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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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的外流,农村空巢老人照料难的问题日益凸显,“老龄化”问题日

益严重。基于江苏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在设置 7 组满意度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对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以及相关性分析,从而总结出当前农村老年人对互助院的满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七组解释变量分别是:个性特征、

家庭特征、经济状况、日常活动、医疗服务、人际关系以及精神状况。针对满意度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为进一步

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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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农村养老压力不断加大。然而,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

区发展仍较为落后,具体表现为农村相关设施不健全甚至是全无、相关政策落实不能到位、人才急缺,农村养老机构匮乏,养老机

构设施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以及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等问题。除此之外,大多数农村老年人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社会机构

养老存在着抗拒心理,认为到机构养老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所以不愿搬到机构中去。这一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延续

到现今,多数的老人更愿意在家和子女度过晚年生活。 

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双重缺失的现象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很难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由河北省邯郸市肥

乡县率先探索出的一种养老新路径——“互助养老幸福院”。互助养老院具有“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的突出特点,在应对农村养老问题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此,山东、安徽、江苏等地也纷纷开展了“互助养老院”的试点。然

而,互助养老这一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只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忽视精神层面的慰藉、强力推广导致基层

政府疲于应付、一味追求表面形象而忽视具体的贯彻落实。 

从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最先提出互助养老模式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 10 个年头,农村互助养老院这一模式在发展期间是否发

挥了其作用,是否有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农村老人对这一模式的认可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村老人们对该模式的

满意度问题,通过对满意的分析度我们才可以更好的了解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并及时调整完善互助养老机制,从而为应对农村

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好的发展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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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调查对象 

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定为年满 60周岁,且在互助养老院内生活满一个月以上的农村老人。首先,60岁

以上的老人处于养老的阶段,对互助院内各方面的满意度是他们真实生活的感受和态度的反映。其次,居住一个月以上才能对互

助院内的各种情况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从而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于被调查者是农村老人,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且多使用方言交流,因此在说明研究目的和征得老人同意后,我们将问

题口述给老人听,并将一些书面化术语转换为方言或口头语,降低调查难度。 

2.2数据来源和方法 

为了深入江苏农村了解互助养老模式的情况,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江苏省苏州市沙溪

镇和徐州新沂市瓦窑镇两个地点,共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73 份,其中苏州市沙溪镇 289 份,徐州新沂市瓦窑镇发

放 284份,有效回收率达 95.5%。在 573份问卷中共有 237份是关于互助养老院内老人满意度调查的问卷。 

2.3变量设置及假设 

本文在对已回收问卷深入分析整理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地点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影响农村互助养老院老年人满意度的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共有 7组。第一组是个体特征变量,有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第二组是家庭特征的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子

女个数;第三组是经济状况方面的变量,包括在互助院的花费、个人收入;第四组是日常活动变量,有互助院内会组织文化教育活

动以及互助院内组织会趣味娱乐活动;第五组变量是医疗服务,包括对互助院内健康体检服务的满意度和对互助院内按摩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第六组变量是人际关系变量,包括与互助院内其他老人的关系,对互助院内工作人员的看法;第七组变量是精神状况

变量,有对互助院内和他人聊天倾诉的满意度以及在互助活动中获得了情感上的交流。 

3 互助养老满意度现状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解释变量个人特征方面,显示的互助院内的老人“性别”的均值为 1.49,说明互助院内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男性老人数

量和女性老人数量基本是一样的。老人“年龄”的均值为 73.51,说明互助养老院内老人在 70～79 岁之间的人数多于 60～69 和

80 岁及以上的人数。“文化水平”的均值为 2.13,这表明互助养老院内老人的文化水平主要在小学文化水平以下。多数老人基

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只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 

在解释变量家庭特征方面,互助院内老人“婚姻状况”的均值为 2.72,介于 2～3 之间,表明多数互助院内老人为已婚完整的

状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的配偶仍然健在。“子女个数”的均值为 3.24,介于 3～4之间,可以看出大多数老人有 3个或 4个子女,

有利与子女照顾老人。 

在解释变量经济状况上,“个人收入”的均值为 1156.96,可见老人们的个人收入并不是很高。而“在互助院的花费”的均值

为 1.53,介于 1～2之间,相对应的个人收入在 600元左右。互助院的花费与个人收入相比较,个人收入大于在互助院的花费,则表

明互助院的花费在老人们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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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变量日常活动上,“互助院内会组织文化教育活动”的均值 4.02,介于 4～5 之间,表明互助院的老人们比较同意互助

院内会开展文化教育类活动。而“互助院内会组织趣味娱乐活动”的均值为 3.97,接近 4,表明老人们对互助院内会组织趣味娱

乐活动这一项还达不到较为满意的状况。 

在解释变量医疗服务上,“对互助院内健康体检服务的满意度”的均值为 4.36,介于 4～5 之间,表现初老人们对互助院内所

提供的健康体检服务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这说明互助院内对于老人们的定期健康体检服务落实的很到位。“对互助院内按摩

护理的满意度”的均值为 4.20,介于 4～5之间,可以认为老人们对这项服务的满意度很高。 

在解释变量人际关系上,“与院内其他老人的关系”的均值为 1.66,这表明老人们与互助院内的所有老人相处关系都较为融

洽,在生活中做到了互帮互助。同时,“对互助院内工作人员的看法”的均值为 1.86,介于 1～2之间,表明老人们认为互助院内的

大多数工作人员充满着爱心和关怀,这也显示出互助院内老人与工作人员之间较为良好的关系。 

在解释变量精神状况上,“对互助院内和他人聊天倾诉的满意度”的均值为 4.34,达到了较为满意的程度,说明老人们在院

内有着愉快的聊天经历,这对于老人们日常的精神健康有着很大的好处。“在互助活动中获得了情感上的交流”的均值为 1,说明

本研究所调查的所有老人都认为在互助院内的生活中收获了情感上的交流,其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慰藉。 

3.3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Person相关系数,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对老人养老满意度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并分析了农

村互助幸福院老人养老状况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在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与老人养老满意度的相关性方面,性别在 5%的统计水平上与互助幸福院老人满意度呈负相关,年龄在

10%的统计水平上与互助幸福院老人满意度呈负相关,文化水平也与互助幸福院老人满意度呈负相关;在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

在相关性方面不显著,而变量子女个数在相关性方面与助幸福院老人满意度呈负相关。也有其他学者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子女数量

不与老人养老满意度相关。在农村互助幸福院老人经济状况方面的变量与老人养老满意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互助养老院的花费

在相关性方面不显著;在日常活动方面,互助院内会组织文化教育活动与互助院内会组织趣味娱乐活动两项均不显著;在医疗服

务方面,对互助院内健康体检服务的满意度与对互助院内按摩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也均不显著。在人际交往方面两项指标与医疗服

务所表现出来的状况一样。在精神健康方面,在互助活动中获得了情感上的交流在 10%的统计水平上与互助幸福院老人满意度呈

正相关,而对互助院内和他人聊天倾诉的满意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数据可以看出,与互助院内老人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因素有老人的个人收入与互助活动中所获得的情感交流。其余各项与老人

的满意度相关性并不大。农村老人的个人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以国家发放的补贴为主。这种单一且补贴额度较低的收入方式使得

老人在经济状况上显得很被动。与收入较低的老人相比,收入较高的老人更有能力去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开销,再加上互助院内花

费较低,因此他们在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的情况下相对与其他老人显示出更多的幸福感。而情感交流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频繁

的情感交流使得他们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4 总结 

在农村互助养老院发展过程中,老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其发展优良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对互

助养老院的满意程度还有待提高。在经济状况的保障、文化活动的组织、医疗服务的普及等方面仍然需要加强。为此,各地政府

要确保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资金来源的稳定,并与农村社区合作进一步满足老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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