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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安徽省蒙城县王集乡 X 村为例 

方文丽 叶良均 曹新维
1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随着城市化和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

能够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需求，因此，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互助养老”的新模式，然而在探索过程中也遇到了怎样

推动“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安徽省蒙城县王集乡 X村为例，从老人和准老人的生活状况、当地服务需

求以及开展互助养老的优势及限制因素等方面，研究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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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社会背景。 

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众多，传统的土地养老、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已不能够适应老人的需求。于是，一

些地区已尝试一种互助性服务的新模式。随着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中也存在一些身体健康还具有行动能力的

人，然而退休后的他们也是处在人力资源浪费的处境中。 

根据国家老龄委发布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 5000 万，人口

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1.1.2研究对象背景。 

本次研究对象为安徽省蒙城县王集乡 X村 45位老人以及 26位准老人（未满 60周岁，但处于 45周岁以上）。2018年，安徽

省政府批准蒙城县退出贫困县。该地在精准扶贫领域有着丰厚的经验，且目前该县有部分地区开始实验“积分制”互助养老的

形式。据了解，X村已有“互助养老”萌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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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针对该地区互助养老模式开展的条件和需求情况以及养老现状做一定的调查，通过了解当地互助养老模式开展的

可行性与限制性因素，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建议。 

1.3研究目标和意义 

1.3.1研究目标。 

了解 X 村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现状，包括乡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社区工作者的服务工作以及社区内留守老人的自我支

撑情况。了解当地互助养老模式开展的优势劣势，分析互助养老模式未来在农村发展的前景。本文通过对农村老人和准老人的

问卷调查和非结构式访谈来了解该地区的情况。 

1.3.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本次农村留守

老人社区互助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适应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养老服务建设方面的内容。（2）实践意义。由于当前国内对农村

留守老人社区互助服务体系的研究还不全面，互助养老对国内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模式，本次蒙城县 X 村的实地考察能够让我们

了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实际情况，为当地提出互助养老的可行性建议，也为中国接下来农村互助式养老新模式的规划提供一些

资料支持。 

1.4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问卷调查和非结构式访谈为主，辅之以文献法。通过对 X村 45位老人以及 26位准老人的问卷调查、5位留守老

人的非结构式访谈了解当地养老现状、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条件以及需求状况。 

2 文献综述 

根据对 CNKI 的检索表明，近年来，学术界以“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及期刊发表仅有 9

篇，且其内容针对性不强，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的体系建设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有不少，但其在体系建设方面有待研究。什么是体系建设?即包含一切对互

助养老模式有影响的因素的建设，包括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社会组织、合作协调、思想观念、需求分析等等具体因素。

互助养老模式在中国农村可行吗？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存在哪些条件和不足？互助养老模式是否为农村留守老人所接受？准

老人在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中的作用有哪些？等等一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调查中深究。 

3 X 村老人及准老人生活现状 

蒙城县王集乡 X村人口 2693人，由于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日益增多，乡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其中

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成了乡里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乡里曾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养老院以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本次调查从 X

村 9个自然村中随机抽取 5个自然村，对 5个自然村中 45位老人、26位准老人进行入户调查。 

3.1老人及准老人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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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所知，调查对象中的老人和准老人身体大多具有完全自理能力和部分自理能力且不需要人照顾，可见其提供服务

的身体条件良好。其中，准老人的身体条件明显优于老人，其在互助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农村养老互助服务体系的

建设过程中，准老人可在其步入老龄阶段之前做一定的服务，在其步入老龄阶段之后可享受别人提供的服务. 

3.2老人及准老人的闲暇娱乐活动 

调查对象参与闲暇活动调查的数据来看 91.5%的调查对象经常看电视听广播，43.7%的调查对象经常散步聊天。其余活动参

与者数量甚少。笔者在下乡调查期间，也曾观察过当地留守老人日常生活，老人们大多习惯早起务农或赶集，其余的时间看电

视聊天解闷，村里有人家办红白事，会找人在家门口搭个台子唱两天，也还能跟着热闹热闹。若是在村里的小卖部每天还可以

有一些老人聚在一起打打牌。一些自然村里设有老年活动中心，有供老人们吃饭的，还有供老人们聚在一起喝茶看电视的。走

访各个自然村的过程中，有一个村的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负责每天中午、晚上定时给老人提供饭食，年龄大的还提供送饭服务。

该中心提供的服务按年龄收费，一般 60岁以上的每次打饭只需要 1元钱。事实上这些中心可以扩大自己的服务范围，为互助养

老服务提供场所。 

4 互助养老服务的内容 

互助养老服务的内容应当适应老人的需求，为此，笔者对当地老人和准老人做了所能提供服务和所需服务调查。我们可以

看出调查对象所需要的服务较之于可以提供的服务更为丰富，也就是在实际实行互助养老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另外的专业人

员加入从事相关服务，笔者在后面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所需服务”占比最大的“唠家常”正好对应了“能为别人提供服务”同样占比最大的“陪伴聊

天”，这两个数据的呼应虽然体现出老人精神世界的孤独，但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开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陪伴聊天

这项服务是相互的，有这个需要的人也同时可以做这项服务的提供者。 

5 X 村互助养老体系建设条件分析 

5.1优势条件 

5.1.1互助养老模式参与意愿较高。 

对比图 1 中老人和准老人期待的养老方式饼图来看，老人更愿意尝试居家社区养老，准老人更愿意尝试家庭养老。这个数

据有点出乎笔者的意料，在笔者看来，准老人更为年轻，应该更能接受“居家社区养老”这种新的养老方式，然而调查结果却

恰恰相反，排除数据的信度效度干扰，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许多留守老人提到家庭养老问题，首先考虑到子女的困难，个案 2 是

位 73岁的老人，男性，问及其为什么不愿意尝试家庭养老让子女照顾自己，老人说：“我也想让孩子照顾我，不想麻烦别人，

但孩子太忙了，他们在城里挣钱不容易，还要养孩子，我该体谅他们。”无论是钟意家庭养老还是居家社区养老，都可以在互

助养老的体制下进行。由此看来，根据调查对象的数据分析，准老人和老人们存在此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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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老人和准老人期待的养老方式 

5.1.2活动开展场所具备。 

互助养老模式目前来说在中国有四种具体模式，分别是：互助幸福院模式、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以及时间银行式。无

论何种模式都需要提供固定的场所，上文提到笔者调查的 X 村多个自然村设有老年活动中心以及文化中心，具备召集老人的经

验和能力，实际情况是，这些场所的利用率低下，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能为互助养老模式开展活动所用，不失为一个两全

的办法：既能解决互助养老模式的场所问题，也能合理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在农村，这种被“闲置”下来的空房空楼也不少，

相对于城市而言，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的开展会具备更丰富的土地资源。 

5.1.3良好的邻里关系基础。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曾提及农村的社会更偏向于“熟人社会”，邻里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分析调查数据时发现，

调查对象中，与邻里交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绝大多数，对比笔者曾经在城市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个数据远远大于城市老人的数

据。互助养老模式多在社区开展服务活动，服务者与受助者之间多为邻里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能够有较为亲密的联系，也会

有利于服务活动的开展。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绝大部分人更愿意为邻居提供服务。在中国的农村，事实上与邻里关系和睦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地

缘关系的表现。 

5.2现实困境及相应解决策略 

5.2.1责任划分不明确。 

在互助养老过程中容易存在许多责任划分问题，据笔者访谈的对象回应说，村里养老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村委会负责，然而

村委会日常事务繁多，可能会忽视互助养老模式推进中的一些问题，造成各部门之间推卸责任的事也会发生。 

若国家能够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责任主体，农村社区加紧责任划分工作，将会促进互助养老

模式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5.2.2宣传培训不足。 

目前，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的宣传有所欠缺，调查对象 71 人中，有接近 56 人选择了“不太了解该模式”作为限制因素。

另外，访谈个案接受访谈时，都提及对互助养老模式的不理解，有人表示都没听说过“互助养老”，在对其解释完互助养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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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后，访谈对象大多表示如果有这种模式开展，自己非常愿意参加。 

在实施互助养老模式之前，村委会等一干组织应该先做好宣传工作，对服务对象及服务提供者进行宣传以及培训。 

5.2.3志愿氛围缺乏。 

志愿思想贯彻互助养老模式之中，是互助养老模式顺利开展而离不开的条件之一。有过半的人认为互助养老发展的限制因

素之一有志愿氛围的缺乏。农村的互助养老模式开展虽多了“熟人社会”的条件，但其相比于城市而言缺少了志愿的氛围。农

村老人相对于城市老人来说，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其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互助的志愿氛围。 

社会学习理论代表班杜拉曾强调人的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后天经验环境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为此，相关部

门应该积极组织相关志愿活动，鼓励老人参与，体现其价值，增加其获得感，从而能够有利于农村志愿氛围的形成。 

5.2.4基础设施以及专业人员的缺乏。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目前相对于城市而言的确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互助养老模式的开展离不开专业的基

础设施、离不开专业的工作人员。若是能在农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专业人员的岗位工资和福利，应该能吸引不少专业工

作人员下乡从事相关工作。除了吸引人才，当地还可培养村干部，进行脱产培训，或培养有能力有威望的老人，进行教育培训，

在农村，有威望的人进行管理往往更能带动大家一起参与互助服务，也可体现互助养老模式的内涵“自助”。 

6 反思与总结 

互助养老模式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也不是哪一个人、一个部门的工作，其建立不仅需要长时间、还需要

多部门的合作来共同完成。目前，互助养老模式是我们从国外“搬过来”的，所有一切都还在试点探索的过程中。借鉴国外成

功经验的同时，不忘结合中国乡村本土的实践，把“搬过来”的东西内化成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才能让其在乡村建设中发挥最

大的作用。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近年来也是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相信未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体系的建设前景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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