愿，可能来自家庭的主观

或客观方面的原因更能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会和频率。 
第三，国家及社会应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支持性环境。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仍然面临诸多困

境。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大爷、大妈被贴上碰瓷、扰民、低俗等污名标签[19]，进而导致其在公共空间、

社会网络中受到无端歧视；家庭及社会创造给农村老年人的支持性不足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

因素。因此，应重视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发挥农村老年人力资本的创造作用，通过鼓励农村老年人社会

参与推动老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5.3. 共享精神财富：探索农村精准养老实践模式 

关于精准养老服务的实践策略，芬兰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精准养老

的核心在于加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的精细度，最终提高老

年人养老质量[20]。农村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庞大，留守、空巢农村老年人特殊性将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共

同富裕进程不可忽视的因素。无论是从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绝对总量，还是农村老年人对于精神生活的

认知与追求、参与精神创造的机会与频率、享受精神成果的权利，以及老年群体的人口红利价值来看，

农村老年人富裕都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6. 结语 

我国当前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多重发展困境成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短板。一方面，我国农村

老年人因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不乐观、“银色数字鸿沟”形势严峻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与“物化”等原

因而形成农村老年人整体被边缘化困境；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差异化、层次化特

点以及农村老年人社会文化参与供给不足导致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缓解老年人

精神贫困需要综合施策，应从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推动农村老年

人参与精神创造，探索精准养老实践模式，促进农村老年人共享精神财富等路径来提升老年人精神生活

质量。农村老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老年人个体、社会和

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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