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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农村老人人口数量上升，失能老人数量也居高不下。为探究当前农村失能

老人的生活状况，实地调研分析了宿迁市农村失能老人的养老现状、困境、保险需求，并针对失能老人养老给出一

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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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 

当前农村失能老人养老问题凸显，老年人的知识水平自我意识日益提高。本项目针对宿迁市农村失能老人养老现状与当前

面临的困境进行调查研究，我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分析问卷数据，满足对失能老人的保险需求，进而提出改善宿迁市

农村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次我们小组共发放调查问卷数量 116份，回收 116份，有效率 100%。 

1 农村失能老人的养老现状 

当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农村失能老人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初步推算，我国的失能老人人口数在 2030年达到

6168 万人，2050 年将高达 9750 万人。如此数额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带来的便是失能老人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其中农村失

能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倍加关注和通力解决。 

1.1失能老人人口估算 

根据 2018 年的宿迁市统计年鉴显示，宿迁市 2018 年末总常住人口为 491.46 万人，其中 287.65 万人为城镇人口，那么宿

迁市农村人口数为 203.81 万人，通过本次调查 116 人中有 80人身边存在失能老人（见图 1），其中轻度失能老人居多，按此保

守估算宿迁市有近 100万位失能老人。所以对于这些老人的安置问题我们也进行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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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失能老人存在率调查 

1.2失能老人陪护模式 

通过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村失能老人当前的陪护模式分别为：家人自行在家照顾、等待政府统一安排人员入户进行养

老服务、进入养老院等养老机构、请保姆代为照顾等。目前来说家人对于失能老人的安置方法根据调查最倾向于前三种（见图 2）。

大多数家庭选择在家自己照顾。仅有 8.62%的人请保姆代为照顾，一方面保姆拿人工资相对各方面会比较周到和科学，更有利于

失能老人活动需求，但另一方面长时间的高昂费用又是一般农村家庭所负担不起的。 

 

图 2失能老人安置方法 

1.3针对失能老人的政府措施 

与此同时，宿迁市政府对失能老人也有一定的措施，提供相应的补助政策，具体为 60周岁以上失能老人享有每月 150元的

政府补贴；每个月，政府将为失能老人提供一次理发、助浴、剪指甲等家庭保洁服务；同时也提供意外医疗保险金、意外伤害

住院补贴保险等各类保险服务以及残疾用具费用、施救费等多项费用补助。其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 元。面对政府的扶持补贴政

策，我们了解到这些政策与居民的期望值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 3）。 

宿迁市政府、各个居委会、各个家庭都为失能老人的往后生活不断努力奉献，但是这条路还很长，不足之处依然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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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居民期望政府每月补贴额 

2 农村失能老人面临的困境 

宿迁市作为江苏省十三大省之一，相比往年养老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宿迁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以及社保普及还

存在缺陷，对于失能老人的陪护缺乏经济、物质和情感资源，让其精神生活与物质追求日益萎缩，同时日渐空心化的农村，无

法保证失能老人生活上的需求，因此农村失能老人目前面临养老困境。 

2.1失能老人的关注度低 

现在的人无论是哪一个年龄层次对失能老人的了解都是匮乏的。（见图 4) 

 

图 4各年龄层对失能老人了解情况 

换位想一下，当人们在没有认识到失能老人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用心的去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的诉求呢？人

们对失能老人概念和需求的盲区，导致社会各阶层对农村失能老人的关怀程度不够，社会各界宣传倡导关爱行动不足，导致政

府做足了工作也收效甚微。 

2.2家庭经济情况不富裕 

就家庭的经济情况而言，有 38.79%的人选择居家自行护理，18.1%选择政府补助政策。通过对家庭情况能承担的护理方式以

及每月能承受的护理费用的交叉分析可见（见图 5），大多数的调查者都是倾向于在家自行护理，其中 71.11%的人每月能承受的

护理费用为 3000 元，仅 6.67%的人能承受 5000 元以上的费用；另一边选择政府补助政策入户护理的也有 76.19%的人能承受每

月 3000 元的护理费用。那么问题便是，同样 3000 元如何能满足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日常护理的支出呢？同理，在有政府补

助的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准备 3000元来完成额外的护理支出，如此看来家庭对于负担一位失能老人的费用问题无法得到很好

的解决，对政府的补助政策持怀疑态度，同时居家护理又无法得到切实的资金保障，因此大多数的农村失能老人面临当前养老

困境。 

2.3政府补助供不应求 

由此我们考虑到，对于农村家庭，生活本就相对拮据，大多数无法负担高额的养老机构费用以及聘请私人保姆，一般都是

依靠政府的补贴和定期的入户养老服务，但是现实是按照宿迁市 2017 年对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67 号建议的答复文件中所提

到的，政府所提供的仅能是每月保证一次上门回访，这与各个家庭需求相悖。按照统计，116位被调查者均希望能达到每周保证

服务，且一周 3-4次的也不占少数（见图 6）同时我了解到进行养老服务的医疗人员以及志愿者人数有限，相对数量庞大的失能

老人是无法满足需求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也是导致选择政府补助入户服务无法满足失能老人家庭需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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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家庭情况能承担的护理方式以及每月能承受的护理费用的交叉分析 

 

图 6调查者期望的护理频率 

2.4低认识下的社保盲区 

另一方面，宿迁当地农村人对于老年人社会保障政策了解程度低（见图 7），对于日渐空心化的农村，多数为失能老人独自

居家，这个年代的失能老人以 60 岁起算也都是 59 后，那个阶段的宿迁农村受教育的本就不多，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自身

利益保障的把握并不到位，在为数不多的 12 位 6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仅有 1 位是高中毕业，其余受教育水平处于小学以下。

因此对于养老保障政策以及保险缺乏认识，从而造成了养老资金匮乏，物质生活萎缩。 

 

图 7老人社保政策了解程度 

对失能老人而言，有子女相伴自然是好的，但是多数子女在外打拼又很少回家，失能老人的精神生活也得不到满足。对于

目前失能老人养老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做了相应的研究（见图 8）主要为五个方面：失能老人居家护理服务市场化不足、社区

管理不成熟、居家护理机会成本大、失能老人护理人才缺乏、国家补贴政策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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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当前失能老人养老面对的主要问题 

3 农村失能老人的保险需求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人受教育程度会日益提高，包括其子女受教育程度也显著提升，那么相应的会对政府的政策

以及金融保险有更多的认识以及超前的考虑，按照宿迁市 2018年统计年鉴来看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44万人，宿

迁市目前来说养老保险覆盖面较大。但是不排除是年轻一辈公司的五险一金。对于农村失能老人来说，如果事先自己或者子女

没有缴纳过适当的保险，那么老年人之后生活所负担的费用会是不小的金额。 

3.1长期护理保险 

我曾关注过一个专门针对失能老人的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顾名思义就是被保险人在失能情况下或年老得病时用于保证

其日后生活质量的保险项目。按照宿迁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袁经理的陈述，当前长期护理保险是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负

责的一项保险，该项保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盈亏风险较大，保险公司无法个人承担这项保险，所以也就成为了政府扶持的一个

保险即作为社会养老保障的一环。那么真正了解长期护理保险的有多少呢。（见图 9)116位被调查者中有 28.45%并未听说过这一

保险，30.17%的被调查者认为价格高昂。目前来说该保险尚有缺陷，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加强。 

 

图 9长期护理保险的了解程度 

3.2保险费用与具体服务 

针对保险的费用分析大多数家庭对于购买保险的预算为 500～1000元/年，在价格觉得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市民对带有储蓄

功能或有红利派送的保险产品会考虑改变主意。（见图 10）因此我们应当切实的了解市民的需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适当调整金

额以及保险附带的功能性。 

对于当前养老保险的问题，市民大多关注的点还是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见图 11）农村失能老人的金融保险需求一方面是

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为服务需求，市面上的大多保险项目多数提供的是养老金，但是对于失能老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帮助，失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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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生活不便，需要保险中所涵盖一定的上门护理服务，这一方面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机构提供一定的人力去保障和完成。 

 

图 10在价格不能接受下，何种条件会使消费者改变主意 

 

图 11改善养老保险的措施 

4 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失能老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急需关注和帮助的群体，失能带来的不便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

困扰。 

4.1开创智慧养老模式 

我认为当前宿迁市失能老人的养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居家养老；另一种是进入养老机构。按照宿迁目前的情况，宿迁

市的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为 21816 个其中还要撇去一些儿童的床位，留给失能老人的床位数还是偏少，因此政府应当加

大投入完善养老机构床位不足问题，当然政府不能单方面追求数量也应当关注质量问题。失能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

一旦选择养老机构就是把剩余的时间托付给了它。应当根据失能老人群簇交往心理需求的共同生活空间设计要点，环绕这一理

念设计适合老人日常交往娱乐活动的优良空间；新型智慧养老模式是政府需要着力打造的，该模式有利于满足失能老人对精神

和物质生活的慰藉。让农村失能老人也能够住得踏实、住得科学、住得安全。 

4.2弘赡养之德，注重老人精神生活 

面对养老机构的稀缺，政府不断建设完善的时期，大多失能老人都会选择居家养老，在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老年人在缺少

精神陪伴的同时也会面临资金问题，老年人为了得到精神慰藉试图通过诉讼以实现自己的需求，但是胜诉判决却难以执行。在

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在精神上的需要被赡养的义务与社会分工中青年人作为社会劳动者主体之间的矛盾，是农村日益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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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老人有名无实的主要原因。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应当致力于从不同程度上满足失能

老人不同的需求，使老年人拥有正常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失能老人的福利水平。加强对年轻一辈的思想教育，不断弘扬尊

老赡老的美德，同时政府完善养老政策，加大养老护理入户频率，在每个社区成立关怀小组招募志愿者定期入户陪伴老人。 

4.3探索保险创新适应老人需求 

在宿迁市的农村，提高老年人医疗保障水平，建立适合失能老人的护理保险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所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等，能够满足老年人生活健康的不多，且部分产品价格昂贵，保险公司应当多下基层去寻求真正可以满足老人需求的保险。

因此政府应当与保险公司充分合作，推出更多利民的养老保险，在实现价格优惠的同时注重向服务型发展，为失能老人提供切

实的服务。作为社会大众的我们也应当不断关注，积极响应政府志愿活动，为失能老人奉上一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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