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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山东临沂费县刘庄镇为例

摘 要

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步严重，农村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是严重的农村养老问

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农村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

需要有有效的对策进行解决，找到更好的农村家庭养老的路径。本文在分析家庭

养老和社会养老概念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进一步以山东省费县刘

庄镇为案例，深入分析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并指出了家庭居住方式，包含了合

居、分居、独居。在对农村家庭养老困境及其原因分析时，发现困境体现在经济

供养不足，生活照料短缺 ，精神慰藉不足等，受到家庭、社会、制度和老人自

身的因素影响。通过提出相应对策，找出解决出路，包括：发展农村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运营法律手段，维护家庭养老，加强思

想教育，更新养老观念，探索居家、机构、互助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同类型的农村养老问题提供解决的路

径，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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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Rural Family Pension

--Taking Liu Zhuang Tow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aging in China is gradually serious, 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ag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in rural areas, the

family pension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in a predicamen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it, so as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y in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pension and social

pension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theories, further to Liu Zhuang Town as an exampl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rural family pens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family living way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s and causes of family pension

in rural areas, we find that difficulties are reflected in insufficient economic support,

lack of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which are affected by family, society,

institutions and the elderly themselv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nd find out the solution,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operation of legal means, the maintenance of family pension,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update the concept of retirement, explore the home, institutions,

mutual aid, diversified rural endowment pattern.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it can

provide a solution for the same type of rural old-age problems in Liu Zhuang Town，

which has a common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Family pension, Social endowment,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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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1.1.1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改变了我国

的年龄层级情况，对人口层级进行了有效的调节。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逐步严峻，我国已经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进入了老龄化时代，老龄化问题得到了普遍

的关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养老问题更加突出，显示出城乡倒置和未富先老的独

特现状。有效的解决老龄化问题就需要先解决养老的问题，以提高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和水平，以更好的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国家统计局获取的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得知，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

达到了 13.39 亿，其中，60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达到了 1.77 亿，占据了总人口的 13.26%，

6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 8.87%，与上一次人口普查对比数据来看，要高出

1.91%，并且从年均的增长率可以看出，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3.2%，这一数据说明了我国的

老龄人口人数较多，并且增速在不断的提高。从 2017 年在北京举办的的金砖国家老龄会

议上获知，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 2.3 亿，占据了占总人口的 16.7%，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1.5 亿，占总人口的 10.8%。我国的老龄人口变化情况详见下图 1-1

和图 1-2 所示。相比城市的老龄化人口相比，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的老龄化更加严重，

数据显示，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2017 年的中国农村老龄化率已经达到 20.06%，

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预计 2045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 30%以上，这充分

说明了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严重，其养老问题牵扯面广、亟待解决。

图 1-1 2005年-2015年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于：中国产业信息网行业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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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07-2020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数量比重

资料来源于智研咨询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老年人可能因为经济

问题，生活问题，精神慰藉问题等使得农村老年人养老陷入困境，不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的目标，同时，也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必须

及时的得到解决。而当前，我国农村养老出现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其他养老模式在逐

步探索，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其他模式养老方式受到一定的发展限制，基

于此本文针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以推动农村家庭

养老走出困境。

1.1.2 研究意义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的突出，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安享晚年，

并且也和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目标不一致，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部分将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本文研究意义的阐述，

具体如下：

理论意义方面，养老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养

老问题进行研究，并基本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而在农村家庭养老方面，则更多的是

从轻视农村重视城市作为研究的重点，很少有人专门针对农村家庭养老进行研究。本文就

针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通过案例和访谈调查深入分析，以提出了家庭养老的具体出路，

对于丰富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方面，对农村养老进行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意义，具体包括：一是

推动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本文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不同，通过案例深入的研究一个乡

镇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从获取一手资料出发，深入研究和调查，对推动解决农村老人

养老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是有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了农村



3

的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就需要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老人养老问题，而由于农村养老缺

少制度的保障，使得农村的老年人处于劣势状态，没能获取应有的保护和支持，因此本文

的研究可以有效的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三是有助于推动新农村和和谐社会以及

城乡一体化建设。养老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也将是和谐社会的目标

之一，要促进新农村的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就需要尽快更好的解决农村老人

养老问题，本文的研究，就对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1.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1.2.1 文献综述

养老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将

从国内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有关养老的研究现状。具体如下：

1.2.1.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学者对养老的关注较早，并且西方国家已经普遍的建立起来完善的养老保障体

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养老的问题，国外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对养老进行研究：

（1）养老与社会福利事业

国外的研究文献对养老和社会福利失业的研究开始的较早，理论也较为丰富。Lixing

Chen1通过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老人在养老福利服务上，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并

引入了民间养老服务加入，以满足老人的养老质量和水平的需求，走上了市场化的养老模

式，并且通过欧美国家的老人社会福利方式研究得出，西方国家的老人养老给予的服务方

面较为全面，涵盖了生活津贴、住房补贴、健康保健以及生活服务等方面。综上所述，将

居家养老和社会福利事业相结合，并对养老服务进行立法，同时加入了市场化的模式，因

地制宜的提出不同的养老问题解决方式，对于我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2）养老模式研究

国外学者 Helton A2还对养老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养老模式提出了正规养老

保障模式和非正规养老保障模式，其中，正规养老保障就是政府为主体的组织，为老年人

的养老提供经济和生活的服务；非正规养老保障是指由家庭成员组成养老队伍，为老人的

基本生活和经济需求提供服务。在这两种方式中，非正规养老保障模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国外将养老还分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家庭养老、互助养老、以房养老、旅游养

老等形式，居家和家庭养老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

西方国家中，Khasanova V, Bataeva A3研究指出丹麦的养老方式是自助式的社区养老，与其

1 Lixing Chen. Estim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Impacts of Pension Reform[J]. Mpra Paper, 2007.
2 Helton A C. Pension Rights and Repatriation to the Former Yugoslavia: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o Social Welfare Protections[J]. Review of Central & East European Law, 1998, 24(3):237-244.

3 Khasanova V, Bataeva A. THE ROLE OF PRIVATE PENSION FU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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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老方式不同，这种养老的方式给老人充分的自由时间，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老人在花

园、餐饮、农场等活动，并且在住宿上是独居形式，在基本的物质服务需求外，老人可以

租用其他的生活服务，以满足养老的需求。日本的养老以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全天

候的服务由社区提供，并且可以与幼儿园融合，增进老人与幼儿的互动，互赠乐趣，并进

行一体化管理，在满足老人养老需求的同时，充分发挥现有资源。

（3）长期养老照料研究

对于养老提供的服务中，欧美国家将其分为生活类、个人护理类、看管类、照顾管理

类等，这些类别都是基于对老人养老的居家养老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英国是最早开始实行

和探索社区养老照料的，Feng Qi4在对英国社区养老进行研究中指出，英国具有较早和较为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人的养老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照顾，最为主要的是使其在比较熟

悉的家庭或者社区环境里实现养老，不影响老人的自由独立空间和正常的日常生活。并且

提供了正规的养老机构保障，也提供了非正规的养老机构保障，主要以老人公寓、老年活

动中心和托老所等为主。在长期养老照顾上，丹麦的居家照料体系较为全面和完善，由政

府分担财务压力，由专业机构进行提供服务，以实现专业的老人养老照料；丹麦采用的是

居家照顾和院舍照顾，并且建立了社会服务法案和长者居住法案，以为老人提供辅助居住

的地方，提高老人居家照顾的水平。丹麦实行的居家照料服务涉及的人员众多，能够最大

面积的覆盖丹麦的老人，在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上，可以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

Cadiou S, Gagnon B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在向老人提供长期养老照料上，采用的是剩余

型福利体制，在确定了老人没有基本的收入和基本生活能力丧失后，对其不实行普惠型福

利，提供医疗补助计划，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审查。美国实行的长期照料方式和丹麦有着

很大的区别，其需要政府引导下的非营利机构进行合同签署，在此基础上进行老人养老服

务的提供。美国的这种长期养老照料服务和其他国家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为由签署

合同的机构进行提供，财政的压力就很小，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覆盖面会小很多，但是，

随着老人养老需求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机构提供长期养老服务，而目前的机构增速与需求

有着严重的矛盾。

Liao P6通过剖析德国的养老制度，发现德国的长期照顾和丹麦以及美国都不同，德国

实行的方式是将长期照料作为辅助性质的社会救助，救助的对象是低收入的群体。德国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长期照料已经和中国的“三险”一样实行强制性缴纳，但是，在

养老这一保险上却没有和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一样实行国家全额缴纳，而是需

要老人在年轻时进行购买，在年老时才能使用。同时，对于养老方面，德国也和其他国家

WELFARE PENSIONAGE POPULATION[J].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рава, 2011.
4 Feng Qi. Strategic Choice of an Aging Society: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ension Welfare and Industry-Based on

the Related Investigations of Yangzhou City[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0.
5 Cadiou S, Gagnon B. Social Policy for Pension Funds: Supplementary Aid for the Senior Citizen Welfare[J]. 2005.
6 Liao P. Does Germany's Social Pension System Enhance the Participants' Welfare?[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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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德国关注家庭和社区养老，以现金发放方式提供服务者报酬，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老

人和家庭出现分离的问题，并且，在这种方式下，也降低了长期照料的成本，然而从德国

的长期照料的实践来看，并不如丹麦的方式灵活。

1.2.1.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养老问题同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通过多种形式对家庭养老的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究，本部分将从家庭养老困境、家庭养老影响因素、农村养老方式选择等三个

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1）家庭养老困境研究

我国的家庭养老是农村地区老人养老的主要方式，老人的子女是老人养老最为主要的

提供者，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养儿防老”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和老

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老人的养老问题逐渐严重，农村家庭养老就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

式7。唐利平8在对四川和江苏农村养老研究中指出，通过对 81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

谈，在农村养老保险已经普及的基础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对老人的养老问题上有

着很大的差别，加上农村养老保险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的家庭养老问题比城市更加

严重。风笑天9指出，尽管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但是，对其经济发展应有一定的信心，

要改变当前的农村养老现状，就需要保证老人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含了经济、心

理和精神的独立，以确保农村老人通过自给自足的实现养老问题解决。

宋强玲10针对失独的家庭老人养老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身心

均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老年时更是对生活容易失去信心，造成养老和医疗等问题难以解决。

在对此分析的基础上，她提出了要对失独的老人多加关怀，提供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扶持，

同时，也要逐步的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有针对性的提供老人互助、社区补贴、基层养

老等多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另外，还提出了政府要逐步强化职能体现，与社会专业机构合

作，使其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以提升失独老人的养老质量和水平。

李瑞平11在留守养老和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其指出，在农村劳

动力流入城市的现状下，出现了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而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将逐渐的

严峻，家庭养老的模式功能弱化，不能完全实现原有的家庭养老效果。他深入研究指出，

社会化养老将不会替代家庭养老，应该对空巢老人提供一定的生活照顾、经济扶持以及精

神安慰，以确保其能够安享晚年，实现老有所养。王鹏飞12同样对空巢老人进行了研究，

其通过对重庆地区 58 名空巢老人进行调查发现，农村的社会养老资源缺乏，无法实现社

7 刘庚长.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J]. 人口研究, 1999, 23(3):41-42.

8 唐利平.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理论分析[J]. 社会科学, 2010(12):50-54.

9 风笑天.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5):55-58+65.
10 宋强玲. 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完善[J]. 农村经济, 2013(5):3-6.

11 李瑞平. 家庭资助计划: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政策创新[J]. 人口与经济, 2017(1):44-47.

12 王鹏飞. 经济发展与转型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4):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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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养老，而以家庭和自我养老为主的形势下，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经济、精神以及生活

等方面的困境，并提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未来将以居家养老解决空巢老人的养老

问题。

（2）家庭养老影响因素研究

翟绍果13通过对关中村的老人进行研究发现，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传统的农村乡土文化中，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下的农村养老模式是父母抚养子女，

反过来子女为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但是，随着养老文化的不断变化，这种格局已经发生

了质的变化，子女们对家里老人的养老更加具有话语权，因此，传统的养老方式就出现了

混乱，互惠的文化秩序出现了问题，同时，孝道中落和家庭养老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同样

的危机。

郭文娟同样对家庭养老进行了调查分析，在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对农村养老影响重

大， 结构变化影响了农村养老资源的缺失，影响了农村养老水平和质量。在研究的最终

提出了从经济、生活和精神层面对农村养老的解决，提出要按照弱化的程度对养老需求进

行排序，以更好的对资源进行分配，同时，要重点关注生活的照顾，其次再关注精神的安

慰，最后注意经济支持，并提出了要以家庭为主的养老，发挥社区和政府扶持的作用，以

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穆宗光14以政策出台为背景，深入研究了农村养老的问题，并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角

度提出独生子女在养老上的风险性，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在父母年轻时，可能赡养子女的压

力很小，而在年老时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特别是独生子女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后，老人就陷

入了空巢的困境，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这种农村养老的资源因为计划生育而被制

度性的剥夺，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

张正军15从人口流动对农村养老问题进行研究，其认为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变化下，家

庭养老的功能在不断的弱化，人口流动给予老人的照料和情感的慰藉越来越少，同时也改

变了农村的劳动分工，增加了农村养老的风险和成本。同时，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可以增加

农村人员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村养老的经济支撑，但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双重效应，需

要对人口的流动进行合理引导，以确保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不再弱化，保持其应有的功能，

以化解农村老人养老困难的问题。

史雯珺16同样对农村养老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社会养老政策的变动会

影响到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从实证分析角度分析了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发挥政府

的养老政策导向，解决农村养老需求和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并进一步的加强子女对老人养

13 翟绍果.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模式探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12):32-35.
14 穆宗光. 从三维视角看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J]. 贵州社会科学, 2014(2):61-64.
15 张正军. 城市化冲击农村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制度[J]. 中国国情国力, 2012(5):42-44.
16 史雯珺.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历史分期及前景探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9):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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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意识。

（3）农村养老方式选择研究

我国已经关注到了农村养老的问题，有关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研究成为了焦点，其中

大部分的研究是赞成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方式。葛启慧17认为养老虽然呈现出了多元化和

社会化的现状，但是，家庭养老模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优势，尽管老龄化速度加快，

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但是，家庭养老依然对养老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研究中

指出，在探索多种方式的老人养老同时，更要回归思考家庭养老本身具有的优势，对解决

养老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花菊18同样也提出了家庭养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

且认为农村家庭养老有着历史根源，家庭在养老过程中有着其他养老不能提供的经济支

持、精神安慰和生活的照料，当前农村的经济水平大部分并不发达，尚未能够实现全面的

社会养老，因此，仍然需要以家庭养老为主。

王超群19研究指出，家庭养老具有独特意义的人文价值，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缩小化

的情势下，也并不一定会出现家庭养老功能逐步的弱化，还有可能成为养老的发展方向。

他从居家养老和文化传统角度进行分析，并对比分析了政府、社区以及机构提供的养老，

都不如家庭养老更能取得应有的效果。龚静怡（2016）20研究认为中国的养老还是应该以

家庭养老为主，政府和社会养老为辅，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

模式能够为老年人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提出，家庭养老也可以市场化和社会化，改

变的是养老服务，而没有将老人远离家庭，这种专业的服务可以强化尊老爱老和养老的教

育，实现政策优惠支持下，社区和家庭养老的结合，实现养老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1.2.1.3文献述评

从国外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的国家更加倾向于将养老方式选择在社区养老上，并且

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不过，国外的养老方式将营利和非营利养老结合，

重视老人在家庭养老的作用，在物质上提供了应有的支持。从国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

的学者关于养老的讨论，主要从养老困境、影响因素以及养老方式的选择上，而针对农村

的养老存在的困境很少研究，并且在农村实行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一个地区的老人养老情

况，深入的研究当前养老的不足，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以案例分

析的形式，对一个乡镇的老人进行访谈，以获取一手资料进行养老现状的深入探析，并进

一步的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17 葛启慧. 文化转型下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探析[J]. 思想战线, 2014, 29(4):100-103.
18 王花菊. 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资源危机[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11):39-41.
19 王超群. 农村家庭养老与子女支持愿望——基于对山东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J]. 东岳论丛, 2014,

30(9):133-136.
20 龚静怡. 解读农村家庭变迁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J]. 理论月刊, 2016(12):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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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理论基础

1.2.2.1相关概念界定

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文研究涉及的重要名词内涵，本小节将对家庭养老、居家养老、

社会养老等概念进行阐述分析，以更好的为本文的研究做好概念区分，便于下文的深入研

究。具体如下：

（1）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主要是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这种养老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

现养老保障功能，主要是年轻的父母对自己子女的养育义务，以及当父母年龄越大的时候，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两代人之间形成互惠的功能。特别是中国人，受儒家思想观念比

较深厚，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模式，赡养老人已经成为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姚远
21
认为，家庭养老是由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运行方式。李瑞平等

22
认为，家庭养老其实

就是依据血缘关系为纽带，由直系亲属承担经济和生活以及精神方面保障的机制。本文所

认为的家庭养老就是老人在家由子女或者配偶进行照顾的一种模式。

（2）社会养老

本文所指的社会养老主要是指社会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养老服务主要是依托老年人对养老的服务需求，目的就是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作为

目标，主要是由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政府、加上市场的参与以及第三方等力量的提供的服

务，除了家庭提供服务以外的养老都同属于社会养老
23
。

社会养老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特点。养老分为基本养老服务和选择养老服

务，基本养老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而私人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点，基本养老是指

关系到老年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方面的需求，所以基本养老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开

展，这部分的养老支出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向目前老年人提供保障基本生活的服务、

卫生服务以及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精神需求的服务。同时对经济困难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老

年人提供服务。选择性养老是指根据目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开发出来的养老产品，这种养

老方式是指享受服务一方要承担费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

不断地向精神需求方面发展，无论是基本养老服务还是选择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内容也

在不断进行创新。

（3）居家养老

21 姚远.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与低生育水平强化——来自湖北省宜昌市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3):93-103.
22 李瑞平. 家庭资助计划: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政策创新[J]. 人口与经济, 2017(1):44-47.

23 钟涨宝, 杨柳. 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5):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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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居家养老的概念理解见仁见智，Feng Qi24认为，“居家养老就是指政府依托社

区，利用非营利组织资源，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机构，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等福利服务。”陈立行等人
25
认为居家养老与社区助老服务的结合是

中国老人养老方式的最佳选择，即“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养老服务却是由社

会来提供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方式，是一种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外围、以

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养老体系。”，这些居家养老的概念不仅强调家庭发挥的作用，也重视

社区、社会或国家的责任，是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或社会养老的结合。由此，本研究认为，

居家养老是指老人居住在家中，由家庭成员、社区、国家等服务主体提供社会化的养老服

务，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服务。

1.2.2.1理论基础

从理论方面来看待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少学者开始关

注中国的养老方式，并且针对目前的养老方式进行阐述。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理论方面进

行深入阐述。

（1）家庭生命周期论

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是由 Hill and Hansen
26
提出，这个理论主要是对家庭产生、后期

发展以及最后结束等一系列过程的完美诠释。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作为自然界的

一部分，也应该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同样遵循出现、发展、壮大以及终结等阶段。Duval
27

提出了家庭生命理论的八阶段。这八阶段依次是结婚后家庭形成阶段（无子女阶段）、扩

展阶段、学龄前家庭阶段、学龄阶段、子女青少年阶段、中年夫妇阶段、老年阶段和空巢

阶段。在这八个阶段当中，每个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阶段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家庭才会继续向前发展。

根据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后两个阶段：老年阶段和空巢阶段，为什么主要研究这两

个阶段，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研究家庭成员，子女与父母，以及配偶之间的关系，可以

更好地对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老年人在这两个阶段的心理变化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以及把控，并且揭示这些变化对家庭养老所带来的影响。

（2）代际支持与社会交换理论

中国人受以往传统文化影响较重，而西方学者对家庭养老问题比较偏向于经济化，用

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社会交换理论形成于二战时期，该理论认为将行为当做一

24 Feng Qi. Strategic Choice of an Aging Society: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ension Welfare and Industry-Based on

the Related Investigations of Yangzhou City[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0.

25 陈立行，杨政怡. 替代或互补:群体分异视角下新农保与农村家庭养老的互动机制——来自全国五省的农村

调查数据[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1):117-127.
26 Hill and Hansen.Social Policy for Pension Funds: Supplementary Aid for the Senior Citizen Welfare[J]. 2005.
27 Duval.Bee cautious on IHT potential of family pensions[J]. Money Marketing,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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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来进行交换是分析和理解大多数人的交换行为的最佳方法。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

物是 Homans,Homans28将人们之间的交换总结为价值命题，并且认为采取某种行为对他们

产生的价值越大，越能够促进他们采取行动。在经济交换过程中，交换分为“对等交换”

和“非对等交换”，用对等交换解释社会交换，用不对等交换解释剩余的社会交换，社会

中的人都是经济人，双方进行交换，双方必须付出相应对等价值的物品或者回报义务。

在家庭当中，代际关系主要是指父母与自己之间的交换。父母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负

有养育义务，这其实对于父母未来来说就是一种投资，子女在成年后，自己的父母年龄变

大，子女对父母就有赡养义务，此时老年人的投资就形成了回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子女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了更多的独立，再加上我国以老为尊的家庭角色，代际交换的关系

变得缓和，但是老年人在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方面面临着挑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假设理论

这个理论是由 Mason29提出的，在这个理论中提出了，家庭结构受现代化、工业化以

及城市化因素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

程度比较高，目的是确保自己老有所养。但是，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子女外出务

工，使自己经济实力有所提升，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上升，父母的家庭地位被弱

化，并且再加上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迁移比较大，父母与自己之间在空间上分离，从而使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特别是目前女性逐渐从家庭主妇转化成职场女性，年轻女性对家人以

及老人的照看变少，给家庭养老带来挑战。此项理论给本文研究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1.3 研究设计

1.3.1 研究思路

本研究共分为 5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以及

研究设计进行阐述，以表明本文的大致研究框架和思路，为接下来的行文做出安排。同时，

还对国内外的文献和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概念部分，主要对家庭养老、社会养老、

居家养老等概念阐述，为本文研究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名词进行解释和界定。理论基础部分，

主要阐述了家庭生命周期论、代际支持与社会交换理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假设理论等，

并对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案例分析，引入刘庄镇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农村养老的现状，在对老人

基本情况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刘庄镇养老的合居、分居、独居等三种情况的存在形式。

为下部分的农村养老困境分析和原因分析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是案例对象家庭养老存在的困境和原因研究，主要是在访谈数据的结果上，

28 Homans. Discussion on the Pension Security of China's Countryside "Empty-nest Family"[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1.

29 Mason. An Analysis of the Mode of Rural Family P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t Theory[J].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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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庄镇的家庭养老存在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经济、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等

多方面进行阐述。在原因分析上，提出了家庭、社会、制度以及老人自身等四个方面的原

因，为下部分的提出完善对策奠定基础。

第四部分是农村家庭养老的出路，在上述农村养老存在问题及原因剖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健全制度、强化立法、更新观念、多元化养老等多种对策，以为更好

的解决农村养老难题提供建议。

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展望。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本文研究的

不足之处。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三种方法，具体

阐述如下：

（1）文献研究法

本文在研究之处，通过知网、维普、百度学术等文献库进行了农村养老、家庭养老、

居家养老等关键词搜索，并借助学校图书馆和网络网站资源，对当前农村家庭养老情况进

行宏观和微观的把握，以深入了解当前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主题进行研究。

（2）访谈研究法

本文在考虑了农村老人的基本情况后，使用问卷调查可能达不到条件，就以访谈的形

式进行了一手数据的获取，通过对刘庄镇的老人走访，深入细致的聊天，获取最为基本的

情况，也对农村中年轻人和村长进行了访谈，以验证本文获取的资料的准确性，在访谈中，

重点了解了农村老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婚姻、家庭组成、居住情况、养老

方式、就医以及经济支出等。这些访谈资料均是经过验证的一手资料，对本文研究有着重

要的作用。

（3）实地观察研究法

为了方便获取资料，本文选择了熟悉的刘庄镇进行调研，为了确保数据搜集的可行性，

本文在村长的带领下，提前走访了各个村庄，然后根据论文研究的需求，选择了部分的村

庄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的访谈调查。通过实地观察，大致了解了各个村庄的养老情况，以

此为本文更好的获取一手的真实的宝贵的资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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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案例分析--农村家庭养老现状

以山东省费县刘庄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方式，深入调查和分析山东省费县刘

庄镇的家庭养老的现状。通过访谈问卷获取一手数据，进行数据的分析，深入了解了山东

省费县刘庄镇农村老人在年龄、婚姻、子女、经济、生产、生活、情感、居住等方面的情

况，及其影响家庭养老的因素。在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情况介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家庭代际居住方式。

2.1 调研目的及访谈问题设计

2.1.1 调研目的

为了更好的研究农村养老的现状，进一步分析其养老存在的困境，以更好的提出对策

措施，本文采用调研访谈的方式，以刘庄镇老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基本情况和养老现状，

以数据来分析存在养老的难题，因此，本文调研的目的就是在获取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

农村养老情况进行阐述，并深入分析其存在养老问题及原因，进一步的提出解决对策。

2.1.2 访谈问题设计

为了方便本研究获取数据，本文在实际设计访谈问卷前，就对刘庄镇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观察后，认为需要对其进行访谈，才能实现一手数据的获取，而通过传统的问卷调查，

然后回收分析不可行。因此，本文在借鉴了刘翠玲（2016）30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刘庄镇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本文的访谈题目，本访谈问题共计 16 个问题，让老人以日常谈话的

方式进行问题的回答，确保回答信息的一手性和真实性，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2.1.3 访谈对象选择及访谈过程

为了后期研究的进程，加上刘庄镇老人配合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并没有对刘庄镇的

所有 33 个自然村进行调研，而是选择了其中的 100 位老人作为调研对象。为了减少老人

的抵触心理，使其放松心态，本人在调研前与村长进行了沟通，在村长的带领下，首先介

绍缘由之后，再进行访谈，并且由村长进行核实，以确保获取的信息准确性。在获取基本

的情况和养老情况后，对访谈问卷进行了逐一整理，形成了适合本研究所使用的一手资料。

2.2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基本情况

刘庄镇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的东南部位置，总面积有 63平方公里，管辖了 31个村委

会和 33 个自然村，人口共 29137 人。从经济发展来看，刘庄镇依靠小麦、水稻等农作物，

人均创收 2407元，并且有几个村有民营经济发展，发展了经济农田 1500 多亩，林地 10000

30 刘翠玲.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其对策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9: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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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刘庄镇现已培植 6 个专业村，形成四个工业园区。企业有纺织厂、甲醛厂、纯净水

厂、砚台厂、板材厂等 20余家，个体工商户 1800余家。该镇有初级中学 1处，小学（联

小）6 处，卫生院 1 处。交通便利，兖石铁路穿过北部边界，沂邳公路、枣南公路在镇驻

地交汇。有班车通县城。工业，初步形成了纺织、建材、板材、化工等几大优势产业，从

业人员 18000 多人。尤以板材业发展最快，板材加工企业已达 740 多家，年产值 7000 多

万元，成为刘庄镇的特色支柱产业。

2.2.1 年龄和婚姻状况

为了方便本文的研究，采用访谈的方式，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农村老人进行了深入

的访谈调查，考虑到时间和能力情况，选择了 33 个自然村中 100 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

访谈，其平均年龄达到 74 岁。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年龄

和性别结构情况，其中，年龄结构中，分了四个年龄阶段，60-69 岁的老人有 45 人，占据

了 45%的比例，70-79 岁的老人有 37 人，占据了 37%的比例，80-89 岁的老人有 14 人，占

据了 14%的比例，90 岁及以上的老人有 4人，占据了 4%的比例。在性别结构中，男性老年

人和女性老年人的比例不平衡，四个年龄段中，60-69 岁男性老人比例占据了 57.78%，女

性仅有 42.22%，男性老人中，70-79 岁的占据了 81.08%，女性老人占据了 18.91%。从这

组数据可以看出男性老人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老人，从表中的数据显示，老龄化的速度在

加快，60-69 岁之间的老人占据比重较大，从这一趋势可以看出农村的老人老龄化问题的

逐渐严重性。

表 2-1 老年人年龄与性别结构表

年龄 总体百分比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60-69 岁 45.00% 57.78% 42.22%

70-79 岁 37.00% 81.08% 18.91%

80-89 岁 14.00% 50.00% 50.00%

90 岁及以上 4.00% 0.00% 100%

从婚姻状况来看，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的 100 名老人中，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

有着不同的婚姻状况。从表 2中可以看出，已有 86 位老人已婚。已婚老人丧偶的有 48 人，

已婚老人且配有健在的有 38 人。还有 14 位老人没有婚姻经历，分布在 60-69 岁年龄段。

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60-69 岁这一年龄阶段，已婚有配偶、已婚丧偶的各占 40%，未婚

占据 14%，70-79 岁这一年龄段的老人，已婚有配偶的占据了 37%，80-89 岁之间的已婚配

偶健在占据了 23%，已婚丧偶占据了 32%，已婚有配偶和未婚的 90 岁及以上的老人没有，

已婚丧偶的占据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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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老人年龄与婚姻分布表

年龄状况

婚姻状况
60-69 岁 70-79 岁 80-89 岁 90岁及以上 合计

已婚配偶健在 40.00% 37.00% 23.00% 0.00% 38.00%

已婚丧偶 40.00% 16.00% 32.00% 12.00% 48.00%

未婚 14.00% 0.00% 0.00% 0.00% 14.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已婚但是丧偶的比例达到了 48%，远远高出已婚配偶健在的 38%，

另外还有 14%的人员未婚，这对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勉励着更多

的困境，在没有子女的照料下，老人独自一人一旦出现疾病等问题，将不能得到很好的照

顾，影响老人养老生活质量和水平。这也将加重农村老人养老的困境，不利于农村老人实

现老有所养。

2.2.2 身体情况和生活自理能力

人类的身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功能和结构的衰退，老年人的身体和生理机

能都会出现较大的下降。老年人的身体出现功能的下降，身体健康成了最大的风险，因此，

在日常的生活中，吃饭、看病、家务等都已经成为老年人最大的生活问题。从健康状况角

度来看，可以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划分为身体失去能力、身体半失去能力、身体健康。从

身体失去能力的老人情况来看，生活起居和家务活动都不能自我实现，需要有专人进行照

料和护理，并且这种需求十分的强烈和依存度很高。对于身体半失去能力老人来说，日常

的生活活动还可以自己照料和满足，只有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才会需要有人照料和护理，

这种依存度要弱于身体失去能力的老人。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能够料理日常的生活

和生产活动，基本不需要照料和护理，从生活能力上要明显强于前两者。

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访谈调查的 100 名老人中，90%的老年人身体机能都下降的严重，

身体患有各种疾病，但是，并没有重大的疾病缠身。具体来看被访谈的 100 名老人中，患

病都是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耳聋、眼疾等，并且从数量上看，50%

的患病老人集中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耳聋。

为了更好的展示访谈中获取的刘庄镇老人的身体情况和自理能力，本文选取了三个典

型的案例进行具体情况分析，以更好的阐述刘庄镇老人的真实情况。

典型案例一：身体失能者:刘大娘，91 岁，有 3 儿 2 女，丧偶独居

“老头子走了以后我自己靠着大儿子家旁边住下，大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没出去打工，

在家里干活，他们年龄也不小，也都有儿有女有孙子外甥了。我身体越来越差，有高血压，

每天都吃药，耳朵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就听不清了，眼早就花了。吃点东西胃里就难受，

所以平时吃的少。近些年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没法做饭，儿媳子或者闺女给我送饭吃，生

活开支和日常照料都依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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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二：身体半失能:聂大娘，67 岁，有 1 儿 2 女，丧偶独居

“孩子们现在都在县城上班了，老头子走了好几年了，一个人住在农村不愿出去到县

城。身体一直不行，有慢性病，不过也没什么大病，按时吃药就没问题。孩子们也算孝顺，

逢年过节就回家来看我，并且都会给我生活费，还给隔壁邻居钱物，让他们定期帮我打扫

卫生、买菜等。平时生活还算行，土地也被承包了，不用干活，还能在菜园子里种点瓜果

蔬菜自己吃。”

典型案例三：身体健康，陈大娘，76 岁，有 2儿 2 女，丧偶独居

“我老伴走了没多长时间，我自己住在村里，一个儿子在县城，一个在外地，女儿们

在别的乡镇。我身体还行，能自己照顾自己。我有空还去邻村的胶厂干活，干一天能挣百

八十块，够自己买米面的了。孩子也回家也给我钱。现在我要趁身体好挣些钱供自己花，

不能拖累他们。”

通过以上三个典型案例和从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的访谈中获知，95%的老人对自

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很清楚，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十分愿意花费一定的医药费，进行

积极的治疗疾病。但是，在被问到就诊便利性上，90%的老人认为就诊并不方便，出现了

身体的不舒服，村镇的医院和诊所不能完全进行治疗，只能缓解。而因为道路交通和身体

条件，不能和不愿意出远门进行治疗，一旦出现基本缠身，就只能默默承受，靠药物缓解

和自身微弱的机能恢复。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生活水平不高，对最基础的生活照料的

需求度很高，对其他的发展要求并不强烈，在独居和合居上，并不抱怨儿女不在身边，35%

老人还担心会影响到儿女的正常生活。

2.2.3 经济状况和社保参保情况

（1）经济状况

马斯洛在对需求进行分析时，提出了需求层次论，并认为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

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来说，限制其更高需求的是经济状

况
31
。老年人只有在经济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活所需基础上，才会追求更高的发展性的需

求。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将直接决定了其生活的质量，并且还关系到老人能够享受到的养老

服务和方式。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经济状况主要体现在生活来源、

消费结构以及家庭支出上。

在生活来源方面，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 100 名被访谈调查的老人中，主要的经济来源

是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劳动收入、离退休金、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的方式获取。从图 1

中可以看出，85%的老人是有家庭成员的支持的，其次是 66%的通过自身劳动获取收入，35%

的老人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仅有 12%享有退休金的支持。在 66%的劳动收入中，主要

是通过养牲畜、打零散工、种植蔬菜、小生意等获取。从访谈中还得知，虽然有些老人这

几种生活来源都有，应该能够保证基本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收入来源并不稳定，受限

31 谷玉良.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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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女、劳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图 2-1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生活来源分布图

在日常家庭支出方面，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对每月的生活开销种类并不多，主要

是在吃和用上的花销较多，其中，吃主要是指面、米、肉、油盐酱醋等的购买，用主要是

水电费、生活用品等使用。吃和用的花费平均占据了 50%的月收入，另外的 50%的花销用

于了治疗身体的疾病，花费于医院和诊所购买药物。并且这些药物的花费，仅仅是对慢性

病的治疗，一旦出现有较重大的疾病，则自身的收入将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这时就需要家

庭成员的照料和医疗护理。假如家庭成员支出较大，不能有多余的收入用于治疗老人的疾

病，则老人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了保障。

在消费结构方面，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日常的消费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消费结构较

为单一，主要是面、米、洗衣粉、水电费等必需品的消费，在吃上来说，老年人通过种植

瓜果蔬菜和养牲畜可以基本实现日常需求。因此，老年人在商业性的产品上的支出比例很

少，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的消费比例几乎没有。从以上可以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

人在消费结构上还是十分的简单的。

（2）社保参保情况

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的老人参与社保情况来看，在国家大力推广和乡村干部解

读的基础上，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参保情况达到了 100%，实现了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农村

参与社保的全覆盖。但是，虽然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都参加了社保，有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医疗条件问题。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解决，与城市医疗条件

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在老人出现大病时，虽然有医保的保障，但是，水平治疗跟不上，

很难将治疗达到满意。这时就需要到城市进行转移治疗，而期间的费用有很大部分不在医

保范围内，比如说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等，这些对老人来说，对农村家庭来说，都是

存在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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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社保使用情况图

通过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社保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虽然其参加社保实现了

100%全覆盖，但是，在使用社保这一国家福利来减轻自身经济压力上，并没有体现出较好

的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对社保使用十分清楚的只有 15.4%，较为清楚的有 25.7%，一

般清楚的最多，达到了 48.3%，不清楚的有 10.6%，这就说明了，虽然大部分的老人对社

保比较清楚，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对社保使用不清楚，仍然没能够达到社保这一保障作用。

通过深入访谈看出，其对社保使用清楚更多的是看病划去社保卡补助的金额，而对具体的

药物补助比例，大病补助情况并不清楚，更多的是大病住院自己垫付，随后再考虑社保报

销。这对于家庭比较困难，而老人疾病突发的治疗并不利，影响了老人的晚年养老水平。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生活最根本和最稳定的

保障，虽然和实际的生活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经济收入的补充，可以实现最

基础的生活维持。对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来说，最主要的来源还是家庭成员的支持，

这部分的收入占据比例最大，但是，却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2.3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家庭代际居住方式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吸

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国家对户籍管理放松的情况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变

化，对农村家庭养老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于传统思想中的三代同堂和合居就变得越来

越少，家庭的发展越来越朝向核心化和小型化发展。从访谈调查中发现，山东省费县刘庄

镇的老人与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主要体现在合居、分居、独居等几种方式。本部分就针对

这集中方式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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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合居：不分不离

从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访谈中，得知了两类较为典型的案例，一是丧偶独居，家

庭成员众多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有子女轮流进行照顾，形成不分不离的合居方式。但是，

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个子女的家庭经济情况和具体情况不同，可能给老人提供

的生活照顾也不一样，另外，老人可能在这一子女中身体较好，而到了另外一个子女家庭

中，出现生病现象，在医疗费用上回出现矛盾。二是有配偶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儿子愿意

养着二位老人，提供很好的照料，实现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目的。从上述的两个类别来看，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在合居的方式上，较为普遍，但是，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旦出现

轮流照顾前后饭菜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差距较大，就会出现冲突。另一种体现了孝文化和养

儿防老传统，基本上避免了生活差距产生的矛盾，对老人的身体也能够有很好的照料。对

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来说，通过家庭成员的照料实现安享晚年，孝文化这一中华传统

美德的传承，家庭养老就是农村老年人养老基本的心理暗示。

图 2-3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合居情况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丧偶自己独居的占据了 61.4%，这些老人由

子女轮流照顾，只是形成了不分不离，而根据子女的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子女的照料方式

的不同，造成了老人需要生活作息和习惯的调整，而这些是对老人很不利的，因此，这对

于老人的养老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还有与子女合居的占据 38.6%，这部分老人虽然

可以得到子女的照顾，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子女为了维持家庭经济支出，实现了劳动力

外流，而老人成了除了照顾自己和配偶，还要照顾孙子孙女，给老人的养老造成更大的压

力。

2.3.2 分居：分而不离

分居实现分而不离，这种形式在山东省费县刘庄镇是最多的，因为子女和老人同住一

个村落，而没有在一个院落居住，保持地理空间上很近的距离。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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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追求自己的生活空间，而孝文化要求其对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约束，分居-分而不离的

形式就出现了，也是一种较为合适的居住方式，是一种互惠模式。在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

老人调查过程中发现，这种居住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一是老人可自给自足，具有一定的

劳动能力和收入；二是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子女提供生活支持，子女们会定期提供

保障老人生活的粮食和现金。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分居情况中，第二种类型的较多。山东

省费县刘庄镇的这种分而不离的分居形式，给老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同时，也给子女充分的

生活空间，是家庭代际之间的另一种紧密关系，也显示出较为严重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图 2-4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分居情况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与子女分居之后，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有

41.65%，这部分的老人身体情况较好，能够通过自身的农作物种植、养殖、小工等获取收

入，以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也降低了子女的压力。同时，更多的是丧失劳动力的老人，

占据了 58.35%，这些老人需要有专人进行照料，并观察老人的身体情况，因此，丧失劳动

力的老人更需要家庭成员的照顾，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性。

2.3.3 独居：主动空巢与被动空巢

随着时代的进步，80 和 90 后的年轻人的独立和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在养老问题上，

更加愿意选择和老人分开居住，老年人也不太愿意与子女生活在一起，自愿的选择独居。

在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因为生活习惯和居住空间的原因，大部

分老人选择了主动与子女分开居住，形成主动空巢状态，只有在自身身体条件不好，需要

照料时，才会让子女进行照料。另一部分老人，因为子女有自身家庭需要支撑，外出打工

获取收入，老人除了照顾自己，还要帮助照顾孙子孙女，形成了被动空巢。还有一种老人，

无儿无女，出现真实的空巢老人，经济收入更少，情感上也受到影响，虽然有政府的补助，

但是在比例和金额上并不能完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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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被访谈老人的独居情况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被动空巢的占据了 34.36%，而主动空巢的

占据了 65.64%，从代际理论来看，老人选择和子女分开，考虑到生活方式、思想状况等因

素，更多的选择了主动空巢，自己独自生活。这些对于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来说，可以满

足自身的养老需求，实现养老的基本生活水平和质量。对于身体情况欠佳或者丧失配偶的

老人，除了生活没有来自子女的更多照顾，缺少物质方面的养老需求，还有精神的慰藉的

缺失，这对实现老人安享晚年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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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农村家庭养老困境及其原因

孝道是中华优良的传统美德，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追孝，尊崇祖先；奉亲，奉事父母；

立身，显扬父母；孝行，敬养父母。家庭养老是符合中国养老的传统文化，符合国情民情，

是老年人的精神选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上不断的出现弱

化态势，又基于家庭、社会、制度等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众多的困境，对农村家庭养

老的问题探析，并剖析其存在的原因，可以有效的提出对策和推动农村家庭养老顺利持续

推行。

3.1 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家庭养老困境

本部分就结合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实际情况，从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多

个不同的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老人自身、家庭成员、社区成员、村社区及政府等

四个方面，阐述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家庭养老出现的困境。

3.1.1 经济供养衰弱，生活来源不稳定

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访谈调查发现，老人的经济收入主要为家庭成员的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劳动收入等，而在这几种经济来源中，均不稳定，且居于较低的水平。具

体而言：

（1）老人自我养老的能力不足

老人自我养老的能力是指老年人自己的存款和劳动收入，用于自身生存的能力。山东

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访谈调查中，20%的老年人是和子女生活在一起，80%的老年人是与子

女分居和独居，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并不足。经济收入低，收入方式较为单一，并不像

城市老人有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农村的老人依靠子女和劳动收入为主，政府的补助仅仅作

为补充，在没有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下，老人的储蓄和子女不定期和不定金额的支持，

几乎不能满足生活所需，更不能满足疾病的医疗费用。在身体出现重大疾病后，限于经济

状况，不能使用较高水平的医疗，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丧生的可能。经济负

担重，开支庞大，老年人日常消费支出以外，还有医疗和人情消费，虽然老人的消费结构

很单一，但是，和自身的收入相比，占据的比例还是很高的，这就成为了老人较为严重的

经济负担。

（2）子女经济支持力度有限

农村中的家庭，自身的收入来源并不足，一般采用实物和现金的形式支持老人，山东

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大多接受的是子女实物的支持，对于现金的支持很少，且不稳定。在

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进行访谈调查中，除了部分的子女经济条件可以，能够给老人提

供较好的支持，大部分的子女在自身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很难给予老人更多的支持，

甚至不提供支持。子女经济负担重，赡养能力不足，子女的收入是务农和外出打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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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有限，还要提供下一代的教育和生活支出，加上赡养老人，经济压力较大。老人体

恤子女，经济支持要求不高，部分老人在看到子女的经济条件后，选择了不接受子女的支

持，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收入，不给子女增添压力，实现自给自足。

（3）政府经济支持强度较弱

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老龄化的加速，加上中华孝道文化的变迁，家庭养老的传统

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功能上出现了不断的弱化。在这一情况下，村集体和政府就要认

识到这一现状，发挥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提供经济支持和社会福利。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

人访谈调查中发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在经济上提供的支持最多能够对

“五保户”和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的保障，对于不能得到子女的赡养的老人群体，不能得

到相应的帮扶。并且，政府的帮扶在力度上很弱，不能满足老人的生活和治病的资金需求，

使得老人再度陷入生活困境中。

3.1.2 生活照顾短缺，老年生活无保障

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身体机能出现衰退，自理能力在下降，对需要人照顾的依赖

越来越强烈。但是，从调查中发现，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在生活上得到的照顾很缺少，

生活存在无保障的困境。具体而言：

（1）老人自身及配偶生活照料能力存在不足

在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访谈中得知，有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情况下，会选择

自己照顾自己，以减少子女的生活压力，而只有在生病时才会选择子女的照料。在有配偶

的情况下，只要能互相照顾，也不麻烦子女照料。在年龄越大的情况下，老人自我照料和

相互照料的能力出现能力不足，生活上陷入困境。老人的生活照料能力不足，体现在日常

生活照料的不足，平日陪护情感的不足，疾病医疗护理的不足，这些都将使得部分老人陷

入困境。

（2）家庭成员对老人生活照料存在限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子女和老人是分开居住，在老人的生活照料上就和同居照料

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子女的生活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

子女外出打工时，老人的生活将不能兼得照顾，甚至还给父母增添照顾孙子孙女的压力。

除了生活不能给予保障，还缺少了情感的陪护，并且，一旦老人出现生病情况，家庭成员

并不能及时的在身边提供照料，照料老人的限度存在，显示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需要

有其他的养老方式进行补充。

（3）邻居或同龄群体对老人生活照顾少

在子女需求独立生活空间和外出打工的现状下，老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的照顾，但是，

邻居和同龄群体的照顾并不是常态，而是临时的和自愿的，并不能长久，仅仅是应急和补

充照料。这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出现偶尔的疾病时，有邻居帮扶可以摆脱短期困境。对于

身体常年出现疾病缠身的，这种临时性的照顾显得微不足道，老人的生活邻居的照顾无法

替代子女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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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养老服务的缺失

虽然我国政府养老服务体系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目前还是存在缺位的状态。对于老

人的照顾，只是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补贴，而对生活的照料几乎没有。山东省费县刘庄

镇的政府养老机构存在缺位，村集体和乡镇政府的资源缺乏，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

成为家庭养老问题的弥补方式，不能真正的实现老人的“老有所养”。

3.1.3 精神慰藉不足，文化生活极单调

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提升和满意度升高需要精神慰藉去衡量，老人也有社会交往和文化

活动的需求。而在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老人进行访谈中发现，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文

化生活较为单调，不像城市中那么多的娱乐场所和活动方式，农村的老人娱乐条件的不足，

自身兴趣不多，除了劳动和吃饭，就是去休息，谈不上兴趣爱好。子女对老人关怀不够，

子女处于家庭生活的压力，外出打工，很少有物质支持以外的精神慰藉，第三代年龄尚小，

除了上学，吃饭，写作业，大部分时间和自己小伙伴去玩。农村文化娱乐活动设施不足，

没有举办过娱乐活动让老人参加，老人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

3.1.4 传统养老文化淡薄，老年人家庭地位降低

在传统的养老文化中，更多的是在尊老、敬老和养老上突出，而现在传统的养老文化

出现了弱化，特别是在年轻人的思想意识中，传统的养老文化淡薄，这些造成农村家庭养

老出现困境。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养老情况调查中也可以发现，老人的家庭成员在养老上

出现了道德的滑坡，随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影响加剧，孝道的观念存在退化，因

此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青年出现了不孝顺父母，不愿意主动赡养父母的情况，也基本上无

视老年人的权益。

根据代际交换理论，老年人在不具备经济自给能力的情况下，生活要依靠子女来进行

扶持，这就是子女年纪小时父母养育付出的交换。而在当前的农村养老中，认为抚养教育

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对于老人需要子女的照顾上却提供了很少的帮助，老年人在家

庭中的权威逐渐的丧失。原本还可以依靠家庭地位，取得子女的关怀，特别是儿子结婚和

女儿出嫁后，有新的家庭成员的加入，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老人的家庭地位更是一

落千丈，甚至出现了打骂老人的情况，老人的养老处境更加艰难。

3.1.5 养老服务设施缺乏,养老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的农村人后基数大，老年人数量众多，随着老龄化的情况加剧，在农村中应该

有足够的养老设施，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只有这样，农村老人在养老上才能有所

设施的保障。而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调查可以发现，农村的养老基础设施基本没有，甚

至可以表述为匮乏，这对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养老来说也是一大缺陷，影响其养老，

对其较为全面的进行养老又是一大问题。从走访山东省费县刘庄镇发现，和城市相比，农

村的养老设施资源缺乏，最为基本的文体设施被锁起来，不能够使用，这与基本的养老设

施需求差距太大。并且通过设施的查看，发现出现了年久失修，基本的用途都已经失去，

并且没有按照设施的使用空间进行摆放，不便于老年人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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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养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养老资源的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保证农

村养老的基本条件达标。而从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调查分析看出，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农

村资源在本身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是没有被合理的利用，出现了资源的浪费情况，有些

村的情况更加的严重。除了上述的资源缺失和不被合理使用，部分村里建立了养老院，而

这些养老院在没有更多的老人入住情况下，养老院的资源没有对外开放，造成了少数老人

使用大部分的养老资源，这就是最为明显的养老资源的浪费。

3.2 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因素

家庭养老的功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家庭养老处于困境之中，本部分将从家

庭、社会、制度等三方面进行阐述，以为接下来找出对策奠定基础。

3.2.1 家庭因素

养老是家庭的功能之一，家庭养老是中国的反哺式的养老模式，要赡养老人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社会发展中，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减弱。家庭结构开始变得核心化

和小型化，不再是三代同堂。有劳动能力的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生活，家庭的主要

成员成为了隔代家庭，并逐渐呈现出重幼轻老的态势。家庭的伦理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孝文化是家庭伦理的重要观念，而随着生活方式、家庭结构、价值观念的转变，孝道

观念变成了有条件的孝道。养儿防老的观念的淡化，养老意愿的逐步转变，养老意识的淡

薄，使得赡养老人成为了农村家庭养老的严峻问题。家庭代际交换失去平衡，也会对养老

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子女重视下一代，轻视老人的赡养，改变了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平衡，

代际均衡机制的错乱，使得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更加的严重。

按照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即使家庭成员在经济条件可以的情况下，将老

人放置养老院进行养老，而老人自身认为，自己有自己的孩子，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

去养老院养老根本接受不了，加上怕别人嘲笑等因素，更不愿意去养老院。而家庭成员又

要负担其他经济支出，不能满足家庭养老的条件，因此，就出现冲突，影响了农村家庭养

老的实现。

3.2.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也会对农村养老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人口流动会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进步，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带来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养老功能

的变化，老人在生活上得到的子女的照料时间和意愿大幅度减少，老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

经济支持变得更少，分离的空间和时间的拉长，子女孝观念的不断淡化，加上经济和生活

的压力，对老人的照料和自愿的提供自然减少。二是生育和居住方式的变化，催化分解了

家庭养老，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家庭结构的不断小型化，老人成为了生活的负担，这就

导致了居住方式的转变，随着地理位置的分割，时间的拉长，子女与老人的感情网断开，

影响了家庭养老。三是社会舆论的削弱，家庭养老失去了社会的支持，社会舆论将可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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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一个人的行为，赡养老人也一样，传统的孝道文化，需要尊老、爱老、敬老，而随着社

会舆论的压力减弱，孝道的约束力减弱，年轻人对赡养老人的观念就发生了改变，逐步的

弱化的家庭养老。

3.2.3 制度因素

家庭养老需要有制度作保障，建立合理和完善的保障机制，将维持家庭养老的功能。

一是城镇化的发展，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家庭养老也就自然会出现弱化的情况。土地

已经成为了农村人情感的慰藉，而城镇化的发展，征地制度的要求，让农村人失去了土地，

而土地获取的补偿难以维持生活，要想办法再就业，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难题。因此，城镇

化进程和征地制度会对家庭养老产生负面影响。二是二元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农村家庭养

老的影响，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在城市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建立的，为的就

是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农村的老人，新农合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不能完全满足老

人的基本需求，加上新农合的层次低，对老人的医疗保障基本难以满足，还有农村的养老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没有法律法规和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农村养老水平难以得到迅速

的上升。

3.2.4 老年人个人因素

农村家庭养老也受到老人自身因素的影响，老人在家庭养老中，因为自己想脱离子女，

自愿给进行自我养老，不给子女添麻烦。这也是造成了家庭养老的功能的弱化。但是，自

我养老存在很多的难题，导致了老人的自身养老不能达到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是没有足够

的养老储蓄，缺少资金的支持，农村老人基本上将储蓄花在了子女的身上，而对自己的养

老储备不足，加上子女没有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自我养老出现困难。二是自我养

老对自身要求高，老人有储蓄，有劳动能力，基本能满足自给自足，但是，一旦身体出现

疾病和储备资金出现不足，老人的生活将得不到保障。三是缺乏社会化的养老服务，购买

养老服务难，及时老人有储蓄资金，但是也需要有人照料，这就需要和专业机构联系，而

农村的专业养老机构存在缺失。四是土地保障能力弱，缺少自我养老的经济保障，城镇化

的征地制度让老人失去土地，而补偿的资金很少，缺少经济保障使得自我养老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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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农村家庭养老出路

通过上述部分的介绍，可以发现刘庄镇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十分严重，也存在多方面的

原因，因此，本部分就从经济、制度、立法、思想、多元化模式等方面入手，为未来的农

村养老方式寻找出路，以尽快推动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

4.1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针对农村养老中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从农村发展经济入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

小与城市的差距，让外流的劳动力回流，以强化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也让劳动力在本地

就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加大家庭成员对老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以改善农村产业结构，

通过多种形式招商引资，引资入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具体措施阐述如下：

4.1.1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农民的收入，打破农村以种地品种单一化的模式，加入经

济作物的种植，改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质量。以逐步增加农村的产业上的收入，通过土地

的整合，实行外包，创造更多的土地收益，提供更多的土地劳作需求。同时，通过产业结

构的调整，让健康的老人有自给自足的劳动收入，也让更多的劳动力回流，更有时间和精

力照顾老人。

在刘庄镇的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刘庄镇已经有了一定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有着很强

的发展势头。这就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创造的良好的环境，也为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改变

奠定了基础。刘庄镇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用途，改变了土地的产值，在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下，促进刘庄镇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更高，为养老问题的解决有着

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改观，可以提升农村老人养老的水平。

4.1.2 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通过财政补贴，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投资，不仅仅是改变当前的土地劳作模式，更要

提高机械化，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通过对农业的投资，改善现有土地的现状，增强产出

能力，以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村的收入。同时，也要通过承诺回收的制度，制定

种植需求的农作物，以进行农村的投资帮扶，改善农村的经济条件，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

通过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刘庄镇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彻底的解决空巢老人问题，

家庭年轻成员仍然迫于家庭支出的压力，外出务工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因此，需要政府积

极的引导，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让更多的投资方来刘庄镇投资，以提供更多的收入更高

的岗位，吸引本地劳动力回流，也在基础的岗位上，促进了老人的自供自给的能力，从双

方面来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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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并且在不断的

完善，而农村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问题更加的严峻，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健全的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制度，为农村的养老问题解决发挥应有的

作用。

4.2.1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不能满足养老的需求，需要有较为完善的农村养老

保险体系的保障，以实现公平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和效益结合，

依法保障规范管理，政府主导和社会团体参与等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新型的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保证保险形式多样化，保险资金来源多元化，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基

本的保值增值。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障农村的家庭养老功能的

发挥。

从调研的数据显示，刘庄镇的老人在新农合的覆盖下，全部加入了养老保险的制度，

但是，也能看出额度给予的很低，并不能与农村老人的需求相匹配。因此，需要强化养老

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以政府的资金作为主导，在全覆盖的基础上实行补贴，确保农村

养老制度适应农村养老的情况，以更好的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4.2.2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老人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为了保障老人的最低生活的基本需求，改善其生

活生存的现状，制定的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国家层面来保障低收入老人的基本生活所

需。在农村老人中，存在很多劳动能力弱、收入低、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基本的晚年生活

保障，通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进一步的提高救助的水平和质量，保障农村老

人有一个好的晚年。

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额度对于政府来说存在一定的财政压力，但是，对于农村养老却

有着十分的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刘庄镇的老人在养老问题上，存在着经济收入为零，而且

劳动力丧失和体弱多病，这就需要对最低生活保障进行等级划分，以增加补助数量，确保

这类的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4.2.3 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就是新农合，是为了解决农村低收入人群就医困难而建立的制

度，通过不断的完善，目前已经全面建立和实施起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不断的提高医疗补助的比例和标准，扩大医疗补助的额度，针对农村老人的补助比例和范

围更加的广泛。要不断的加强宣传，对乡镇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改善医疗条件，完善农

村合作医疗，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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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庄镇的调研数据可以得知，其老人经常会出现小病花钱治疗，大病没有条件和技

术治疗，并且费用很高。因此，要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的医疗团队和设备的

投入，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同时，也要扩大农村老人看病报销的范围，也要提高报销的

比例，根据家庭情况的不同，灵活的报销医疗费用，防止农村老人家庭因为老人疾病问题

返贫，加大农村老人晚年的生活和精神压力。

4.3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家庭养老

法律层面的制度对家庭养老提供绝对的保障，因此，需要强化农村养老的立法，推进

农村养老的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养老进行探索，以因地制宜的形式实现农村养老的

制度化和标准化。具体阐述如下：

4.3.1 强化家庭养老法律化、规范化

家庭养老的功能减弱，社会舆论的关注度下降，孝道观念的转变，影响了农村家庭养

老的实现。需要国家从法律和法规上进行约束，提高家庭养老的强制性，以保障老人能够

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家庭养老的法律化和规范化，从而给老人的

家庭养老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农村养老问题的产生，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是没有从立法层面上进行问

题的解决，我国可以借鉴丹麦等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进行完善，对各个环节和阶段实施细

化制度的约束和规定，以实现更好的养老问题解决。我国在农村养老问题上就要进行法律

制度的健全，以细化的规定提高农村养老水平，实现农村养老有法可依。

4.3.2 积极探索家庭养老制度化/标准化

农村家庭养老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众多的情况，要通过家庭养老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方

式探索，积极的从制度上进行引导，以保障家庭养老的进一步实现，对其当前存在的问题

加以解决。要确定保障农村老人基本生活和精神慰藉的标准，以强制性的标准和制度来约

束子女提供相应的支持，以真正的实现“老有所养”。

从刘庄镇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村养老功能在不断的弱化，并且存在的其他养老方式也

是随着家庭条件、老人意愿和社会提供等方面因素影响，没有实现养老的标准化和制度化。

通过积极的探索农村养老的方式，改变家庭成员守护养老，变成家庭成员辅助养老，以提

供经济支持，聘请专业的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以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形式实现农村养老水平

的提升。

4.4 加强思想教育，更新养老观念

孝道思想的中落和农村养老困境形同一处，要改善农村养老现状，就需要从思想上进

行改变，强化思想教育，使得家庭成员意识到养老的义务和责任，同时，要更新养老的观

念，改变传统的养老方式，以更好的方式实现家庭养老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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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提升农村子女文化素质

农村老人的子女出现孝道的淡化，观念的淡薄，归因于对孝道的理解不透彻，因此，

需要对子女加强孝道和赡养老人的宣传教育，通过加强教育，使其明白孝道的深刻内涵，

明白赡养老人是其自身的义务和责任。通过不断的提高其子女的文化程度，更新其养老的

思想观念，使其主动承担起养老的义务。

从访谈中可以得知，刘庄镇农村老人的家庭子女多数都是来自外出打工，以体力劳动

获取收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没能意识到养老的责任。因此，需要对子女进行宣传教育，

从全社会的范围内进行宣传教育，以多种形式进行文化素质提升。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改

变村民对养老的态度，更是其就业、在本地创业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进一步为农村老

人养老提供了保障。

4.4.2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针对子女而言，要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其主动的去赡养老人，关心老人的

生活，给老人提供精神的慰藉。针对老人，也要进行积极的沟通，加强其自身的养老能力，

不能完全依靠子女的养老，通过社会和政府以及自身的能力实现养老。

从刘庄镇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庄镇的老人家庭子女文化程度低，也影响其政治思想意

识，因此，需要加强对其子女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多种形式使其认识到赡养老

人的义务和自身的责任。并且，即使不能以守护形式进行老人养老，也要在节假日和工作

不忙的时间，回到家中与老人多沟通，同时，借助发达的网络与老人多沟通，使得老人得

到精神的慰藉，让老人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度过一个祥和的晚年。

4.4.3 转变养老观念

转变养老的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和农村社区的观念转变，家庭养老功能

的弱化，要发挥政府和社区的功能，提供一定的辅助，使其老人生活质量有基本保障；二

是子女转变养老观念，不能不进行老人的赡养，要结合多种方式，在不同的时间段实行不

同的养老方式，达到在保障老人养老的同时，也实现自我的发展；三是老人观念的转变，

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要转变养老方式，保证自身的晚年能够有一定保证，通过自

我养老、机构养老、家庭养老等多种结合，保证每个阶段都有生活的保障。

4.5 探索多元农村养老模式

通过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农村养老模式，结合当地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适合的多元

的农村养老模式。具体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互助养老等多种模式。

4.5.1 居家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其本质是社区养老，也是品质养老和多元共担责任养老，通过以社区养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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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转变住院式的养老，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以社区的名义进行生活的照

料，物质的支援，心理的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居家养老功能，多元化居家养老模式，包

含全托制、日托制、上门服务等。形成一种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社会参与和社区实施以及

家庭成员为保障的完善的居家养老体系。

4.5.2 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是将家庭养老功能进行分化，承担起家庭养老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功能。具

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全部交给专业的机构，二是一部分交给专业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全

部交给专业机构就是老人在专业机构的场所生活，有机构提供生活照料，娱乐活动安排，

身体健康的保障等。一部分交给专业机构是指由专业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提供上门服务，

老人日常生活娱乐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场所内。

4.5.3 互助养老模式

农村是熟人社会，可以通过互助养老模式，将熟悉的自愿进行充分的利用，通过不同

阶层的老人进行像话帮助和慰藉，提供灵活多样的模式，确保老人更加愿意接受这种互助

的养老模式。在孝道淡化和家庭结构转变的情况下，老人之间的互助养老可以解决生活的

照料和精神孤独的问题，也减轻了子女外出打工对家庭老人的担忧，全力工作可提高经济

条件，反过来提升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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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养老的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城镇

化的发展下，农村年轻人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家庭养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通过多

种方式的弥补，保障农村老人的养老。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深入分

析了山东省费县刘庄镇的老人养老现状，并提出了居住方式上的合居、分居、独居，并发

现来自家庭支持的养老在逐步减少，亲属的临时养老不足。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在经济、生

活和精神上出现了问题，需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健全保障体系，依靠法

律法规和思想教育的加强，积极探索多元的农村养老模式，以解决农村养老的困境。通过

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出现弱化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存在合居，与子女不

分不离；分居，与子女分而不离；独居，被动空巢和主动空巢三种形式；

（2）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一些困境，包括经济供养衰弱，老人生活来源不稳定；老

人生活照料短缺，老年生活无保障；精神慰藉不足，文化生活十分的单调；传统养老文化

淡薄，老人的家庭地位较低；养老服务设施缺乏，养老资源没有合理利用；

（3）通过分析发现，影响农村老人养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具体是家庭

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老年人个人因素。

（4）针对农村老人养老遇到的问题，本研究提出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家庭养老；加强思想教育，更新养老观

念；探索多元的农村养老模式。

5.2 展望

本研究对案例进行了访谈调查，未来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设计，对老人的现状进行深

入的了解，更加客观的获取量化的农村养老现状的数据，通过分析，找出更有针对性的对

策。对于研究方法，可以采用多个地区进行对比分析，以获取一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

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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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问卷：

1、您的年龄？

2、您的居住状况？

3、您的经济来源？

4、您的婚姻状况？

5、您的主要开销哪些？

6、您的身体怎么样？

7、您日常娱乐活动有哪些？

8、您的收入能满足需要吗?

9、您和子女的关系？

10、您需要子女提供什么样照顾？

11、日常看病去哪里？

12、遇到大病如何处理？

13、您理想养老方式？

14、您晚年生活有啥困难？

15、你现在生活幸福吗？

16、养老上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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