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4), 1710-1715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4246    

文章引用: 刘文清.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4): 1710-1715.  
DOI: 10.12677/ar.2024.114246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刘文清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7月16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30日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其中以农村老龄化程度最为突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留守老人在农村的数量不断上升，他们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农

村老龄化的首要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带来了新的方向，文章分析

了当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农村医养服务水平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

弱、农村养老经济保障不足等问题。文章提出了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发展多样化农村养老模式、加强农

村养老服务供给三条实践路径，以期解决农村留存老人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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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has been deepening, among which the degree of aging 
in rural areas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e rural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 force chooses to 
work in cities, and the number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rising, and 
their pension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ddressing the care needs of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issue in tackling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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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side.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rought a new dire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for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derly care for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ow levels of medical care 
service, the weak function of rural family elderly care, and insufficient economic security for rural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actical ways to improve rural medical security, de-
velop diversified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and strengthen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up-
pl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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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

不容乐观，老年人对经济、医疗、照护、精神等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1]。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

变化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流失，不仅制

约农村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导致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增多，养老问题愈加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改

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从多方面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带来了

积极影响。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持下，增强农村养老的内生力量，盘活农村养老资源，促进农村养

老模式创新，发展与完善农村养老体系[2]，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2. 乡村振兴与农村养老的耦合 

2.1. 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养老发展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是补齐我国民生领域发展短板，解决农村发展不

平衡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立足社会发展全局，衡量农村全面发展成

效的重要标尺[2]。 
乡村振兴为农村养老发展提供新机遇。乡村振兴推动农村产业转型，过去农村的主要产业以农业生

产为主，农村绝大多数居民都从事着与其相关的工作，如耕种、农产品售卖等，工作限制较多，村民能

够从事的职业种类较少，造成农村劳动力多数流向城市的情况，农村 “空心化”愈发严重。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以来，各地政府多措并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产业转型，通过建设农产品加

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方式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健全了农产品销售体系，促进农

民增收，为农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才回流。农村产业的升级为农村养老经济保障提供支持，

同时农村人才的回流也为农村养老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社会稳定发展。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道路、水利、电力等方

面提升显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上升，生活环境的向好增进了村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对农村社

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乡风文明的有效建设

也为农村养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孝文化作为乡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风建设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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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传达的子孝孙贤、共享天伦的伦理观念在农村养老发展中尤为重要。 

2.2. 农村养老发展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包括物质生活保障、精神文化满足、安全设施保障、

心理健康服务等方面。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促进产业兴旺、完

善基础设施、弘扬家庭文化、构建文明乡风[3]。因此，农村养老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

农村养老发展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较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提升，催生了农村

养老产业的新型业态。农村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推动完善了农村医疗体系、加强了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有效解决多项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同时吸引了更多农村人才返乡创业、发展产业，为农村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和发展，多角度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现状 

农村养老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

结构发生变化，留守老人数量增加，多数农村家庭中仅有老人在家，留守老人成为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

动力。而对留守老人本身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较为单调，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娱乐性活动较少，

经济收入较低，且孤独感较强，多角度反映了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情况不佳的现实状况。 

3.1. 经济负担重 

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养老金及补贴，二是子女赡养，三是劳

动所得。在养老金及补贴方面，国家所能提供的养老保障金增长速度缓慢，提供的资金有限[4]；在子女

赡养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需要面对城市的高物价，并且肩负赡养老人、教养子女等多项责任，承

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这导致多数农村务工者仅能为家中的留守老人提供微薄的经济支持；在劳动方面，

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维持经济收入的情况较多，但农事收入较为微薄，无法负担老人的全部开

销，且繁重的体力劳动给老人的健康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总体而言，留守老人的经济水平偏低，且负担

较重，要担负日常生活开销、医疗支出等，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 

3.2. 心理压力大 

其一，家庭结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进城定居，导致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留守老人成为家庭的主要成员。这种变化使得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子女的陪

伴和照顾，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其二，疾病困扰。老年人这一群体处于疾病高发阶段，对于留

守老人而言，由于日常生活中缺乏子女的及时照顾和陪伴，在患病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陪

护，这不仅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其三，心理依赖强。农村留守老人随着年

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对子女的物质、心理依赖不断提升，使其社会角色与经济地位发生变

化[5]。处在复杂心理状况中的留守老人心理较为敏感，且自我认同感低，认为自己不再被家庭、社会需

要，容易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对家庭成员产生强烈的依赖，子女与家庭成员都需要密切关注留守老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减轻其心理负担。 

4.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存在问题 

4.1. 农村医养服务水平低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较城市而言较为匮乏，表现在医疗设施和设备落后、医养专业人才缺乏、医养

结合不到位等方面，这导致农村目前的医养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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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施设备落后、陈旧，导致农村医疗机构难以为农村患病老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仅能为

老人解决基础性疾病，而对于更复杂的疾病，就需要老人前往上级医院进行检查，耗时耗力，降低了农

村留守老人对村内医疗点或医疗机构的信任度。 
医养专业人才的缺乏，大部分农村地区不仅医疗人员数量少，不能满足当前农村老人对医疗服务的

需求，而且医养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少，专业素养偏低[6]。针对老年人开展的医养服务需要从业人员具备

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水准，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受到资金、场地的限制，农村医

疗机构的人员培训较少且不到位，导致从业人员对老年人护理方法一知半解，无法为患病老人提供有效

服务。 
医养结合不到位。我国现有医疗康复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十分紧张，医养资源之间又相互分割，无

法实现最优化配置，难以有效满足老龄人口对医、养、康、护一体化服务的需求[7]。对农村地区而言，

医疗资源更为短缺，由于农村人口中留守老人占比高，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数量较高，对农村医养服务

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留守老人不仅在医疗上有所需要，在医养方面也有需要，由于家中无人照料，

需要专业的养老护理服务。留守老人普遍生活水平较低，收入较少，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养护费

用。 

4.2.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 

家庭养老模式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养老模式，既老人的主要养老场所为家庭，由子女或其他家庭

成员肩负生活照顾、经济供养责任的一种养老方式，在农村地区较为常见。家庭养老模式优势十分显著，

能够较全面地实现养老功能，子女的照顾和陪伴给老人带来充足的精神关怀和心理支撑，且老人自身的

经济负担不重，这种养老方式有利于农村老人的身心健康。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加速增长，农村老年人口需要家庭养老的情况越来越多，家庭负担越来越重，

一个家庭负担的老人数量增多，给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无法全面照顾到老人的每个方面。并且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外流失，家庭养老方式的主要承担者人数减少，这种养老方式已经不能够保证农

村老人得到养老保障，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减弱，亟须新型的养老方式缓解农村家庭的养老需求，确保农

村留守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4.3. 农村养老经济保障不足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农村养老压力不断增大。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庞大，相应所需的养老费用也在

快速增加。目前，农村的养老经济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但农村养老保险金水平较低，不足以覆盖农村

老人的养老需求。对农村来说，养老服务的提供与保障，需要完善现有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

设施，这些设施的引进与完善都需要农村财政给予高水平的经济支持，以确保开展养老服务。 
农村养老服务的改善需要资金的投入与支持，当前政府投入农村的资金用途主要为农村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少养老专项资金的支持，无法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 

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解决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农村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不断迸发。外部环境的改善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注入活力，也为养老路径提

供新选择。 

5.1. 健全农村医疗保障 

农村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居民患病治疗的重要保障。当前，在乡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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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推动下，农村医疗保障相较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政府应当加强政策引导与帮扶。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

引导更多留守老人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医疗保障。并不断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改造，持续引进新型医疗设备，提高农村医疗的服务水平。 
其次，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基层医疗工作人员的培训与教育，组织针对留守老人群

体的专业技能培训。为留守老人设立专门的医疗服务窗口和专诊台，配备导诊员陪同治疗。持续引进农

村卫生健康专业人才，根据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实际需求，明确需要引进的医疗专业人才类型，如全科

医生、专科医生、护理人员等，健全农村卫生健康工作队伍，以改善农村卫生服务和治理水平。 

5.2. 发展多样化农村养老模式 

当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而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由于当前农村养老的基本状况是农村老龄人口比重大，养老压力大，主要依靠家庭的养

老模式变得越来越困难[2]。常见的养老机构模式存在较多不足，养老服务质量不高，服务能力较差，缺

乏专业的养老服务知识与技能，老人无法得到精细照顾。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具有农村本土特色的一种养老方式，虽然在目前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但其发挥的作用和体现的时代价值是其他养老模式所不能替代的，更是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人

才短缺的问题[8]。农村互助养老，是政府指导，村委主办的养老模式，由村委为互助养老提供公共服务

场所并制定运营管理细则，并负责公共设施的维护。老人自愿参与互助服务，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来实现互助养老。农村互助养老能够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提供更加专业、细致的照料；另一方面，与

养老机构相比，农村互助养老覆盖范围更大、人群更广，有效解决了农村养老资源短缺的问题，为更多

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模式为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多可能性，政府应当鼓励发展新型养老模式，

倡导社会化养老。对于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村地区而言，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养老模式[9]，为农村留守老人

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确保其老有所养。 

5.3. 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整合村集体、农村卫生机构、养老院等各方资源，加强农村留守老人服务供给保障。盘活农村闲置

资源，鼓励村集体建设专门用于留守老人养老服务的场地，如养老院、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与农

村卫生机构达成合作，为参与养老服务的留守老人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健康咨询、疾病预防等服务；设

立监管机制，由村集体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管理，确保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及时解决服务中出现的

问题；定期组织留守老人文娱活动，缓解留守老人孤独感及焦虑感，以提升养老生活幸福感。 

6. 结语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带

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带了新挑战。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确保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生活保障和

身心健康是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提出了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发展

多样化农村养老模式、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三项举措，认为应当从政府、村集体、村民等多个层面入

手，探寻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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