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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楼”后老人精神需求及支持对策研究

——以无锡塘泾里社区为例
1

许 文，魏世创

（江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农民上楼”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的同时，

也给农民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可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上楼”老人的社会适应与精神状态亟需引起关注。以无锡塘泾

里社区为例，对“上楼”老人的晚年生活情况展开了调查。研究发现，“上楼”后老人在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社

会关系方面均发生了变化，并进一步对其运动健康、人际交往、文化娱乐以及终身学习等需求产生了影响。目前“上

楼”老人普遍存在着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极易产生空虚和焦虑情绪对此，建议从个人与家庭、社区组织以及政府

三个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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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楼”是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段，为了缩小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差异，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而采取的集中居住手段，是农村发展道路的有益尝试。从实践层面看，“农民上楼”最早源自上海的“三集中”模式，

即农村人口集中在城镇，农村工业企业集中到乡镇工业园区，农业用地集中到农场或农户。其中，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便是所

谓的“农民上楼”。自产生之初，“农民上楼”便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农村居住条

件以及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如：忽视农民意愿、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成本、资源浪费等，但

这其中最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上楼”老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因为不同于中青年人，因年龄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农村老人的社会适

应能力相对较低，生活空间的改变对其晚年生活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农民上楼”导致代际之间的居住空间

受到了挤压，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并将农民”上楼"的成本和负担转嫁到中老年父母身上。应注意到，农村老人在城镇化推

动产生的“农民上楼”过程中，不仅经历了居住空间的变动，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亟待引起关注。然而目前学术界有关此

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养老不仅在于“养身”，更在于“养心”，国际社会一直所倡导的“就地老化”便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关注，分析“上楼”老人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不仅可以拓展城镇化的研究内容，深化对农村养老

现状的认识，还可以为完善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提供有益思路。据此，文章通过对无锡塘泾里社区“上楼”老人的问卷调查与

访谈，深人剖析了老人的精神需求及供给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2、“上楼”后老人的生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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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以江苏省无锡市塘泾里社区为例，于2017年8月对“上楼”老人的精神需求和服务供给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情况、居住条件、生活成本、社会支持及其网络状况、精神娱乐生活及其生活满意状况五个部分。调

查主要运用了偶遇抽样的方法，随机调查了 200 位老人，考虑到老年人的视力与听力问题，选择面对面询问的方式，以调查员

向老人提问的方式来进行，从而保证了问卷的回收质量。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 200份，回收问卷 2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从样本情况来看，性别分布较为平衡，男性和女性各占 54%和 46%。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 72 岁，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较

高，其中 60～69岁、70～79岁和 80 岁以上的老人分别占 69%、23%和 4%。被调查老人多为小学或初中毕业，受教育程度较低，

小学、初中、高中、高中以上的老人分别占 48%，42%，16%和 40%。有配偶、丧偶、未婚的比例分别为 80%、18%和 2%；党员、

团员和群众和其他的比例分别为 49%、19%和 32%。从健康自评结果来看，被调查老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较好，表示健康、患有慢

性病、患有重大疾病的比例分别为 47%、44%和 9%。

2.1生活条件改善但娱乐缺乏

调查发现，“农民上楼”后公共生活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小区环境整洁干净，交通方便快捷，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商业、

金融、教育、医疗、便民等）齐全。农村老人对现有的医疗条件满意度高达 82%，对交通和环境、卫生的满意度也较高，分别达

到了 52%和 48%。相比之下，随着环农民上楼后生活空间的变化，老人的精神生活不仅没有随之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变得更加空

虚和无聊。调查显示，“上楼”老人对于目前娱乐活动的满意度较低，只有 14%。伴随农村院落的消亡和公共休闲娱乐活动区域

的减少，大多数“上楼”老人的闲暇时间都是通过闲聊、看电视等来打发，由于生活环境改变而与周围邻居不熟，社区内部的

沟通减少，再加上娱乐方式单一，导致其时常感到孤独和焦虑。

2.2少数老人生活适应存在困难

对于生活空间变动问题，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50%的老人表示居住面积没什么变化，32%的老人表示居住面积变大，18%的

老人表示居住面积变小。在生活适应方面，92%的老人表示能适应“上楼”后的生活，愿意继续在新社区居住，但仍有 8%的农村

老年人表示对传统的居住空间具有极强的感情，对农村原有的生活环境有依赖感，希望继续回农村居住。在这'部分希望回村居

住的老人中，5%的老人对土地有极深的感情，希望可以继续从事农耕，另有 95%的老人表示不愿意继续从事农耕，只希望在原来

生活的地方安度晚年。

2.3社会关系断裂影响老人情绪

相关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在失去土地后往往会出现社会关系断裂的问题。同样，“农民上楼”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固有的

邻里关系，并导致其朝着现代社会“陌生化”、“隔离化”的方向转变，原有的宗族、地缘、社会关系模式也遭遇了较大的挑

战。伴随熟人社会的逐渐消亡，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了较大影响。调查显示，在无锡塘泾里社区，69%的老人是自愿意搬迁，

另有 31%的老人属于非自愿搬迁，其搬迁意愿主要与老人的年龄、收入及对传统居住环境的依赖程度有关。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发

现，这种非自愿性的原因主要在于老人对于原有生活环境和邻里关系等依恋，考虑到新社区成员成分复杂，不再是世代居住的

熟悉的人，且掺杂了诸多外来居住者（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导致老人心情较为复杂，也较为失落，并普遍不

愿意主动与其他社区成员沟通。

3、“上楼”老人的精神需求及供给情况

3.1精神需求现状

“上楼”后老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尤其体现在医疗卫生方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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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运动健康需求。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赢弱之消除，而且是躯体、精神与社会

适应融合的完美状态”。老年人的体质是好是坏，对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否有良好的体育锻炼方式直接影响健康老龄

化水平。调查显示，“农民上楼”后，老人因社会适应能力较差而导致焦虑不安，而这又会严重影响到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调查中还发现，老人的运动健身意愿较为强烈，有 72%的老人对“散步、运动、广场舞”具有需求，希望参加社区组织的运动健

康等相关活动；50%的农村老年人认为现有的健身器材和活动场所不能满足其保健需求。

3.1.2人际交往需求。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是老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相关研究表明，老人的心理健康与人际交往

密切相关，沟通频率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和人群交往的频率越高，抑郁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通过

与家人、朋友、邻居的交流与沟通，可以获得保健信息、扩宽知识面、感受人间真情、体会世事哲理，这对调节忧郁情绪、宽

阔胸怀和改善精神状态大有益处。本次调查发现，塘泾里社区的老人在“上楼”后社会交往了发生极大的变化，“串门走访”

的频率从 60%下降到 10%，空间重组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影响了农村老年人与朋友邻居的交往方式，从而导致了农村

老人“上楼”后，精神需求变化，‘出现焦躁、孤独等情绪，人际交往需求强烈。

3.1.3终身学习需求。老年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文化变迁和传承的载体，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

验也有利于新一代年轻人的学习和社会发展。相对城市老人，农村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学习欲望较弱，但研究发现，仍有 30%

的农村老年人在空余时间喜欢读书看报，具有一定的教育需求。国家和社会组织应该对农村老年人教育问题予以重视，高度认

识教育问题带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解决老人教育问题。让老年人真真切切地参与进社会中，发挥自身潜力，对社会做出更多

的贡献。

3.1.4文化娱乐需求。“上楼”后，农村老年人失去了土地，不需要参加农业劳动，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如果没有相应的文

化娱乐活动来填补闲暇时间，农村老年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将是沉闷而乏味的。调査发现，农村老年人对文化娱乐活动具有强烈

需求，其中 88%的农村老年人在闲暇时会选择“听广播、看电视”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34%的老人对“散步、运动、广场舞”

需求强烈，32%的老人喜好“读书、看报”，另有 10%的农村老年人喜欢以“串门走访”和“看护孙辈”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

这一结果也与相关研究结果相吻合，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人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亟需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3.2供给情况

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并不局限于简单的休闲娱乐需求，对学习、健康、情感等方面需求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希望通过不断

地学习来提高文化知识和个人素质，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但从供给清况来看，老年人的休闲场所、途径和基础设施

相对缺乏，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休闲娱乐生活并不满意。虽然会有小广场等一定的娱乐活动空间，但空间较小，主要活动还是

集中在家庭范围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有限，难以同时满足老年人群体性的文化活动（跳健身舞、交谊舞、扭秧歌等），

只能进行聊天、麻将、纸牌和简单的户外运动，活动内容较为单一。

同时，社区街道工作组织缺少专项资金，开展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单一且缺乏持续性。尽管，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对社

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对文化活动的开展重视不够，组织的活动大多是在一些重大节日或庆祝日，平时，文化、娱乐和娱乐活

动很少开展，远远不能满足社区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农村老人精神需求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如：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生理普遍

都比较敏感脆弱，适应调节能力差；家庭支持较弱，城市化导致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情感体贴、生活照顾等行为；

孝道文化衰落；精神养老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社会支持较少；还有一部分农村老人被迫“上楼”，抵触情绪较大。

4、对策建议

4.1重视微观个人及家庭供给



4

相关研究表明，“少子化”和社会流动的现实使得农村老人脱离代际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现象愈加明显，老人“牺

牲自我”而维护家庭延续的责任伦理较为突出，个人自养能力需要引起重视。对此，要重视微观层面对个人及家庭的供给能力

的开发。首先，老年人要处理好各种家庭关系，这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精神舒畅的重要保障。要与时俱进，改变腐朽落后的家

长式观念和作风，通过适当的授权、沉默、容忍、沟通和理解，以及其他方法来预防和解决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冲突。其次，要

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棋牌等社区娱乐活动，这不仅可以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培养积极健康的兴趣

爱好，还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保持和社会的经常接触，陶冶情操。鉴于家人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交往对象，老人在闲暇时间

多于家人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往往可以得到家人的同感与理解，家庭成员应注重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对老人

进行生活照料和医疗照料的同时，也应加强与老人的精神交流，鼓励共同创建老年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还要呼吁全社会

对老年人的关爱和照顾，营造良好的助人、关爱、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的氛围，共同创造良好的老年人人际关系。

4.2完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首先，农村社区组织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转变工作方式，淡化管理职能，加强服务功能。根据老人的特点，有针对

性的举办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如健康讲座、老年合唱团、老年舞蹈团、老年戏曲舍、太极拳协会、书

画比赛、棋牌活动等。针对老年个体差异，还可在发展集体、室外体闲的同时，发展室内体闲活动，如上网、剪纸、写作、拼

图、种花、编织、收藏等。同时，为顺应时代发展，还应举办一些新兴活动，如组织老人炒股小组、创造发明小组、旅游小组

等，以满足老年人不断增强的特殊精神需要。其次，社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社区建设的资金，以推进社区老年活动场所

的建设进程，使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有平台，也为社区开展各种老年人的服务活动提供经费保障。再有，街道、社区干部

应学习借鉴相关成功经验，优化农村社区组织，鼓励举办各种兴趣小组、子女座谈会和娱乐活动等，让农村老年人实现学习和

发展的精神需求、情感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3加强政府经济政策支持

政府作为农村养老治理的核心，要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农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做好上楼农民安

排，整合农村养老治理的各项资源。首先，在政策层面提供引导和支持，建立资源整合和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其次，政府还

应“放权”，对其他养老治理主体不能干预和介入过强，通过权力下放、服务下移来实现资源的下沉。具体来说，政府应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可通过购买社会组织、商业机构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的相关服务，重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的建设，完善服务

网络，通过网络服务和现场服务，提供教育娱乐、心理关怀、法律援助和安全保障等定制化服务，增加服务项目数量、保证服

务内容质量、扩大服务普及范围，积极完善针对于上楼老人的社会保障体系。考虑到老年护理产业、娱乐产业与公众养老预期

息息相关，政府还需要继续对养老产业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

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再有，政府还应改善社区的物质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的功能性，如改善卫生设施、增加绿化、增加健身器材和交通设施等，以提升老人

的生活满意度，为老年人晚年生活创造一个和谐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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