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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养老现状调查 

——以贵州省盘县 B寨村为例 

涂爱仙 李 蕾 

（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 

【摘 要】 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议题。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老龄化程度高、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贵州彝族

农村地区，养老形式不容乐观。通过对贵州盘县 B寨村的实地调查，发现该村居民的养老方式、养老观念非常传统，

其自我养老能力不足，家庭供给有限，集体、社区服务单一，社会化养老严重缺位，精神文化难以满足等诸多问题。

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彝族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根源，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自我养老能力、发挥邻里互助传统精神、

拓宽社会养老的途径等有效措施来改善彝族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破解少数民族地区养老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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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全社会进入老龄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老

年人的养老状况很有必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家庭结构变化等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发生变化。从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居民的养老问题一样得到重视并解决才是应有之义，方能体现社会公平和全民

族大团结，对社会统筹发展与实现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 B 寨村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该村是原始的纯彝族村寨，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

有一位社会保障专业学生来自该村，这样为进入田野提供了方便，解决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田野最大的语言障碍问题，无需认

可过程就可直接进入田野。 

1.调查目的地 ——贵州省盘县 B 寨村 

贵州省是西南多民族省份，境内苗族、彝族等人口众多。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529.50 万人，农村人口 2046.76 万人。

全省有彝族 8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大方、黔西、赫章、纳雍、金沙、织金；六盘水地区的水城、盘县、六枝；

兴义地区的普安、晴隆、兴仁、兴义；安顺地区的修文、清镇、普定等县。贵州本身发展的底子较薄，多为丘陵地势，供耕作

的土地资源不足，与不断上增的人口相比，人地压力过大。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较而言，明显表现落后。B寨村为六盘水市盘县坪

地彝族乡中的村寨，是一个原始的纯彝族村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贵州省近年来重点扶贫的村寨之一。位于盘县坪地彝族乡

中北部，该村寨总面积 5.97km2,林地占 140hm2,耕地 98.77hm2,人均占有耕地 0.05hm2,耕地主要以坡耕地为主，水资源较丰富。

辖 12个村民组，总户数 485户，总人口 1852人，劳动力 600人。农业结构调整，开始由传统型农业向效益农业,现代农业转变，

但目前产业层次和生产力水平尚处于较低阶段，经济总量小，结构不够合理，总体效益低。村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村民目前以

传统种植业为主，粮食作物以包谷、洋芋为主,农业产值 130 万元，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7 元。B 寨村多数人靠种地和领

国家低保为生，由于该村可耕土地少，人口较多，造成人多地少的局面，且常遇天灾，庄稼产量不高，1/3的村民还没有完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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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温饱问题。 

1.1彝族风俗 

彝族农村地区因其封建的传统观念，仍然会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彝族农村，凡遇上红白喜事，女人做厨，不上桌，男

人负责应酬策划。彝族农村中，男耕女织的观念依然盛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保存非常完整。彝族农村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丰富

的民族文化，彝族人民自古不惧怕死亡，甚至愿意接受它，多数彝族老人会在步入 60岁左右开始制作棺材或者请人代做。彝族

人崇尚毕摩文化，逢婚嫁、丧事或风水方面的事时，毕摩是必需出场的关键人物，毕摩通过口诵彝文经，庇佑和祝福有所求之

人。彝族农村婚嫁实行哭嫁，女方部分家人用哭嫁表示不舍和祝福。在逢丧事时必宰羊杀鸡以供祭祀，毕摩和唢呐匠参与丧事

转场等，整个丧事过程持续七天，儿女白衣戴孝彻夜守灵，丧葬气氛追求喜庆，寄意于在和谐的气氛中送走亡魂。彝族人民在

给子女取名时通常需要论辈分填名字，父辈及祖辈名字不能与新生儿有个别相同，甚至读音不能相似。彝族孩子在出生时，长

辈会在其背冤上别上小剪刀，以保佑孩子健康乖巧。彝族孩子身体不舒服（多为肚子疼痛时）,长辈会给孩子竖筷子、泼水饭，

用以驱走邪灵，保卫健康。目前的彝族农村仍会有类似选推长老的制度，村里必然会有德高望重的长老主持村寨大事，村民必

须服从。 

1.2彝、汉族的文化差异 

彝族农民与汉族农民在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彝族地区也会按肤色的不同将其划分为黑彝

和白彝，但几乎所有的彝族农民都受着家支观念的影响。家支观念是彝族农民内部一种较为森严的家谱族系，每个彝族农民都

有自己所属的家支，其一切生活琐事和重要决定等都受家支中“头人”的影响，大到国家政策，小到家庭杂事都由家支经由系

统商谈决定。汉族农民虽然有家谱，但家谱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汉族农民的观念较为开放灵活，每个家庭都对应

各异的观念，这使汉族农民的观念也丰富迥异。 

彝族农民平时生活较倾向于自给自足型，彝族地区农民较少与外界交流，甚至还留存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彝族农村地区

的农民餐食多为自家生产，从米面蔬果到肉食酒水等基本靠自产。彝族农民常聚居在少数民族村落里，整个村落基本都存在深

浅不一的亲戚关系。彝族农民出行仍有部分依赖步行，在彝族地区，懒惰情况普遍较少。彝族农民喜食酒，平常娱乐多为对山

歌跳舞或者划拳饮酒助兴等。汉族农民多半与外界活动频繁，这使得他们的衣食住行均较依赖外界供给，这是与彝族农民差异

较大的地方。在汉族地区，娱乐方式较多，较少的农民会把山歌和民族舞当成日常娱乐活动。 

2.B 寨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2.1B寨村老年人生活习惯 

B寨村民多用彝语沟通，少说汉语，该村生活习惯也与汉族大不相同。B寨村老年人都不说汉语，因此老人不太赞成儿女与

其他非本族人士通婚，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劳动力村民由于日益增长的需求，在种地已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会选择外出打

工，他们在外出前，会给老人购置生活必需品，以便因老人不能和外界交流，给生活带来不便。B寨村老年人基本不会赋闲在家，

他们除了饲养牲口还外出劳作，仍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习惯。彝族老人普遍有自食其力的思想,，大多不会在家靠子女。

老人们饲养的家畜不轻易宰杀，只有在待客时才会宰杀，他们有时会用来换取货币，购置生活用品，在 B 寨村还留有自给自足

经济形态。 

2.2田野调查具体内容 

笔者带领学生于 2016年 2月~2016年 3月赴 B寨村进行田野调查，在全村选取了 38个访谈对象，通过结构式访谈和入户深



 

 3 

入访谈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相关材料。从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状况和养老状况四个方面选取访谈对象，访谈内容主要

涉及养老文化、养老需求、养老经济来源、养老方式等四个方面。 

2.2.1养老文化。俗话说养儿防老，B寨村就有浓重的儿子必须赡养年迈老人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儿子才是赡养人、传后

人。女儿从不参与分财产，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多儿子户应由儿子们轮流养老，女儿可回家探亲，不用承担赡养义务。村里

的长老们会组织村民对不尽养老义务的村民进行批评教育，不听从者村民们会对其加以指责，用舆论方法对待他们。村寨里有

赡养义务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履行义务。“不养老人会招人看不起”（访谈对象 6）,“我们村很没有出现过子女不养老人的”（访

谈对象 3）。彝族的传统思想中就有不赡养老人者余生不安，死后不宁的说法，因此大家都很忌讳。彝族老人总体地位还是很高

的，大小事都要参考老人意见，有时甚至要遵循老人意思不能违背。 

2.2.2养老需求。在 B寨村中，老人大都倾向于与儿子同住，大儿子是老人的首选，老人们普遍不想给小儿子增加负担。“大

儿子比小儿子懂事点，会照顾人”（访谈对象 1）。B 寨村民多数还传承着自给自足的思想，衣食自顾。老人们还承担着照顾孙

子女的责任，一来减轻子女负担，二来享受天伦之乐。不过子女为生计奔波时，疏于和老人沟通联系，往往忽略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 

“管好老人吃住问题就可以了，自己娃娃要操心的事情还多很，没得时间顾及老人的想法”（访谈对象 20）。当谈及衣食问

题时，部分正在赡养老人的中年人均有有心无力的感觉。“如果收成好的话，还勉强能供全家吃住，要是收成不好，怕要靠政

府救济了”（访谈对象 14）,“农村人只顾吃穿，其他的不管”（访谈对象 13）。村民在提到未来自己如何养老时，他们都对自

己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着还是要靠娃娃，不过自己也要有点存款，老了生病要用，还要存点棺材本”（访谈对象 11）

o“辛辛苦苦几十年，病来就没钱”（访谈对象 2）,“国家政策好，老了也不愁”（访谈对象 16）。 

当问到医疗需求时，一些村民的表现比较消极，“农村人不比城市人，一般先吃草药，吃不好再看”（访谈对象 18）。也有

些参加了新农合的村民对新农合的表现提出看法，“每年都买新农合的，就是为了看病好报销，就是村卫生室太挤了，很少去

看，镇上又不方便”（访谈对象 25）。 

笔者在 B寨村走访时发现该村老年娱乐设施缺乏，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很少，简陋的村活动室也只有晚上偶尔会有来唱山歌，

跳舞，看电视。对于 B 寨村老人来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贫瘠。“电视家家基本上都有，只不过平时很少看，有些话听不

懂，又看不来字，没兴趣看”（访谈对象 17）,“也会看电视，只是没事情做的时候看”（访谈对象 26）,“村里面路修通以后，

会有外面的人来玩，特别是油菜花开的时候，还有人会拿手机拍我们，有时候还觉得好玩得很”（访谈对象 28）。 

2.2.3 养老经济来源。B 寨村民的养老来源大同小异，自从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后，B 寨村民每人每年缴 100 元养老保险

费。村民对这项制度评价普遍较好，认为该参加且乐意缴费，“开始村支书通知的时候是逼着每个人都要交的，后头大家都晓

得交了老了有靠头，都自己主动去交”（访谈对象 13）,“村支书来收钱的时候讲过，现在交的钱会在老了以后一年返一点回来，

老了不用伸手跟儿女要”（访谈对象 25）。当笔者问到村民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评价时，村民反映普遍较好，“光指望娃娃也不

可能，娃娃负担也重，政府这种政策让我们老年人有点保障”（访谈对象 30）,“现在觉得倒是可以很，就是怕换主席了又不发

给我们了”（访谈对象 33）,“还行的，现在国家政策好得很，就是钱发得还是不太多，只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访谈对象）。

当笔者问及子女有没有给过父母钱花时，“只给过几次，因为自己手头也紧很，只要老人有吃的就行”（访谈对象 6）,“村里

面每年来收钱我们都帮老人交了的（养老保险费），他们老了有钱可以领”（访谈对象 34）,“这里的老人不太爱出门，拿着钱

也花不了”（访谈对象 20）。 

在走访低保老人是发现 B 寨村低保老人生活都比较拮据，养老来源也比较单一，部分老年人还会种蔬菜去集市售卖。“平

常自己也会种点庄稼，还有政府发的钱，勉强活得下去”（访谈对象 18）。对于“五保”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为拮据、生活

状况更是不堪，整个老年阶段比较枯燥、冷清。“平时生活主要是靠着政府的，自家也没得个娃娃，生活也不太好，很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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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31）,“也羡慕人家有儿女养老的自己现在就是混日子，过得一天算一天了”（访谈对象 36）。在问到是否想通过什

么途径获得帮助减轻生活压力，B村没有人知道商业保险，也没有人得到过社会的帮助，只是偶尔会收到外地寄来的衣物、文具

等。“有时候收着别人的衣服，还有些.日常用品，其他的帮助自己没得过，也没听到其他人得过”（访谈对象 5）。 

在谈到是否有一定的储蓄以备年老时所需时，老年人均表示已无存款可供养老。“存过，但是也早就花在看病和其他事情

上了”（访谈对象 8）,“有点钱都拿给儿女了，他们以后应该会管我的”（访谈对象 24）。而中年人的表现也基本相同，“娃

娃要读书，老人又爱得病，没得钱存，还差起别人钱的”（访谈对象 20）,“希望老了娃娃养自己”（访谈对象 34）。访谈中我

们发现 B 村除了政府对特殊需要人群进行扶持和救济外，并没有接受过其他的外界资助。“没有得到过其他的帮助，就是自己

亲戚有时候会给点，别的没得过”（访谈对象 5）。 

2.2.4 养老方式。笔者无论是对居民个别访谈还是在与村民群访时提及如何养老的问题时，村民反映普遍统一。他们几乎都

认为养老应该靠子女，尤其是靠儿子，该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农村都是指望儿女的，不然还能靠谁”（访谈对象 8）,“和

大儿子住在一起，我自己也会做事情，尽量不给他们太大的负担”（访谈对象 12）,“年轻的时候干活攒得点钱，现在用的就是，

自己天天都还出去种菜卖，等干不动了就只有靠儿女了”（访谈对象 23）,“我们家有七个娃娃，有三个儿子，觉得可以给娃娃

养自己”（访谈对象 19）,“村里面都是儿子养老人，大家都是这样的，姑娘自己过得好就行了，用不着她们养“（访谈对象

27）。 

在养老问题上除了五保户基本靠国家，其余老人都希望老了靠子女。离 B 村不远的县城有一个敬老院，但村里有子女的老

人几乎没人愿意入住进去。“不想去，想在村里面，平常也可以走家串户的，养老院里面太冷清了”（访谈对象 10）。在访谈中，

笔者发现低保户和五保户更愿意入住养老院，“在家也没人管，去养老院还有人照顾，不如去养老院”（访谈对象 21）。 

互助养老是农村最经济实惠又切实可行的养老方式，但是 B 村目前没有类似的老人会组织，老人对互助组织也并没有太多

期望。“我家是不太赞成什么老人会的,每年交 100块钱都已经不想交了，不相信老人会以后能给我养老”（访谈对象 34）,“反

正我们村没得老人会，有也不想参加，养老还是要靠儿女“（访谈对象 32）。在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看法上，村民都认为

这个制度能起到相应作用，但是对制度仍存在不信任，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还有疑虑。“觉得要是真的能像说的那样倒是很好，

能给老人点保障“（访谈对象 25）,“希望政府一直有这个政策，但是不会指望拿这个钱就可以养老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子女”

（访谈对象 22）,“这个政策好是肯定好，以前根本没得这种政策”（访谈对象 27）,“我经常说要感谢政府养我们这些孤寡老

人，没得政府，我们根本活不下去”（访谈对象 7）。当笔者问到五保户、低保户国家给他们发的补助时，他们表现比较满足，

“国家发的够了，平常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访谈对象 9）,“身体好的时候觉得够，生病了就不够了”（访谈对象 10）。 

3.B 寨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向题 

通过在 B 寨村的调研，笔者发现彝族老年人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彝族农民的老年生活单调，未来养老不容乐观，诸多问题

迫切需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3.1养老观念传统落后 

B寨村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养儿防老的观念，老人们均认为儿子才是传后人，女儿是外家人，儿子才是家庭的主心骨，老人们

更是把所有的养老夙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只愿依靠儿子养老，这也加大了儿子的压力。彝族老人还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观

念，他们在养老上，首先强调自我责任，其次就是要求子女报答。他们平时提倡自己养活自己的思想,尽量不给儿子带去负担，

只有在能力不足的时候，才会完全依靠儿子养老。从彝族老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不管是自给养老还是儿子养老，

他们都是围绕家庭养老进行的，彝族老人家庭养老观念浓厚直接导致了 B 寨村主要是非正式养老在发挥作用，而正式养老的效

果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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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经济能力总体较差 

B寨村老人的经济能力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B寨村是个贫困村，多数人靠领低保度日，从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该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307元，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该村农民收入水平仍处于下线水平。老人由于多已丧失劳动能力，其收入更

低。其次,B 寨村老人的自我供给不足，从文中可以看出，B 寨村老人虽然具有较强的独立能力，其劳动参与率也居高，但是他

们的劳动所得偏低。另一方面，B寨村民缺乏对自身养老资源的储备和预见性。从我们的调查显示，中青年人群通常只着眼于当

下，而对未来缺乏规划，致其从不为未来养老做任何储备。B 寨内没有工业，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另外,彝族老人一

般具有较强的自理观念，不仅会尽力自理，还会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助子女，这使得他们年轻所得消耗殆尽，多种因素作用最

终导致彝族农村老人自我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最后，家庭供给能力有限。主要表现在 B村的家庭增收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其家

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功能难以发挥。现如今，农业本身已是弱质产业，’收益值一直走低,而 B寨村耕地面积本就不大，这就决定

了粮食产量不会高，村民们通常只能自产自食，这就使得 B 寨村靠粮食增收致富成为幻想。国家大力弘扬的退耕还林政策也对

该村的经济造成了不小影响，这项政策明令禁止村民不能将伐木作为经济来源，这样下来，B寨村的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只有依靠

实物养老，功能十分受限。 

3.3社区、集体供给不足，社会化养老缺位 

这里所说的社区养老主要是指养老院，农村的养老院同样是为老年人提供各方面服务的机构。而在农村，入住养老院的要

求就是老人要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这些老人在已经无法自理生活时，方可申请入住养老院，且养老院最终接

受申请的比例较低，这就使得养老院养老的覆盖面极窄。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在对 B 寨村的调查研究

中，我们发现很多村民希望政府、社会更多提供服务。目前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注重对城市的各种福利投入，

往往忽略了农村的福利需求。在市场供给方面，B寨村几乎是没有的，商业保险处于空白，B寨村民不了解商业养老保险，更没

购买任何商业养老保险。 

4.讨论 

针对上文发现的少数民族农民养老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农民的养老问题要从少数民族农民自身出发，并

结合当地养老环境综合改善。 

(1)转变养老观念。由于 B村本身处于较为闭锁的状态，且在这个少数民族村中，尊传统的观念比较浓厚，导致了该村的养

老观念也比较单一和落后。要更好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光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养老应更加注重正式养

老与非正式养老的有机结合。对于现阶段的 B村来说，应该积极接受多元化的养老观念，丰富养老方式，改变单一的养老方式。 

(2)提高自我养老能力。从文中对中年人的访谈中可以发现，B 寨中年人负担较重，没有多余存款以备养老。而老年人的情

况更不乐观，即使在年轻时有存款的老年人，到年老后，均已将存款花费在子女家庭或已做他用，根本没有储蓄养老。老年是

每个人生命周期必经阶段，个人及其家庭应有所准备，提高自我养老能力是目前最现实的途径。 

(3)巩固家庭养老作用。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养老的主要方式，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家族和家庭的作用尤为明显。家庭养

老很大程度上就是养儿防老、子女养老。农村老人将一生投入到子女身上，就是希望老了以后能将养老重任寄托在子女身上。

在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养老形式依然保存完好。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少数民族地区留守老人在家庭养老

中所获得的主要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已然很少。 

(4)发扬村寨邻里互助养老精神。.虽然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村寨集体养老的效用也不

容忽视。少数民族按族系自古以来世代居住在一起形成村寨，村寨集体的作用非常强大，建立互助组等集体组织，增强社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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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有效促进家庭养老、监督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在村寨这样的强熟人社会,还应充分发挥邻里互助精神,使空巢，留守

老人得到帮助和关照。 

(5)拓宽社会养老的支持途径。在 B寨村走访时几乎没有人觉得除了家庭还有别的人和其它地方可以养老，在这样一个有 500

户 2000 人的大村寨，社会化养老服务几乎不存在,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封闭和传统，还说明社会养老的潜力巨大。社会资本是

解决养老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地政府结合 B 寨村实际有目的地鼓励并引进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积极支持各种资源进少

数民族村寨，大力发挥公益力量，丰富农村养老资源，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逐渐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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