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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

更好地解决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重

大问题，推进该战略是新时期切实解决好“三

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产

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等现实

因素都加剧了城乡二元差异，城乡经济水平发

展的不平衡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人口大

规模流向城市，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

贡献，但也给我国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制约瓶颈，

尤其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

为主的农村建设问题表现的最为突出 [1]。

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且存在着

较大比例的空巢老人。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空巢老人数量达 1.18 亿，空巢

老人家庭超过 50%，其中农村空巢老人数量超

过 5 000 万，占农村老年人口数量的一半。同时，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群体普遍存在经济来源不足、

医疗保障缺位、精神赡养缺乏等养老问题。因

此，农村空巢老人这一弱势群体应被社会广泛

关注，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与我国当下“三

农”问题息息相关，是不可规避的重大民生问

题，解决好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2]。就我国目前主要的养

老模式来看，主要包括三种，即居家养老、机

构养老和社区养老 [3]。但就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

老服务的发展及成效来看，上述三种养老模式

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那么，何种养老

模式能够更好地解决目前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困境与出路

邱梦娇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差异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巢老人数量急剧增加，

农村养老服务问题日趋严峻。互助养老模式相较于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该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资

金投入不稳定、供需不平衡、制度建设滞后、传统观念与认知阻碍等现实困境。面对这些难题，须从政府引导、村社

支持、村民参与以及社会力量协同四个角度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进行干预。政府要做好顶层规划设计，村社须保证实

施过程顺利进行，村民应提高参与积极性，社会力量要助推养老服务质量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空巢

老人互助养老服务的有效实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空巢老人；互助养老；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52（2021）05-0065-06

 【收稿日期】2021-03-10

【作者简介】邱梦娇（1995—    ），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科研助理，硕士。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 66 —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21 年 第 5 期

问题，其中存在何种困境，以及如何突破困境、

寻找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内涵及
优势

（一）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内涵

互助养老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是对农村既

有养老模式的有力补充。所谓农村空巢老人互助

养老，指的是以农村空巢老年群体为养老主体，

通过空巢老人之间的互相帮扶和精神慰藉等方

式，实现其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一种全新的

养老模式 [4]。传统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家庭亲缘为

纽带，而大多子女在外的空巢老人基本处于自我

养老的窘况，对农村空巢老人而言，传统的养

老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此

相比，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模式立足于道德

层面，以互助为核心，能够充分利用空巢老年

群体自身优势，通过互助行为满足其养老需求，

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优势

1. 从个体角度分析

一是互助养老模式成本低，农民养老负担

轻。首先，互助幸福院的建设以村内现有的闲置

房舍改造为主、新建为辅，大大节约了建设成

本。其次，入住幸福院主要采取自愿申请、免

费入住的管理方式，节约了家庭养老成本，减

轻了农民养老负担 [5]。二是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充

分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提升老年人的自我

效能感。农村不乏阅历丰富、专业技能出色的

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分发挥

老年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利用其经验与技能，

在互帮互助中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同时帮助他

人。由此可见，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农

村老人的人力资本，在互助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并在劳动过程收获自我效能感。三是互助养老

模式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实现“互助”

与“自助”相结合。在互助养老模式下，老年

人之间代沟小，避免了家庭生活中因观念与生

活习惯差别引起的摩擦，实现了老年人之间生

活照料与情感交流的互助互动。与传统的养老

模式相比，互助养老模式凭借社区性和互助性，

既延续了传统邻里互助，又满足了农村空巢老人

对社会交往和精神慰藉的需求。

2. 从社会角度分析

一是互助养老模式有利于优化社会养老资

源，缓解养老服务需求压力。近年来，由于机

构养老需求的快速增长，养老机构“一床难求”

问题日益突出，而很大一部分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是能够自理的，如果这部分老年人能够采取

“抱团养老”的方式，便能够为那些不能自理的

农村老人提供更多入住养老机构的机会，一定程

度上提高社会养老资源利用率，缓解养老服务需

求压力。二是互助养老模式有利于实现养老模式

多样化，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

三个部分组成，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提升其生活质量为目标。但由于三类养老模式自

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的制约，现有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且农村老年人

对这三种养老模式的认知度与接受程度较低。而

在探索新的养老途径过程中，互助养老模式有利

于改变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使现有的养老模

式协调发展，从内容、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对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实现养老模式多

样化。三是互助养老模式有利于提高农村社区凝

聚力，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互助养老模式下，

邻里交往频繁，共享生活设施，互帮互助，加强

了邻里间的情感交流。通过组织开展老年人文体

娱乐活动，活跃了农村社区的氛围，提高了农村

老年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升了老年人的归属

感与凝聚力，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6]。

三、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现实困境

虽然互助养老实践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如宋

明时期以血缘为纽带、以义田为基础、以义庄为

载体的亲友互助，但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型

的养老服务形式显现出来则缘于 2010 年河北省推

广的农村养老“幸福工程”，以及 2012 年民政部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河北肥乡互助养老模式 [7]。随

着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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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本不断增加，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积极的、

经济的养老服务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成为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重要补充。虽然

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逐渐开始流行，但在实际

操作与发展过程中依旧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投入不稳定

虽然农村互助养老是一种经济的养老模式，

但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互助院的建立，还是场

地的维护、养老设施的修建以及老年人日常生活

支出等，仍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

政府拨款、村民自筹以及社会公益捐助。目前国

家尚未出台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各省市重视程度

与财政支持力度不一，省市财政支持甚至仅仅起

到辅助作用，随着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政

府财政拨款常常难以满足现有的养老需求。村集

体集资与社会公益捐助往往是一次性的，并非长

期有效的资金投入，同时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因

此村民集资与社会捐助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和

不稳定性，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问题。因而资金

投入渠道单一、不稳定成为目前农村互助养老模

式面临的重要挑战，随之引发的便是养老服务体

系不完善、养老设施不齐全、养老水平不高、空

巢老人生活质量差等问题，阻碍了互助养老模式

的有效发展，多地农村互助养老成为昙花一现。

因此，如何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是农村互

助养老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农村互助养老供给与需求之间同样存

在着不平衡现象。农村空巢老人的需求主要包

含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医疗服务以及精神慰

藉等。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农村空巢老

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而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还处于发展阶段，服务供给是相对有限的，

有限的养老服务往往难以满足无限的养老需求，

这种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由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还不完善，服务资源与

接纳能力有限，例如农村互助院与内部床位数

量的限制，暂时还无法满足全员入住的需求；第

二，由于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培训不足以及农

村资源的限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专业性不强、

针对性不足，服务项目少，缺乏专业人员的服务

与指导，难以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真实想法与

需求，进而导致互助养老效果不佳；第三，由于

农村互助院的空巢老人是集体生活，而部分老

人习惯了清净的独居生活，难以融入其他老人，

若缺乏对入住老人适应过程及精神方面的引导，

则难以解决这类老人的情绪问题与精神问题。

（三）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建设滞后

虽然互助养老是在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

区养老模式上的创新型养老模式，在实践过程中

得到了越来越多农村空巢老人的支持，但目前我

国针对农村养老方面的法规与政策体系建设却相

对落后，直接涉及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法律文

件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外，

没有其他专门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缺乏法律的

有效支撑。在推动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模式实

践过程中，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比如事前调研

不全面，事中实施、保障不到位，事后监管、评

估不完善，导致互助院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

题，养老服务软硬件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农村空

巢老人享受不到应有的权益与照顾。随着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空巢老人对

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互助养

老模式规范性进一步提高，相关法律法规需进一

步完善，养老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传统观念与认知的阻碍

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农村地区“尊老

爱幼”“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家庭

养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养老方式，子女

若不能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则会受到道德的

谴责。另外，在“熟人社会”的中国农村，基

于对“面子”的认识与关注程度，养老院养老

被认为是子女无能或不孝的表现，是有失体面

的行为，甚至被认为是“家丑”。随着“打工经

济”的兴起，农村家庭子女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他们因外出打工或其他原因无法留在家中照顾

老人，而老人“小家”意识和小农经济自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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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意识又根植于心，社区意识以及参与互助养

老的意识较为淡薄。这一系列传统观念与认知造

成了大多农村空巢老人选择居家养老，致使互助

养老模式的推广与实施受到影响，很大程度上阻

碍了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四、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的出路探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面临的养老压力

越来越大。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寻求农

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对于解决好农村养

老问题乃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重

要举措。针对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过程中面临

的问题与困境，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地情、村情，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与能动性，从政府引导、村

社支持、村民参与以及社会力量协同四个角度入

手，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注入新活力，从而解决

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所面临的问题，促进农村

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实施。

（一）政府引导：做好顶层规划设计

1. 规范角色定位，完善制度体系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在服务、管理及

监督机制上缺乏规范性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进一

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使农村互助养老进一步制

度化、常态化。首先应结合各地实践，做好法制

保障，出台农村互助养老法人登记注册、管理与

激励专项法规，并制定好相应的实施指导方案，

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开展与完善提供指导依据。还

应做好相关法律文件的宣传工作，普及法律知

识，保障农村空巢老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建

设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明确场地规模、设备、人

员配置等标准，同时做好监督工作，建立科学合

理的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参与机制与评价考核机

制，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

不断加强互助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总之，政府部

门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服务型政府

建设，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好农村互助养老

制度体系建设和保障工作。

2. 广泛拓展渠道，保障资金来源

虽然农村互助养老是民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自发性策略，但其具有公共性、福利性及事业

性，资金是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要保障，财政供

给的主要责任来自于政府，政府部门应当给予

必要的资金支持，加大对包括农村互助养老设

施在内的财政支持和投融资扶持力度。地方政

府可在财政预算中纳入农村互助养老资金预算，

用专项经费支持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政府出

台的相关政策也应给予一定倾斜。同时，可利

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发展政府扶得起、村

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互助养

老服务设施。此外，政府也应积极鼓励个体经

济、乡镇企业、行业协会等对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

保障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资金来源。

（二）村社支持：保证过程顺利实施

1. 提供互助平台，加强管理监督

农村社区组织应积极弘扬互助精神，依托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空巢老人提供“重

点照护 + 互助志愿”平台，同时利用互联网优势，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提供互助

养老服务 [8]。应因地制宜建设互助站点，规模较

小的行政村可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站点，配

备辅助用房或日间照料中心；分类推进互助养老

设施建设，配置适老化设施设备，对室外活动

中心进行规划；积极组建助老服务队伍，必要时

也可提供上门服务；统筹好互助养老服务工作，

严格监督互助过程，并建立一套具体的评估指

标，要做好档案记录与整理工作，建立电子信

息管理平台，防止社区内部矛盾的发生，避免

营私舞弊现象，促进互助养老服务的长足发展。

2. 丰富服务内容，完善服务功能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让互助养

老服务与村社党建服务有效结合，充分发挥村

社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精细化服务，

不断丰富互助养老服务的内容，使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村社应当积极营造“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氛围，除了助医、助餐

等基本服务外，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助乐、助

急、助洁等服务；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

需求，还要关注其精神需求，可以根据空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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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别、年龄与兴趣爱好的差异，分批组织

开展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可组织空巢老人参加

社会志愿服务，针对自愿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

老人，采取相应的奖励与补贴措施，以此充分

挖掘长者潜能，使其帮助他人的同时发挥自身

价值，获得幸福感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

（三）村民参与：营造良好养老氛围

1. 老人革新观念，提升参与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养老观念

已暴露出诸多矛盾与弊端。面对新的养老模式，

农村老人热情不高、参与度低是阻碍农村养老

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空巢老人应

当革新观念，摈弃传统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

矛盾的思想认知，认识到养老并非单个家庭的

责任，而是整个农村社区乃至社会的大事；积

极了解互助养老服务的优势，努力提升互助养

老参与意识和社区服务意识，拥有健康积极的

心态，主动与家庭成员、邻里进行交流，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空巢老人；

配合村社做好互助养老服务的实施和推广工作，

积极参与村社组织的各项老年人娱乐活动以及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针对互助养老，不仅要态

度配合，更要行动配合，以促进农村互助养老

模式更好地发挥作用。

2. 子女主动配合，提高参与积极性 

随着乡村振兴背景下“打工经济”的兴起，

子女外出打工，无法时刻顾及老人的日常生活

照料，但作为老人的直系亲属和直接监督人，

有承担老人养老的义务。虽无法提供日常饮食

照顾，但在互助养老工作推行过程中，子女可

以鼓励空巢老人参与互助养老，并通过资金支

持和精神慰藉保证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

需求，使其更好地适应互助养老服务。

（四）社会力量协同：助推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互助养老工作实践过程中仅仅依靠政府和

村社的力量已无法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也使得政府与村社面临巨

大的压力，因此，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爱心

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支持互助养老实

践显得尤为重要。为维持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

老工作的持续发展，企业和爱心人士可以通过

捐赠物品和资金的方式对农村互助养老工作提

供支持，学校、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可以

提供志愿者和专业人员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中，

充分盘活和利用各方资源，促进互助养老形式

的多样化，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需求，助

推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五、结语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点与难点，互助养老模式凭借其自身优

势能够有效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但

面对该模式在实践过程中的困境与难题，不能

仅靠政府的力量，而应当从政府、村社、村民、

社会力量等多角度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进行干

预，形成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养老工作任重而道远，互

助养老服务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这

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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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prompt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o move to cities, the number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has increased sharply, 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the mutual assistance for elderly care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However, in practice, this model faces realistic difficulties such as unstable 

capital investment, un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lagging system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cognitive obstacles.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vene in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government’s guidance, village community’s support, 

villagers’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force’s coordin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the top-

level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village community should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villagers should increase their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and the social force should jointly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better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for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care services, so as to help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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