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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旨在通过老年人

之间的互助，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会工作可以从全方位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在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交流合作，培训指导，搭建平台，政策倡导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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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aging,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Mutual Aid Pension Mold, as an emerging elderly care model, aims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gov-
ern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through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elderly. 
Social work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tual Aid Pension Mold in all aspects. It can play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demand assessment, plan formu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raining and guidan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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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萎缩，而社会养老又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

下，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的策

略研究，旨在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社会负担加

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带来了巨大挑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需求

也随之增长，需要更多的养老服务。此外，老年人口的养老负担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负担，而传统的家

庭养老功能萎缩，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政策保障。在这些背景下，互助养老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

议题。互助养老本质上是立足于村社共同体的农村社区养老模式。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多层次动员、以公

共意志为准则的民主化管理、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嵌入，以及以互助组织为中介的资源链接构成互

助养老持续运作的核心经验[1]。互助养老可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养老需求，也可以取得一定的社会治

疗成效，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首先，它能够减轻政府的负担，降低养老成本。其次，互助养老能够促进

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此外，这种模式还能够促进社区的发展和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然而，互助养老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互助养老下如何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和

健康，如何管理这种模式，如何提高参与意愿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互助养老的模式和

机制，以实现更好的养老服务。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互助养老发源于国外，因此国外对于互助养老的研究显然比国内更多更成熟。国内学者对于互助养

老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中国农村地区，相关学者在农村互助养老的概念界定及属性方面还存在分歧，但

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核心理念、优势及重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3.1. 国内互助养老研究 

从地域进行区分，国内对于互助养老的研究主要划分为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和对于城市互助养

老的研究。而在这两者之间，大多数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农村互助养老，关于城市的互助养老研究则较少，

主要围绕互助意愿和互助方式展开论述。如范艺禧等学者提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包括了年龄、

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代际关系[2]。许加明和华学成则提出可以组织城市空巢老人开展诸如

男女互助、轻老互助、精英与大众互助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养老实践，构建一张多元立体的互助养老网[3]。
因此国内目前对于互助养老的研究焦点在农村，而在农村互助养老研究中，又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块，主

要是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发展困境以及如何提升互助养老的意愿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1.1. 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研究 
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研究，一些学者是从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展开论述。如相关学者在研

究了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后提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类型，将其分为了村庄内生型、内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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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社会协助型与政府推动型四种发展形态[4]。而其他学者也研究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内生逻辑并得出

应从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与传统文化的兼容并济、服务对象的精准定位以及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三

点内容去健全农村互助养老[5]。而石伟则是比较注重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研究，他指出了农村互助养老

制度的不完整性、模糊化与区域非均衡性，村社集体统合能力的弱化等农村互助养老的弱点，因此强调

应加强农村互助养老的顶层设计[6]。以上的学者都有提到农村互助养老中政策的重要性，强调应该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体系。 

3.1.2. 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研究 
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困境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对于发展困境的看法都具有一致性。一些学者提出

农村互助养老目前存在的困境是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从而不能激发农村老年群体足够强烈

的合作动机[7]。万颖杰则提出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在于农村老年群体互助参与度不高、互助资源不具备

可持续性、地方互助政策缺乏合理性等[8]。文丰安认为农村互助养老中存在村民参与互助式养老的意识

淡薄，现行的体制机制匹配度不高，基础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资金资源不稳定等问题[9]。
姚虹从总体进行分析，认为这一养老模式面临有效供给缺乏、内生动力不足、外部支持乏力、实践创新

有限等发展困境[10]。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都普遍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主要是内生动力不足，外部

资源不足，政策仍需完善。 

3.1.3. 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意愿研究 
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意愿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论述。比如一些学者通过对陕西省农村老

人进行抽样调查，从社会网络方面研究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服务提供的意愿。他们研究发现网络异质性的

增加则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11]。聂建亮和唐乐则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出发，研

究这两个方面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发现制度信任可以提高互助养老参与意愿，而人际

信任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12]。辛宝英和杨真是从社区支持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社区支持可

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并主要由村干部和邻里传导[13]。 

3.2. 国外互助养老研究 

国外关于互助养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实践和推广。这些国家通过建立互助养老社区、推行“时间银行”等方式，鼓励老年人之间互相

帮助、互相照顾，以达到更好的养老效果。美国开展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侧重于低龄老年人群志愿

服务年龄较大的独居老年人，但服务项目仅可为独居老年人提供临时性照料服务[14]。英国开展的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模式侧重于医疗互助服务的供给，其时间银行拥有高水平的专业医疗团队，以提供医疗互助

为主要服务项目，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宣传[15]。因此，互助养老模式在国外显然更为成熟，具有

较为强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完善的运行模式。例如，日本的“多代屋”(Manabiya)模式，在社区中设立共享

空间，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特别是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互动互助。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扮演

关键角色，负责组织活动(如共餐、学习班、健康讲座)、协调代际交流、发掘社区能人(如擅长烹饪、手

工、园艺的老人)，并链接社区资源(如志愿者、医疗支持)，有效促进了社区内部的互助网络形成，提升

了老人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意义感。国外学者也对互助养老意愿方面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显示高龄老

年人的互助养老意愿更高，原因可能是高龄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和子女不在身边，

更倾向于选择互助养老[16]。美国的“村庄运动”是典型的居民自组织互助养老模式，通常由社区居民主

要是中老年人发起成立非营利组织，会员缴纳年费，通过“村庄”组织获得邻里互助、信息服务和专业

服务折扣。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常作为组织协调者或项目管理者，运用其社区组织、资源链接、志愿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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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求评估等专业技能，帮助建立章程、搭建服务平台、招募和培训志愿者包括低龄老人、建立服务

标准和质量监控机制，并代表“村庄”与政府、医疗机构等外部机构沟通协调，确保模式的可持续运行。

因此老年群体有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开展互助养老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 述评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互助养老模式中的作用。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关于我国互助养老的议题目前在农村方面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城市互助养老研

究较少。因此可以从城市互助养老入手研究。此外，学者较多研究的是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及发展路径，

较少学者研究社会工作元素可以在互助养老中提供的帮助。社会工作者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强调“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能够从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出发，同时具备资源整合和政策倡导的能力，可以在互

助养老模式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在之后的互助养老模式研究中还可以加入社会工作的元素。 
首先，在需求评估与方案制定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对老年人的互助需求进行评估，明确他们的实

际需要和潜在能力。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互助养老方案，如组织兴趣小组、开展技能培训、搭建

互助平台等；其次，社会工作者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如座谈会、茶话会等，让有意愿的老年人聚集在一

起，交流心得，分享经验，从而增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强化社会网络，从而增强互助养老的意愿；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提供培训与指导，针对一些老年人缺乏自我照顾和互助技能的现状，社会工作者可以

开展相应的培训和指导，如健康管理、急救知识等，帮助他们提升自我照顾能力；在宏观层面，社会工

作者可以搭建互助平台，建立一个线上或线下的互助平台，让老年人可以在平台上分享资源、信息和经

验，增强他们之间的互助合作；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体、社区宣传等，宣传互助养老

的理念和优势，提高老年人和整个社会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和支持。同时，他们还可以向政府和社会各界

提出政策建议，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最后，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定期对互助养老的实践效果进行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和改进工作方案，确保互助养老活动的持续有效开展。 
案例分析法中，选取了河北某农村互助幸福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收集了该院的基本运

营情况、老年人的参与情况、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情况等数据。同时，对该院的管理人员、部分老年人进

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在互助养老过程中的需求、困难和期望。在河北某农村互助幸福院中，社会工作者

通过需求评估发现，老年人对于文化娱乐活动和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较高。于是，组织了老年文艺表演

队，定期开展文艺活动，并邀请医生为老年人举办健康讲座。同时，建立了互助服务平台，让老年人可

以在平台上交流互助经验、分享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措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互助养

老模式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总的来说，在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中，社会工作可以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实现自

我照顾和相互照顾，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同时，也有助于缓解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压

力，推动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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