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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rural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Taizhou area,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it has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suffic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oo single forms 
of elderly care. Rely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can increase the supply of rural elderly 
service talents, improve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build a rural community mutual assistance mode, enrich the 
forms of elderly ca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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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台州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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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通过对台州地区农村养老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其存在养老服
务体系专业人才不足、老年人精神需求满足度不够、养老形式过于单一的困境。依托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笔者建议可通过加
大农村养老服务人才供给、提升老年群体精神文化建设、构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丰富养老形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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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持续面对的重要

问题。据西南交通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发布的

《健康老龄化蓝皮书：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

（2019~2020）》显示，相较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发

达国家，中国当前老龄化体现出规模大、速度快的特征。根

据该报告的测算，到 2025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到

2033 年则会超过 4 亿，2053 年将达到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

老年人口达到 4.87 亿，将占到届时全球老年人口总数的四分

之一。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和养老制度的不完善使中国的养老

问题日益严峻。其中，农村地区相比城镇，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青壮年外出打工，

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农民收入较低、医

疗条件较差。以中国台州市椒江区为例，老年人口 8.88 万，

占总人口的 16.88%，其中城市老年人口 2.3 万人，占老年人

口的 26%，农村老年人口 6.5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74%，农

村养老压力远高于城镇。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

收入远低于城镇老年人的情形下，未富先老在农村地区显得

尤为严峻。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基础

从规划层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中将构建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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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服务完善和发展不仅关系到村民老年生活保障，更

是检验乡村振兴战略是否落地执行。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规

划则明确提出“要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形势，加快建立

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农村疾病养老服务网络，建

立健全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开发农村康养产业项

目”。从农民增收来看，村振兴战略将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到 2020 年，农民增收渠道进一

步拓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到 2035 年，乡村

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全面实现。[6] 无论从规划层面还是增收层面，完善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实施至关重要。

3 台州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现代养老涉及疾病治疗与预防、营养与养生、护理与康

复、心理健康与咨询等多个学科，[6] 但受制于工资水平低下，

许多人不愿选择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行业，现有专业人士亦不

愿进入居家养老服务行业，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人才难以支撑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当前主要是社区的下岗、失业和就业困

难人群在从事此类服务 [3]，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系统化训练，

能帮助老年人完成基本生活起居，即基本家政服务和简单护

理，但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关注、突发事件解决、老年人专业

护理问题则显得力不从心。

3.2 老年人精神需求满足度不够

目前，农村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且大部分会选择扎根

在务工的城市也不愿回到农村。这就造成农村“空巢老年人”

增多。在养老方面，虽然子女在经济上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但在精神陪伴方面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对老年人的日常关

怀时间少，地理空间远。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

为方便外出务工，将其儿女留在农村交由老年人看养，加重

了老年人的负担，使其在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上都无法得到

满足。

3.3 养老形式过于单一化

目前，农村地区主要流行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即

子女对父母承担在家中的养老责任和义务。相比城市现有

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多样化养老方式，农

村的养老方式显得过于单一。其主要原因是受农村文化的

影响。一方面，农村的老年人习惯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体验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他们不愿离开家庭进入养老机

构。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宁愿承担沉重的养老负担，也

不愿将老年父母送往养老机构，因为会被贴上不孝的标签。

除此之外，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村的老年人思想也比较保守，

除了基本的城乡医疗保险外不太能接受其他补充性的商业

养老保险、养老形式的单一加之养老保险的单一导致农村

养老保障的薄弱。

4 中国台州农村养老保障的建议
4.1 培养农村养老服务人才

针对中国台州农村养老服务人才匮乏的现状，一方面可

以通过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才体系机制扩大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强化现有人员职业技能提升。

第一，可通过院校合作引入农村养老服务人才、扩大养

老服务志愿者队伍增大养老服务人才供给。通过与职业院校

对口专业合作，建立农村养老服务实习实训基地，为养老服

务专业技能点培训、拓展、教学、实践提供设施保障，鼓励

更多职业院校增设养老服务专业，为养老服务提供专业人才

支撑。可通过积分制吸引更多社区志愿者参与养老服务，支

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互助服务 [6]，推进养老服务

人员建设。同时以政府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进养老

服务人才薪酬体系，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晋升机制、

工资机制，引导养老专业人员职业发展。

第二，通过培训的形式强化现有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

推进以职业院校、社会相关培训机构为主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培训班、专家实践指导、养老服务咨询顾问的形式提升

现有从业人员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提升人员服务质量。

4.2 提升老年群体精神文化建设

农村老年群体养老不应停留于低层次“吃饱饭”“穿暖

衣”的需求上，在这些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应

重视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6]。尤其在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外流、“空巢老年人”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美丽乡风”

活动引导子女纠正传统养老观念，通过完善农村老年活动基

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村老年群体晚年生活。

第一，以“美丽乡风”活动为契机，以“孝心子女”评

选活动弘扬孝道，“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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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众号宣传、横幅、广播等形式倡导百善孝为先的观念，

营造鼓励孝道传承氛围，通过宣传引导子女对父母赡养从关

注吃饭穿衣基本生活层次需求向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转变，

如经常沟通交流、定期陪老年参加各类活动，增加亲情凝聚。

第二，加大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建设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6]，通过棋牌室、阅览室、露天

投屏电影的修建，引导农村老年人参与集体文化娱乐活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为积极的心态面对老年生活。

除了基本生存需求，教育养老则是农村养老更高层次的

提升 [1]。借助社区开展农村老年人教育服务，引入农村和城

市其他教育资源进入农村老年人教育服务市场，更为丰富和

多样化地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7]，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4.3 构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丰富养老形式

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和“空巢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依

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目前农村养老的形势。

而由于农村老年人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偏向于居家养老，城

镇中流行的机构养老模式一时很难得以在农村地区推广开来。

相较而言，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相对就有优势。主要原因

在于农村里邻里乡亲间都比较熟悉，经常走动，老年个体之

间愿意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这种“熟人社区”形式其实已

经在农村存在许久，但一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来使其规

范化。

做好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生活需求调查，并相应建立农

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档案，建立村级主办构建农村老年社区，

白天老年人在社区活动，由专业的人员看护，定期组织志愿

者来访看望老年人，在精神上给予老年人子女无法陪伴的慰

藉。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做定期检查。

5 结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社会老龄化、

“空巢老人”的背景下，论文以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为依据，

梳理台州农村当下存在农村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老年人

精神需求满足度不够和养老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通过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才体系机制扩大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培训提升现有人员职业技能来增大人才

供给。

（2）通过宣传引导转变传统赡养理念、加大农村文化

娱乐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老年群体精神文化建设。

（3）通过构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丰富养老形式。

最终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靠，在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

丰富农村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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