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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家庭结构变化、社会

经济转型和文化观念冲击等多重挑战。本文系统梳理了农村家庭养老的概念与历史演变，全面分析了其

现状与影响因素，揭示了当前经济压力、照料资源短缺和观念冲突等突出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

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经济支持、优化照料资源、更新文化观念、完善政策法规以及促进社区与社

会协同等方面，力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家庭养老体系。研究表明，农村家庭养老在中国农村社会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其优化与创新对于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保障老年人福祉和推动城乡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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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rural family ca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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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system,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
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cept shoc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oncepts and histor-
ical evolution of rural family c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its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
tors, and reveals the prominent dilemmas of current economic pressure, resource shortage of care, 
and conceptual conflicts. Based on thi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enhancing economic support, optimizing care resources, updating cultural concepts, improving pol-
icy and legal systems,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aiming to build a sustaina-
ble rural family care system. The study shows that rural family car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fundamen-
tal role in rural society in China, and its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
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aging society, safeguard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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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正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截至 2023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21.1%，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比例更高[1]。相比城市，

农村养老体系更为脆弱，家庭仍是养老的主要依托。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流动加剧和

社会经济变迁，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2]-[4]。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家庭规模缩小、子女

赡养能力减弱等直接层面，也反映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足、文化观念多元化冲击等更深层次的问

题上[5]-[7]。 
研究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

足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方面长期发挥着核心作用[8] [9]；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

的弱化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老年人福祉构成了潜在威胁[10]。如何在这一背景下维持和优化家庭养老功

能，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养老体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策设计中的重大议题。 
本研究以农村家庭养老为核心，旨在对其概念与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现状、影响因素

及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通过研究和探讨家庭养老在经济、社会和文化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适应与转型过程，力图揭示其运行机制及未来发展方向。这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

支持，也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制定农村养老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2. 农村家庭养老的概念与历史演变 

2.1. 农村家庭养老的内涵与概念 

农村家庭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为农村老

年人提供晚年生活保障的一种养老模式[11]。这一模式具有以下多维特征： 
1) 农村家庭养老传统上依赖于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

这种供养形式通常包括提供食物、衣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在一些特殊场景下还包括现金支持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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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费用的承担。与国家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或机构养老不同，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以非正式的代际

资源转移为主，体现了农村家庭经济互助的特性。 
2) 在农村家庭养老中，老年人日常起居、饮食安排、卫生清洁及健康护理等由家庭成员直接承担。

这种依赖家庭成员身体力行的养老方式，与城市中依托专业机构或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照料的模式形成鲜

明对比。 
3) 精神慰藉在农村家庭养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保持情感交流、日常陪伴，

以及在心理上给予支持。农村老年人普遍强调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亲密联系，这种需求使得家庭

在老年人情感满足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相比之下，其他养老模式(如机构养老)则较难提供这种家庭特有的

精神慰藉。 

2.2.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历史演变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传统社会、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三个主要阶段，各时

期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2]。 

2.2.1. 传统社会时期：依赖血缘和儒家孝道文化的家庭养老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村家庭养老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和儒家伦理的自然养老模式，其核心是“养

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观念。儒家孝道文化是这一模式的思想基础，强调“父母在，不远游”、“事

父母，能竭其力”等伦理要求，使子女赡养父母被视为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这一时期，家庭养老的

特点包括：多代同堂，老人靠共享成果获取经济供养；劳动力价值互补，形成养老结构；孝道与宗族文

化支撑，养老对家庭和睦、家族延续重要。 

2.2.2. 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化生产与家庭养老的共存 
20 世纪中期，中国农村进入集体化生产阶段。土地公有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

养老的经济基础，然而家庭养老仍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保障形式。这一时期，农村家庭养老的特点包括：

家庭养老与集体支持相结合，集体经济分担部分养老责任；养老功能有所弱化但仍占主导；孝文化持续

影响，子女赡养责任是共识。 

2.2.3. 改革开放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养老经历了深刻的转型。这一时期，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传统养老

模式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养老需求和模式。 
这一时期有诸多特点：家庭结构上，因计划生育与劳动力外流，家庭变小，“空巢老人”增多；经济

方面，子女务工致供养与关怀分离；养老服务虽萌芽但家庭养老为主；孝文化有弱化，部分地区正重塑。 

3. 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现状日益复杂。从经济

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分析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可以全面理解其运行模式及存在的

特征。 

3.1. 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状况 

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状况呈现多方面特点。其经济供养主要依赖农业生产与子女务工收入，老

年人曾以农业为依托，如今因身体与劳力变化，农业收入受限，子女务工收入受多种因素左右，导致老

人经济供养存在不确定性且有地区差异，发达地区老人获取的支持相对较多，落后地区老人常需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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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劳动收入。同时，农村养老保险虽覆盖范围逐渐扩大，能提供基本保障，但养老金水平低于城市。贫

困老人虽有低保等救助政策补充，可因资金覆盖不足与申请程序繁琐，在偏远地区成效受限，受益程度

不高[13]。 

3.2. 农村家庭养老的生活照料模式 

农村家庭养老的生活照料模式有着明确的责任划分与补充形式。在生活照料方面，主要由家庭成员

承担相应责任，配偶负责日常陪伴护理，子女承担经济与重大护理责任，多子女家庭还会轮流分工协作

[14]。然而，随着家庭规模变小以及子女务工现象普遍化，老人可获取的照料资源逐渐减少，孙辈隔代同

住时能给予一定的非正式支持。在家庭功能弱化的背景下，社区与邻里互助成为农村养老照料的重要补

充力量。部分地区社区的为老设施与志愿服务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各类服务，邻里互助传统也至关重要，

在老人面临困难时能相互帮助，不过其作用受邻里关系状况以及社区支持能力的制约。 

3.3. 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慰藉方式 

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慰藉方式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15]。代际情感交流以及家庭关系对农村老人的

精神慰藉极为关键。以往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交流频繁，现今因子女务工导致空巢家庭增多，代际沟

通显著减少，电话、视频沟通难以充分满足老人情感诉求。并且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深刻影响老人的心理

状态，家庭冲突与观念差异还会加重老人的精神负担。在农村地区，传统习俗与文化活动能为老人提供

精神慰藉与社交契机，如春节等节日的团聚可强化情感联结，宗教信仰、文艺表演等活动也对老人精神

生活起到支撑作用，集体参与能够减轻老人的孤独感。但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文化资源的流失，

传统文化对老人精神慰藉的作用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4. 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因素剖析 

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模式，其运行受到家庭内部、社会环境和政策法规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面分别从这三个层面剖析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理解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

的挑战和发展路径。 

4.1. 家庭内部因素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规模显著缩小，子女数量减少对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

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女面临着独自承担双亲甚至四位祖辈养老责任的巨大压力，其经济负担

和时间压力明显高于多子女家庭，并且由于照料资源匮乏，往往需要社区或机构养老辅助[16]。多子女家

庭虽在照料分工和资源分配上有一定优势，然而因子女间养老责任划分不清，易引发矛盾与责任推诿，

进而影响养老质量。整体而言，家庭规模小型化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资源基础，给农村家庭养

老功能带来了全新挑战[17]。 
子女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是其承担养老责任能力的重要前提[18]。在农村地区，子女务工收

入水平与工作性质直接决定其经济供养能力，同时左右着他们参与家庭养老的意愿。从经济因素考量，

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承担父母日常生活和医疗支出的比例更高，而经济困难的子女可能因自身生活压力，

减少对老年人的支持，甚至出现对父母经济资源的反向依赖。从情感因素分析，经济利益与家庭情感

相互交织影响子女养老意愿。部分子女尽管经济条件有限，但基于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和孝道认知，依

然会尽力履行赡养义务。不过，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也使得部分子女倾向于将家庭养老责任转移给社会

或政府。 
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孝道文化传承直接关乎家庭养老的质量[19]。代际关系和谐的家庭在经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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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更容易达成协同效应，反之，代际冲突，诸如价值观差异、居住分离等，则可

能削弱子女的养老责任感。儒家孝道文化传统上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但在现代社会，

孝道观念受到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冲击。子女对孝道的认知逐渐偏向物质支持和短期情感慰藉，

导致传统孝道内涵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脱节。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塑孝道文化，成为农村家庭养老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 

4.2. 社会环境因素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严重制约家庭养老资源供给[20]。在经济落后区域，老年人常无稳定

收入，高度依赖家庭，而经济较发达地区，老年人可借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收益获取经济保障。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深刻影响劳动力就业与家庭收入，农业现代化及一二三产业融合虽增添家庭收入途径，却

也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致使家庭养老功能面临挑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在家庭养老中的补充功效渐显，然而存在覆盖范围有限与保障程

度不高的状况[21]。农村养老金水准总体偏低，难以彻底取代家庭经济供养职能，仅能起基础保障作用。

社会救助方面，低保与特困救助政策虽为贫困老人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但资金分配不均与申请手续繁

琐等问题在政策实施中依然存在。并且，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契合

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显著作用于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观念[22]。城市文化的渗入促使年轻一代价值观

转变，令家庭养老从“必然行为”演变为“自主选择”。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亦削弱农村社区对家庭

养老的支撑功能。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监督及引导作用愈发关键。例如，地方“孝

道评选”活动在部分地区唤起社会对孝文化的关注，不过其实际成效因执行手段与社会认可度的差异而

各有不同。 

4.3. 政策法规因素 

国家与地方政府近年出台了诸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等一系列农村养老

相关政策法规，构建起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制度框架。但在执行期间，政策体系协调性欠佳、法规内容

针对性匮乏等问题凸显，部分政策侧重于城市养老，未充分考量农村养老特殊需求。 
政策法规于基层的执行力度与成效对农村家庭养老实际保障水平有着直接作用。基层执行过程中，

宣传工作缺失、资金发放滞后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现象较为常见，限制了政策实际作用的发挥。并且

基层政府在农村养老事务中职能划分不明晰，致使责任难以切实落实。强化政策法规执行力与监管机制

构建，对于保障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极为关键。 

5.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基础上，经济压力、照料资源短缺和观念冲突成为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可持续

性的重要障碍。这些困境与挑战既是现状的延续，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

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将为解决农村养老困境提供关键思路。 

5.1. 经济压力困境 

在农村养老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压力困境[23]。一方面，家庭养老成本上升与经济负担加重的现象

显著。伴随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以及医疗保健需求的大幅增长，家庭养老成本持续攀升。老

年人对生活质量期望提高，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这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养老支出。同时，农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如农业收益与子女务工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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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养老成本上升与家庭收入增长乏力的矛盾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家庭养老的可

持续性。 
另一方面，土地养老功能弱化与家庭经济来源不稳定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长期以来，土地作为农村

老年人重要的经济保障来源，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其作用逐渐式微。土地

流转后，部分老年人难以凭借自主耕种获取稳定收益，土地租金或分红因市场波动而充满不确定性。加

之气候变化、市场竞争与农业成本上升等因素致使农业经营风险增大，进一步削弱了土地养老功能。农

村家庭在缺乏稳定替代经济来源时，面对土地养老功能的削弱，极易陷入经济困境。 

5.2. 照料资源短缺困境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照料资源短缺困境[4]。其一，家庭照料人力不足与质量下降的状况严峻。农村

劳动力大量向外流动，使家庭照料功能受到强烈冲击，家庭照料人力资源愈发匮乏。青壮年外出务工致

使照料角色发生代际转移，留守妇女、儿童或高龄配偶承担起照料责任，而他们因缺乏照料技能与时间，

难以达成老年人的全面需求。并且，照料人力的短缺使得老年人在饮食起居、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无

法充分被满足，对其生活质量与健康状况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 
其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与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的局面突出。当下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与质

量相较城市均存在明显差距，专业服务人才的短缺进一步致使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区

域缺少适宜老年人的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与康复护理机构，现有设施条件粗陋、服务功能单一。专业

护理人员、康复治疗师等养老服务人才极度稀缺，招聘与留用存在较大困难，使得农村老年人难以获取

优质的专业照料。服务供给的欠缺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照料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然成为农村家庭

养老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5.3. 观念冲突困境 

农村家庭养老深陷观念冲突困境[24]。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观念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猛烈碰撞。

传统的“养儿防老”与孝道观念曾在农村家庭养老里占据主导，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观念

却带来强大冲击。代际间存在观念差异，年轻一代倾向追求自我发展，把养老责任更多地寄托于社会保

障或市场化服务，这与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坚守产生观念分歧。家庭规模变小以及社会流动性加大还弱

化了传统孝道文化的实际执行效力，令农村家庭养老的伦理根基逐渐松动。 
另一方面，老年人自主养老意愿与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矛盾。伴随农村老年人文化素养的提升与社会

参与意识的增强，其自主养老需求逐步显现。部分老年人渴望在养老进程中有更多决策权力，像经济管

理、生活规划和医疗抉择等，但这与家庭养老模式里子女主导的传统相互抵触。在部分家庭中，老年人

与子女在养老模式抉择上难以取得共识，这不但会让老年人滋生心理孤独感，还可能致使家庭关系趋于

紧张。在家庭养老框架内怎样平衡老年人自主意愿与家庭成员支持，是需重点关注探讨的关键问题。 

6. 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基于前述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影响因素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了提升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

和适应性，应从经济支持、照料资源优化、文化观念更新及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综合施策[25] [26]。
以下提出多维度、系统性的对策与建议，以实现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1) 加强经济支持体系建设方面，需提升农村养老金水平，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具体而言，要依据区

域经济发展状况，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养老保障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基础养老金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整合，确保公平及时发放，同时引入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型养老基金等多层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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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机制，为家庭养老提供稳定的经济补充。此外，要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拓宽养老经济来源，通过政策

支持与技术培训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土地流转和集体经济模式，保障老年人土地经

营收益。 
2) 优化照料资源配置方面，要强化家庭照料支持，提升照料能力与质量。针对留守家庭成员开展基

础护理技能培训，实施家庭护理补贴政策，减轻照料者负担，激励更多家庭成员参与养老照料。同时，

加快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人才建设，推动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建设，确保每个行政村

至少有一处基本养老服务设施，通过专项补贴和激励政策吸引专业人才扎根农村，或借助“互联网 + 远
程服务”提升专业照料资源可及性。 

3) 推动文化观念与社会氛围更新方面，应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促进代际和谐。在农村学校、社区开

展孝文化宣传活动，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将孝文化融入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增强其归属感与幸福感。同

时，融合现代观念，创新家庭养老文化，倡导“家庭养老 + 社会支持”模式，支持老年人自主养老，为

其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服务支持。 
4) 完善政策法规与保障体系方面，需构建全面协调的政策法规体系。在现有法律基础上，细化农村

养老相关条款，明确各方责任分工，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涵盖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资金补贴等关键领

域，确保政策完整且具可操作性。此外，加强政策执行与监管力度，优化执行流程，建立政府、社会、家

庭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提升政策透明度和执行效率。 
5) 促进社区支持与社会协同方面，要推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以村级组织为平台构建互助

网络，推广“医养结合”模式，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设施资源，提供综合服务。同时，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支持公益和市场化力量，通过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推广

数字化养老服务，弥补传统服务方式的不足。 

7. 结论与展望 

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

面长期发挥核心作用。然而，伴随着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劳动力的外流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

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多重挑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农村家庭养老的概念与历史演变，深入分析其现状与

影响因素，并针对经济压力、照料资源短缺和观念冲突等困境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不

仅进一步明确了家庭养老在农村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为推动农村养老模式的优化和创新奠定了理论

和实践基础。 
未来，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深入探索。在理论研究上，应进一步

聚焦区域性差异、代际关系变化和文化观念转型等问题，并借助多学科交叉研究为家庭养老的长效机制

提供科学依据。在实践中，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政策工具，推进养老服务的智能化与多元化，同时开

展长期政策跟踪与效果评估，确保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公平性。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也将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提供宝贵经验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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