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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 化 、现代 化 、城市化步伐的逐渐加 快 ，越来越多的年轻子女选择外

出务工， 使 得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城市。 随 着我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工业化

、城市 化 引起的人口迁移 ，计划 生 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寿命 的 延长，使得 农 村留守老人

数量 与日俱增。因 此农村 留 守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有效 解 决老年人养

老保障问题，帮助留守 老人 安 度晚 年 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

问 卷调查

、个案访 谈等方法 ， 对内蒙古赤峰市 白 石 台 沟村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问 题进行了

实地调研。 并结合留守老人的生 活 现况， 对于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赤峰

市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存 在问题主要有经济供给不足， 生活照料缺乏，医疗保健 欠 缺，精

神慰藉满意 度 低，养老保障 覆 盖面窄等。产生这 些 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大 规 模青壮年人口

流动，小型化的家庭结构，日渐缺 失的传 统 孝文化，作用有限 的 养老保障制度，发展滞

后的 养 老服务业，尚不健全的法 律 支撑体系以及较为落后 的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结

合 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留守老人 养 老保障的 现实状况，查找出养老保障问题存在的

原因，并提出应对策 略 ：强化政府主导功能；保持家庭 基 础作用；挖掘老 人 自身优势。

关键词 ： 农村留守老人 ；；养老 保障；； 改善对策；；赤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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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〇 ？１ 论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０ ． １ ． １ 论文研究的背景

＂

留 守老人
＂

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 问题 。 ２ ０ １ １ 年 ８ 月 １ ７ 日 圍 务院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 《 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 确定 ： 要进
一

步完善老

年社会保障制度 、 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气 我国 已经巧始进入到老龄型社会 ， 根

据 民政部发布的 《 ２ ０ １ ２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 ， 目 前中 国 已有 １ ． ９４ 化

人在 ６０ 岁 Ｗ上 ， 占全国人 口 比例 的 １ ４ ．３％ ， 其中 化 岁 及 Ｗ上人 口１ ． ２ ７ 亿人 ， 占

总人 口 的 ９ ． ４％
？
。 伴随人 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 ， 农村 留 巧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 Ｒ 益 凸

显 。 所 ，
＂

农村 留 守老人
＂

问题是现在及 Ｗ后长时 间 内社会需要解决的复杂和疑

难 问题 。

内 蒙古幅员 ３１ 阔 ， 资源丰富 ， 地广人稀 ， 大多数人 口 化活在远离城市的乡镇或

农村 ， ２ ０ ０ ５ 年 内 蒙古 自 治区 １ ％人 曰 抽样调查显示 ， 居住在乡村的人 曰 占总人 口 的

５ ２ ．８％
，
全区 ６５ 岁及 Ｗ上的人 口 为 １ ６０ ．４ 乂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６ ．７ ２％ ， 与第五次全国人 曰

普查相 比 ， 上升 了１ ． ３ ７ 个百分点 ， 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 到 ２ ０ １ ０ 年 内 蒙古 ６ ５

岁及 Ｗ上人 口 己经达到 １ ８ ６ ．８ １ 方人 ， 占总人 日 的 比重为 ７ ．５ ６％ ， 考虑到期 间城市化

和大批农 民迁入城親 其 中农村地区人 口所 占 比重会更高 ， 如果算上 ６ ０
－

６４ 岁 的人 口

则这
一

比率会更大 赤峰市是 内 蒙古 自 治 区下辖地级市 ， 内 蒙古东部 中也城市 ，

全市总面积 ９ 方平方公里 ， 辖Ｈ区 、 屯旗 、 二县 ， 是
一

个 Ｗ蒙古族 、 汉族为主的 多

民族城市 ， 是 内 蒙古第
一

人 口 大市 。 赤峰市第六次人 口 普查统计数据显示 ， 目 前赤

峰市老年人 口 为 ３ ２ ．４ ０ 方人 ， 占 ７ ．４ ７％ ， 同第五次人 口普查相 比 ， ６ ５ 岁 Ｗ上人 口增

加 了９ ．３ ４乂人 ， 比重提高 了２ ．２ ７ 个百分点
１
１

。

随着改革巧放和现代化进程加快 ， 赤峰市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 大量外流 ， 赤峰

市农村留 守老人越来越多 。 但 由 于 留 守老人面临经济供给不足 ， 生活照料缺乏 ， 医

疗保健欠缺 ， 精神慰藉满意度低 ， 养老保障覆面窄等 问题 ，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需求

并没有得到满足 ， 因此本文对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存在 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 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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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农村 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相关对策 ， 对于帮助 留守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 老

有所依 ， 安度晚年生活具有现实意义 。

０ ． １ ． ２ 论文研究的意义

本文 旨在通过对养老保障问题进行分析 ， 查找出养老保障 问题存在的原因 ， 并

提出相关对策 。 由于大规模青壮年人 口流动 ， 小型化的家庭结构 ， 日渐缺失的传统

孝文化 ， 作用有限的养老保障制度 ， 发展滞后的养老服务业 ， 尚不健全的法律支撑

体系 Ｗ及较为落后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养老保障面临 困境 ， 留守老年人在经济

供养 ， 生活照料 ， 医疗保健 、 精神慰藉和养老保障覆盖面等方面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通过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现状的调研 ， 分析存在问题 ， 并查找出

原 因 ， 有效应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 丰富 留守老人养老

保障的学术著作 ， 达到让更多的 留 守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 使得留 守老人老有所养 ，

老有所依 ， 晚年生活幸福 。 从社会角度来看 ， 本论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 降低留守

老人犯罪几率 、 保障留 守老人晚年健康生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

化 ２ 国 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化 ２ ． １ 国 内相关研究综述

０ ．２ ． １ ． １ 经济保障

留守老人随着年龄的逐渐増长 ， 经济来源渠道变窄 ， 所获得的经济保障逐渐减

弱 。 因此 ， 如何保障他们的经济需求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 尤其对那些无稳定持续收

入的老人來讲 。 现有的文献资料证明 ： 年轻子女外出务工收入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保

障具有积极影响 。

李强 （２０ （Ｕ ） 指 出年轻外 出 务工子女持续性的汇款是农村 留 守老人巧为稳定的

经济来源 ， 可基本满足农村留 守老人 円 常开支 ， 并且随着年轻务工子女工作年限的

增加和经验的不断丰富 ， 带来更高的家庭收入 ， 对留 守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也会越

明显 ；

杜鹏 ， 了志宏等 （２００４ ） 对安徽 、 河南 、 河北Ｈ省 １ ０４９ 名 留守老人进行实地调

研访 问 。 分析结果认为 ： 年轻子女外 出务工后能为 留守老人提供更多 的经济支持 ，

并且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能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多 。 因此 ， 在综合衡量家庭利

益 ， 子女发展和养老问题等因素后 ， 许多老人还是赞同放弃天伦之乐而支持子女外

２



出 务工换得更多经济保障 。

当然 ， 也有例外 ， 王全胜 （ ２ ０ ０ ７ ） 指 出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 ， 子女在外务工的化

力越来越大 ， 加之传统农村孝文化的逐步淡薄 ， 子女在老人的养老 问题上相互推矮 ，

使老人无法获得持续安全的经济保障 ；

苏锦英 、 王子伟 （ ２ ０ ０ ９ ）２ ０ ０ ８ 年对江西省 留守老人较集中 的村庄进行实地调研 ，

调研结果说明 ， 留 守老人和非 留 守老人都面临 同样的养老难题——没有安全的经济

來源 ， 单纯的依靠子女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经济保障 。

０ ． ２ ．１ ． ２ 生巧保障

除 了经济 问题 ， 留 守老人的化活安全是其面临的又
一

难题 ， 对生活无法 自 理的

老人更加明显 ， 他们的安全要时刻依赖子女照料 。

焦克源 ， 张彦雄 （ ２ ０ １ １ ） 指 出 由 于子女外 出 务工 ， 离家较远 ， 无法身体力行的照

料年迈的父母 ， 而现有 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 ， 仅有
一

些有经济实力 的家庭可 Ｗ

通过养老院等机构保障老人的 円 常生活 ， 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 雇化第二方来照料

老人是
一

个 巨大的经济压力 。

谢慧娟 ， 李桂平 （ ２ ００６ ） 认为受±地保障功能弱化 、 人 曰 老龄化 、 家庭小型化 、

人 口流动加快 、 市场经济冲击 、 孝文化观念淡化等因素的影响 ， 使家庭养老观念及

功能逐步弱化 ， 年轻人对老
一

代的照顾程度逐渐减弱 。

杜鹏 ， 了志宏等 （ ２ ００４ ） 研究发现在子女外 出 务工后 ， 给留 守老人带来
一

系列 问

题 ； 从事繁重农业劳动 、 家务负担 ， 承担孙辈生活及教育责任 ， 情感上的无助等 ，

更加重 了 留守老人的化活负担 。

０ ． ２ ．１ ． ３ 精神保障

卓琪 （ ２００６ ） 指 出 留守老人在时空距离上与外 出 务工子女拉大 ， 聚少离多 ， 无法

满足其对亲情的诉求 ， Ｒ 常 Ｗ看 电视 、 打牌 、 闲聊为主 ， 无法排解屯 、 中对亲情的强

烈渴望 。

杜鹏 ， Ｔ志宏等 （ ２ ００４ ） 研究发现随着通信的发展 ， 通过 电话 、 网络交流可 Ｗ在

一

定程度上缓解彼此的思念 ， 增进情感的交流

叶敬忠 ， 贺聪志 （ ２ ００８ ） 研究发现 ， 留 守老人与子女的 电话情感沟通效果并不明

显 ， ４ ６ ．９％的 留守老人与外 出 务工子女 电话沟通时间 间隔长达半月 之久 ， ５４ ．７％的 留

守老人与务工子女电话沟通时长不超过 ３ 分钟 ， 而且多 Ｗ 留守儿童的化活学习 内容

为主 ， 对留守老人的关必不足 ９％ ， 还有 １ ０％的留 巧老人与外 出 务王子女中断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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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无法获得情感慰藉 ， 甚至还为他们提必 吊胆 。

孙娟 （ ２０ ０６ ） 等还发现 ， 外 出 务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新思想 、 新观念后 ， 在世界观

和生活方式上与老人间加大摩擦 ， 形成代际沟通障碍 ， 使两者之间沟通不畅 ， 进
一

步减少 了子女与 留 守老人的情感交流 ， 加重了 留守老人的也理负担和对子女的情感

依赖 。

０ ． ２ ．１ ． ４ 医疗保障

因病返贫是我国农村的常态 ， 留守老人因身体和也理长期缺乏子女的照料 ， 增

加患病概率 ， 并不及时就医 ， 所 Ｗ对医疗服务需求强烈 。

姜丽美 （ ２０ １ ０ ） 通过对安徽某地区 留 守老人的走访调查发现 ， 留守老人的身体状

况普遍存在或大或小的 问题 ， ７ ７％的被调查者健康状况都有待提升 ， 研究发现留 守

老人患病的主要原因有 ： 繁重的生活负担 Ｗ及无法排解的也理压力 。

郭永芳 ， 马强 （２０ １ ０ ） 在对阜阳市 留 守老人生存现状调查后发现 ， 留守老人的医

疗需求有待进
一

步提高 ， 超过 日０％的 留 守老人在患病后 由于经济负担或无人照料等

原因而无法及时就医 。 众所周知 ， 新农保的筹资水平很低 ， 许多 口诊费用无法报销 ，

住院费用也按比例报销 ， 而报销 比例随医院级别的升高而増大 ， 而落后的乡镇卫生

所根本无法满足留守老人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

陈铁浄 （ ２００９ ） 对湖南 ２ ５８ 名 留守老人进行了调查 ， ４ １％的留守老人认为村级卫

生所只能满足他们基本的医疗保障 ， ３ ０％的人认为无法满足他们迫切的医疗保障 。

０ ． ２ ． ２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

０ ．２ ．２ ． １ 经济供养方面

由于地区 间社会经济教育的差异化 ， 在子女外出打工是否会提高留 守老人的经

济收入送个问题上 ， 有Ｗ下两种观点 ：
一

是子女外出务工会显著増加 留 守老人的经

济来源 ， 二是子女外 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收入无太多 明显影响
？
。

祖尼加 （ Ｚｕｎ ｉ ｇａ） 和赫尔南德兹 （Ｈｅｒｎａｎｄ ｅ ｚ ）（ ２００６ ） 对墨西哥子女外 出 务工对

留守老人的影响研究 ， 发现墨西哥的老人大多 同意子女外出务工 ， 主要原因在于可

得到更多 的经济支持 ， 除 了满足基本农业生产的需求外 ， 还会为老人的医疗需求提

供
一

定的保障 。 然而在阿尔 己尼亚南部 山 区 ， 由于子女对赡养父母责任的淡化 ， 很

多 留守老人被子女抛弃 ， 经济和情感上面临双重危机 ，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

化 ２ ．２ ．２ 生活照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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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外 出 必然会减少对老人的生活照料 ， 尤其 是化发展 中 聞 《 ， 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还不健全 ， 农村与城市的时空距离 ， 也会影响 留 巧老人的生巧和健康状况 。 另

夕ｈ 老年人的性别差异导致对生活照料的需求也会有所不 同 ， 如老年群体 中独居 、

残疾 、 丧偶的大多数是女性 。 当然 ， 少数研究者认为 老年人的 化活照料不受子女外

出 务工的影响 。

约翰贾尔斯 （Ｊｏｈ ｎＧ ｉ ｌ ｅ ｓ ） 等人 （ ２００ ７ ） 通过研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好坏对子女

外 出意 向 的影响发现 ， 如果老人的健康状况很差 ， 子女外 出 务工的意 向就越低 ， 从

而可降低老人的生活照料风险 。

０ ．２ ．２ ．３ 精神慰藉方面

戈尔斯 化 ｏ ｌ ｃ ｌ ｓ ｔ ｅ ｉ ｎ ） 和 比尔 巧 ｅａ ｌ ｌ ）（ ２ ０ １ ０ ） 对尼泊尔
一

个偏僻村庄的调杳 ， 发

现在城市更多更好就业机会的 引 导下 ， 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到城市就业 ， 从而影响 了

老年人正常的家庭生活 习惯 ，
＂

乡城迁移成为
一

把斩断外迁儿女对父母进行情感慰

藉的利刃
＂

虽然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得到
一

定程度的满足 ， 但他们缺乏与子女的沟通

交流 ， 内 屯、压抑痛苦 。

克里基特和欧特 （ ２ ０ １ ２ ） 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 了赞 比亚乡城迁移对农村老年人

供养造成的后果 ， 发现案例老人主要和 同辈 、 孙辈
一

起生活 ， 相 当
一

部分独居 ， 只

有 ５ ５％左右的老人有子女留在身边
？
。

综上所述 ， 国 内 外研究学者对 留 守老人的研究 ， 多从子女外 出 务工和人 曰 流动

两方面入手 ， 研究其对农村 留 守老人晚年生活所带來的影响 。 学者们 的观点各不相

同 ， 有些学者认为 ， 子女外 出 务工对农村 留守老人生活产生积极作用 ， 有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 。 但是 ， 学者普遍认为子女外出务工是造成大量农村 留巧老人产生的主

要原 因 。 当前国 内 外学者关注点大多放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农村劳动力大量迁

移给老人养老所造成的影响 ， 但对于农村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

的文献相对较少 ， 这也说明对 留 巧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本

选题希望通过对赤峰市锦 山镇 白石 台沟村实地调查研究 ， Ｗ此来 了解老人的具体养

老保障状况 ， 尝试提 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保障 问题的办法 ， 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

０ ． ３ 研究方法

第
一

， 社会调查法 ： 深入实地 ， 调查研究留 守老人养老实际情况 。

第二 ， 文献综合法 ： 通过广泛深入研究有关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方面的书籍和文

①

叶敬
忠 ，贺聪 志 ．静 寞 夕
阳

－ 中国农 村 留守老 人［ Ｍ ］ ．北 京 ：社会科学文 献 出 版社， ２ ００８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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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 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提供详实的理论依据 。

第 ＝ ， 问卷调查法 ； 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信息为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需求提

供有力证据 ；

第 四 ， 多学科交叉应用 ， 将统计学 、 社会保障和人 口学方法结合对留守老人养

老保障进行深入研究

第五 ，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本文采用 内 蒙古及赤峰市统计局统计公报相关

数据 ， 调查 问卷的数据整理 ， 利用 Ｓ ＰＳ Ｓ 等软件进行量化分析 ， 进而得到定性的结

论 ， 获取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

化 ４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化 ４ ． １ 论文创新点

本文在国 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 ， 结合赤峰市留 守老人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可

行的调查 问卷 。 选取留守老人集中地 ， 赤峰市 白石台沟村留守老人家庭进行调查和

访问 ， 利用 ＳＰ Ｓ Ｓ 进行数据分析 。 结合 内蒙古和赤峰市相关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 根

据实际调查结果 ， 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 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

本文在有关学者大量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如下创新处 ： 基于 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和养老

保障问题调查结果 ， 分别从经济供养不足 ， 生活照料缺乏 ， 医疗保健欠缺 ， 精神慰

藉满意度低和养老保障覆盖面窄等 问题进行深入具体分析 ， 并查找出养老保障问题

的真正原因 ， 结合实际 ， 提出有效应对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策略 。

０ ．４ ．２ 论文不足之处

第
一

， 由于人力 、 财力 、 物力 的限制 ， 提取的样本数量较少 ， 针对 内 蒙古赤峰

市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的调研数据还不够全面 。

第二 ， 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能力 的限制 ， 可能对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分析

和对策的提出还不够完善 。

０ ． ５ 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

化 ５ ．１ 研究思路

本文基本结构遵循提出 问题 、 分析问题、 查找原因 、 解决问题的思路 ， Ｗ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 ， 通过问卷调查 、 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等方法 ， 对内 蒙古赤峰市 白

石台沟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刻 、 系统 、 科学的探讨 。 本文将对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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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整合 ， 分析 ， 得 出赤峰市 白石台沟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题 ， 并在此

基础上查找出养老保障 问题存在的原因 ， 从而为完善农村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体系提

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 解决老年人老有所依 ， 老有所养的 问题 ， 帮助老人安度晚

年 。

化 ５ ．２ 逻辑框架

第
一

部分 ， 绪论 ， 介绍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国 内外研究综述 ， 文章研究方法 ，

文章写作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二部分 ，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相关概念和理论综述 。

第兰部分 ， 对赤峰市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

第 四部分 ， 具体分析了农村留守养老保障存在 问题 ， 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 ，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赤峰市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产

生的原因进行 了深入研究 。

第五部分 ， 针对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题 Ｗ及养老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 ，

提出 了应对中 国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的相关对策 ： 第
一

， 强化政府主导功能 ；

保持家庭基础作用 ； 挖掘老人 自 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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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概念界定

１ ． １ 相关概念

１ ． １ ． １ 人 口老龄化

人 口老龄化 ， 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 是人 口老年 比例不断持续

上升的社会现象 。 具体认为 ， 年轻人 口 占人 口 总量的 比例逐渐减少 ， 而老年人 口 占

总人 口 的 比例逐渐下降 。 联合国规定 ： 发达国家 化 岁 Ｗ上者 ， 发展中 国家 ６ ０ 岁 Ｗ

上者称为老年人 （根据人均预期寿命而定 ） ，
一

般认为 ， 如果人 口 中 ６５ 岁及 上老

年人 口 比重超过 ７％ ， 或 ６０ 岁及 Ｗ上老年人 口 比重超过 １ ０％ ， 那么该人 口就属于老

年型
？
。 我国把老年期划分为Ｈ个阶段 ： 第
一

是老年前期 ， ４５－ ５９ 岁 ； 二是老年期 ，

６ ０
－

８９ 岁 ；
＝是长寿期 ， ９ ０ 岁 Ｗ上 。

１ ． １ ． ２ 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 日 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后 ， 出现了 留 守老人的名词 。
＂

留守老人
＂

是在经济快速发展 ， 而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 ， 由于人 口 的大规模流动形

成的
一

个特殊群体
？
。 本文针对的
＂

留 守老人
＂

是居住在 内 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 ，

由于年轻子女常年在外打工 ， 家里留下年老夫妇
一

起生活 ， 或已丧偶单独生活的老

人 ， 并且年龄在 ６０ 岁 Ｗ上 。

１ ． １ ． ３ 养老保障

养老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
一

定的法律和法规 ， 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

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 ， 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 岗位后 的基本

生活而建立的
一

种社会保障制度 ， 同时Ｗ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供养 、 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为主要 内容的家庭养老为补充
＠
。

这
一

概念包括两层含义 ； 第
一

， 从国家层面讲 ， 养老保障是国家各级政府及其

职能部 口通过建立制度 、 制定法规而形成的养老保障体系 （包括养老金制度 、 老年

福利制度 、 老年服务体系 、 养老保险制度等 ） ， 目 的是为老年人提供保证其基本生

活需要的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 ； 第二 ， 从家庭层面讲 ， 养老保障是老人子女提供经

①
国家 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组 ． 人口老龄化［ ＥＢ／Ｏ Ｌ ］ 中国 人口信 息 网ｈｔｔ ｐ ：／／ｗ ｗｗ ． ｃｐ ｉｒｃ ． ｏｒｇ ． ｃｎ／ｒｋｃｄ／ｒｋｃｄ －ｄ ｅ ｔａ ｉ ｌ ．ａ

ｓｐ？ｉ 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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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柏年 ． 社会保障概论 （ 第二版 ） ［Ｍ］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５－ １ ６ ③

刘钧 ．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 第 ３ 版 ） ［Ｍ ］ ． 北京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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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供养 、 化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为老年人进行养老保障
‘

‘

。

根据 Ｗ上农村 留 守老人和养老保障的定义 ， 可 Ｗ将农村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定义

为 ： 国家针对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 ６ ０ 周 岁 并且其子女及其子女配

偶 （赡养人或者赡养人配偶 ） 因外 出 务工长时间不在本村居住的老人 ， 为其基本生

活提供保障建立的 ， 同时 Ｗ农村 留 守老人家庭在经济供养 、 尘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进

行保障为辅的
一

种制度安排 。

１ ． ２ 基本理论综述

１ ． ２ ． １ 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 ， 是 ２ １ 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私理念 ， 包括加强城乡 公共设施

建设 ， 发展教育 、 科技 、 文化 、 卫生 、 体育等公共事业 ， 为杜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 、

政治 、 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
ａ ‘

。

公共服务可 Ｗ根据其 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 、 经济公共服务 、 社会公共

服务 、 公共安全服务 ， 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 民的生存 、 尘活 、 发展等社会性直

接需求 ， 如公办教育 、 公办医疗 、 公办社会福利等
？
。 养老保障属于社会公共服务

范畴 。 国家借助社会力量 ， 根据社会需求提供相应服务 。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 Ｗ下Ｈ个不 同 的方面 。 第
一

， 保障人类最基本生存权 （或化

存 的基本需要 ） ， 为 了 实现这个 目 标 ， 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就业保

障 、 基本养老保障 、 基本生活保障等 ； 二是满足基本尊严 （或体面 ） 和基本能力 的需

要 ， 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 ； 王是满足基本健康的

需要 ， 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 。 政府 为 国家公民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 ， 为 留 守老年人晚年的经济和精神生活提供相应保障 。 为家庭养老传统模式

做补充 ， 对构建和谐社会有 巨大意义 。

１ ． ２ ． ２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 国社会学家马斯洛从人类的需求角度 出发 ， 研究表 明 ： 人类需求包括五方面

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 、 安全需要 、 社会需要 、 尊重需要和 自 我实现需要 。 当低

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 生理需要指最基本的衣 、 食 、 住 、

行等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需要 。 人类关于疾病和事故的发生希望有及时有效的防备即

①徐 春 普．我国 农 村留守老人养老 保障问题 研究［ Ｄ ］ ． 硕
士

学位论文 ， 河南大学 ， ２０ １ ０
②
伶 新 ． 人 口社会 学 （ 第四 版 ）［ Ｍ ］ ．北 京 ：北京大 学出版 社 ， ２ ０ １ ０： １ ７０ － １ ８ ２
③
银平 均 ，黄文 琳 ．农 村 留守老 人问题研究的现状 及 趋势［Ｊ ］ ．江西社会科 学 ，２ ０ １１（ ２ ） ：１ ９ ５ － １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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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需要 。 社会需要是指人类渴望得到家人 、 社会的关必和爱 。 社会需要指人类

希望得到社会认 同 ， 有归属感 。 自 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 ， 在基本需要得

到满足后 ， 追求 自我梦想 ， 实现 自 我价值 。 而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 留守老人 ， 要在

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外 ， 政府和社会要提供更多 的帮助 ， 让老人有机

会实现 自我需要的价值。

１ ０



２ 农村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的现状及存在 问题

２ ．１ 赤峰市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卷调查

调查 问卷设计包括留 守老人基本状况 、 老人的居住状况 、 经济状况 、 健康医疗

状况 、 生活照料 、 婚姻状况 、 精神文化 、 家庭基本情况 、 养老保障现化及养老保障

的满意程度 。 问卷分为 开放和封闭两种形式 。 并且采用调查和访 问相结合的方式 。

２ ． １ ． １ 调查背景

本文主要选取 了 内 蒙古赤峰市锦 山镇 白 石 台沟村为调研村庄 。 调研地是本人生

活和居住地 。 在进行实地调查和访 问 时非常方便 ， 操作性强 。 白石 台沟村是锦 山镇

的 自 然大村 ， 人 口众多 ， 历史悠久 ， 乡 ±风情浓重 ， 村民热情好客 。 村里主要种植

的农作物是玉米 、 谷子和大豆 ， 没有其他经济作物 ， 依靠农业尘产为主 ， 近年来村

里也引进外资 ， 进行养姐业发展 。 白 石 台沟村巧主要单位有村卫生室 ， 村小学和村

委会及党支部 。 村子人 口 约有 １ ５０ ０ 人 ， 其中 留 巧老年人 口 占 比 ２ ５％ ， 村里越來越多

的年轻子女选择外 出 务工 ， 使得 留 守老人 比例 円 益攀升 。

２ ． １ ． ２ 样本选取

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守老人 ， 调查地
——

赤峰市锦 山镇 白石 台沟村 留 守老

人相对 比较多 ， 为样本选择提供便利 。 白 石 台沟村 留守老人主要依靠 自 己和配偶劳

动收入 ， 还有务工子女的经济供养 。 选择这个地点时的样本数据具有可靠性 。 选取

的调研地留 守老人偏多 ， 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 ， 年轻子女纷纷外 出 务工把年迈的父

母留在家中 。 留守老人在从事体力劳动 的 同 时还要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 ， 生活负担

加重 ， 生活压力大 ， 养老保障 问题遂步显现 ， 资源相对匿乏 。 笔者于 ２ ０ １ ６ 年
一

月

份在赤峰市 的 白石 台沟村展开实地调研 。 本次调查采联 问卷调查和实际访谈相结合

的方法 。 当天发放 问卷后及时收回 ， 工作快速高效 。 此次调查 中共发放 问卷 １ ０ ０

份 ， 回收 １ ００ 份 。 问卷调查 中有效 问卷达到 ９ ２ 份 ， 有效回收率 ９ ２％ 。

２ ． ２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现状分析

２ ． ２ ．１ 留守老人个人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２ １
？
所示 ， 在 ９ ２ 位被调查者中 ， 男性 ４ ２ 位 ， 占 ４ ５ ．７％ ，

①如无特 殊 注 明， 本文图 标 均 出 自 对留守老人调查数据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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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５ ０ 位 ， 占 ５４ ． ３％ 。 明显看出调查者中女性 比男性稍多
一

些 。 通过年龄段数据

可见 ， 在调查者中 ， 年龄下线为 ６０ 岁 ， 年龄上线为 ８８ 岁 。 年龄结构分布相对合理 。

６ ５
－

７ ０ 岁 占 比最高 ， 为 ３８ ． ０４％ 。 ８ ０ 岁 Ｗ上高龄老人有 ４ 人 。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农村 ， 人 口老龄化和人 口 高龄化同时存在 。





表 ２ １ 调
＾
对象基本情况表
＇变量参数 设ＳＡ数百分 比

男 ４２ ４５ ． ７％
性别



 ＾＾ ５４
．３％


６０
－

６ ５岁
＾ ２ １ ．７４％

６ ５
－

７ ０岁
＾ ３８ ．０４％

年龄段 ７ ０
－

巧 岁


ｍ


２ ８ ．２６％

７ ５
－

８０岁


７


７ ． ６ １％




８０社


４


４ ．３ ５％


小学及 Ｗ下
＾ ６己 ２ ２％

初 中 ２ １ ２２ ． ８３％
文化程度


，



局 中或中专


８


８ ．６９％




大专及大专Ｗ上


３


３ ．２６％

 

６


６ ．５ ２％


婚姻状况有配偶
＾ ５ ９ ．７８％



丧偶＾  ３ １ ３ ３ ． ７０％

调 查对象 的受教育程度如 图 ２
－

１ 所示 ， 小 学及 Ｗ下文化水平 的老年人 占

化 ． ２２％ ， 所 占 比例最高 ； 初 中文化水平 占 ２２ ． ８ ３％ ， 位居第二 ； 高中文化水平和大

专Ｗ上文化水平的老年人所占 比例相对较少 ， 分别 占 ８ ．６９％和 ３ ． ２６％ 。 总体来看 ，

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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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６％

ｊ

？ 小学及 ＇义下

辦
．

’ ’
，

．
＾

 ｉ：謂或 ＊专

ｆｅ鈍Ｖ。巧及大诚上
＾ＢＢＥ＞ ６ ， ？气Ｐ

．

凶 ２
－

１ 调巧对象的受教育粋．度

２ ． ２ ． ２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现状

通过对 白石台沟村的 留 守老人调查后发现 ， 老人 目 前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和±地

养老来保障 自 己的晩年生活 。 首先调查对 留守老人的居住状况进行 了 数据分析 ， 结

果如表 ２
－

２ 所示 ：

表 ２
－

２ 不 同婚姻状况调费对象的居化憎况



单位 ： 人

婚姻状况与子女同住与配偶 同住自 己在家单过在敬老院居住合计

未婚一一 ２ ４ ６

有配偶 １ ８ ３ ４
——

 ５ ５

丧偶 １ ４
—

 １ ７ ３ ３ １

合计 ３ ２ ３４ １ ９ ７ ９２

所 占 比重３ ４ ． ７８％


３氏９６％


２ ０ ．６５％


７ ． ６ １ ％


１ ００％

（ １ ） 目 前 ， 居家养老是农村留 守老人最为普遍的养老方式 。 如表 ２
－

２ 所示 ， ９ ２

位调查者中 ， 有 ３ ２ 位选择与子女同住 ， 占 ３４ ． ７ ８％ ； 有 ３４ 位选择与配偶 同住 ， 占

％．９ ６％
； 选择与家人同住的 留 巧老人共有 ６６ 位 ， 占老人总数的 ７ １ ． ７４％ 。 还有 １ ９

位老人选择 自 己单过 ， 送也是在家居住的
一

种情况 。 总体来说 ， 共有 ８ 日 位调查者

选择在家居住 ， 这种居住状况是首选 ， 占 比高达 ９ ２ ． ３９％ 。 此外 ， ７ 位老人选择居

住敬老院 ， 从他们婚姻状况不难看出 ， 有 ４ 位是未婚 ， ３ 位丧偶 。 所Ｗ ， 在这种情

况下 ， 他们只能选择去锦 山镇敬老院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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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

分而不离
＂

居住形式开始 出现

如表 ２
－

２ 所示 ； ９ ２ 位被调查者中 ， 与配偶住 占 ％ ． ９ ６％ ， 自 己单住 占 ２０ ． ６ ５％ ，

超过半数 Ｗ上老人不和子女住在
一

起 。 通过实际调查得知 ， 虽然表面上老人与子女

不在
一

起生活 ， 但两家居住地点距离很近 ， 方便子女随时照料 。 子女依然为年迈的

父母亲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 在农村地区 ，
一

种称之为
＂

分而不离
＂

居住形式开始

陆续出现 。

调查还发现 ， 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经济供给主要来源于家庭 ， 即 自 己与配偶通

过农业劳动所获取的收入 Ｗ及子女的资助资金 。 对留守老年人这
一

类弱势群体 ， 政

府提供的救助有养老保险 、 最低生活保障金 、 五保户 的救助等 ， 但能享受到此政策

支持和救助的老人非常有限 。 无论是 日 常生活照料还是在生病时 ， 主要 由老人 自 己 、

老伴和子女提供照顾和服务 ， 村里 目 前还没有敬老院 ， 村委会只给那些年龄特别大 、

生活难 １＾ 自 理的 留守老人提供
一

些特殊的资金支持和生活服务 。 在精神慰藉方面 ，

村里还没有建立老年人活动娱乐 中也 ， 图书室 、 象棋室 、 健身器材等供老年人娱乐

的硬件设施不完善 ， 村委会也很少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 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单调乏

味 。 在医疗保健方面 ， 政府颁布和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但参保的留守老

人数量有限 。 大部分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差 ， 医疗保健意识不高 。

由于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 ， 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 日益加快 ， 农村年程子女大都选

择进城务工 ， 使得农村人 口结构发生变化 ， 劳动为大量外流 ， 在这种情况下 ， 农村

留守老人数量越来越多 ， 养老保障主要供给主体的家庭面临新挑战 ， 导致留守老人

养老保障资源供给不足 ， 养老保障 问题 日 益突出 。

２ ． ３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么 ３ ． １ 经济供养不足

农村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水平令人堪忧 。 其经济供养现实状况如表

２
－

３ 所示 。 对 ９２ 位留守老人进行实际调查后发现 ， 超过半数 Ｗ上老年人主要依靠

家庭提供养老资源 ， 其中依靠 自 己劳动收入的老人 占 ３９ ． １ ３％ ， 依靠子女资助的老人

占 ２８ ．２６％ 。 然而 ， 遗憾的是 ， ９２ 位被调查者中 ， 只有 ７ 人把社会保险作为主要经

济来源 ， 占 ７ ．６ １％ ， 有 ５ 人把退休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 占 ５ ．４ ３％ 。 然而 ， 把政

府和社会人员救济资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留守老人仅 占 ６ ． ５２％ 。 调查结果显示 ，

大部分留守老人晚年生活供给主要依靠家庭来提供 ， 然而这种经济来源并不能持续

稳定获得 ， 收入水平也十分有限 。 但对于社会保险和救济这类社会养老资源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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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享受的 留 守老人更是寥寥无几 。 综上所述 ， 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经济供给的社会

化程度非常低 。



表 ２－ ３ 调巧对象经济来源表




？


百分比


劳动收入 ３ ６ ３ ９ ．１ ３％

子女资助％ ２ ８ ． ２ ６％

往年储蓄 １ ０ １ ０ ． ８ ７％

社会保险 ７ ７ ． ６ １ ％

退休 Ｕ ； 资 ５ ５ ． ４ ３％

政府或集体救济 ６ ６ ． ５ ２％

＾ ２ ２ ．１ ７％

５ ．４４％

屋 Ｉ ｋ团靡元及Ｗ下
々

？獻 ‘適ａ２ ００ ０ －誦元
Ｉ

， ！ ［
，

？

；

 Ｉ圓３ ＣＯ Ｏ －４ ＣＯＯ元
！３ ４ ． ／齡 画 ５谢０元化上
． ５＿
，

ｆ％

图 ２
－

２调巧对象的个人年收入

留 巧老人的个人年收入情况如 图所示 ： ４ ５ ．６ ５％的居 民 的个人年收入在 ３００ ０ 元

Ｗ下 ， 此比例 的 留 守老人生活基本不能 自 理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身体机能下降 ， 逐

步丧失劳动能力 ， 享受 国家提供的低保 。 这表 明农村依然存在很多贫困家庭 ， 尤其

是留守老人家庭 。 作为主要供给主体的政府和社会 ， 要积极发挥引 导和带动作用 ，

提供
一

定的物质和生活资源 ， 用 实际行动帮助这
一

部分贫困 的 留守老人度过养老难

关 。

图 ２ ２ 显示 ， ７４ 位留 守老人个人年收入金额在 ４ ００ ０元 ［＾下 ， 所 占 比例为 ８０ ．４４％ ，

而 ８ ５ 位留 守老人巧支金额在 ４ ０００ 元 Ｗ下 ， 所 占 比例为 ８９ ．１ ３％ ， 这说明 留 守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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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支 出 方面是非常节约 的 。

ｇＱ ． ＱＱ％ ５５ ：耳５％
￣■ ■

７

、

二

＊

＾９
５０ ， ００％  

策，


４０從效 ＾ — ｒ
ｆｖＪＢ—

就細
＿＿ 

ｍｌａ
前．孤驗
》
＾
￣—

ｍｕｍ
 —紛去说—

。 ． 孤挺   １  ，  ｊ

化大，支基本持乎权不报支

图 ２
－

３ 调 巧对象每月 收支关系

调查 了 留 守老人个人年收入和支 出水平的 同时 ， 对
＂

您每月 收支关系
＂

也进行

了具体调查 。 如 图 ２ ３ ，
＂

收不抵支
＂

占 比 １ ６ ． ３ １ ％ ， 选择者有 巧 人 。
＂

基本持平
＂

占 比 ５ ５ ． ４ ３％ ， 选择者有 ５ １ 人 。 留 守老人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收支不平衡现象 。 在

对留 守老人个人收入的支 出情况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生活支 出 中最主要的支 出 是对

生存 、 生产 、 医疗这种最低层次最基本的需求 ， 对追求 自 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要求不高 。 可 Ｗ说 ， 留守老人收入来源渠道有限 ， 经济水平低 ， 没有多余资金去考

虑其他方面支 出 。

其他
Ｉ
ｍｉ４ ． 巧％

文化娱 乐支出 ３ ． ２ ６％

Ｅｌ—
医疗巧巧 ｆｔ的巧

日 常生活潔笠 激 ３０ ．４４  ５ｓ

０ ．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 ５ ．００％勘 ００％２ ５ ． ０㈱３０ ．００％巧 ．００％４汪 ００％

凶 ２
－

４ 个人收入支 山憎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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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２ ４ 所示 ， 在对
＂

巧支用在哪些方而
＂

调查 中 发现 ， ３ １ 位 留 守老人认为

最主要巧支是医疗 ， 约 占 ３ ３ ．６９％ ， 且医疗费用支 出 的 占 比最高 ， 位居第
一

位 ， 可见

留 守老人的身 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 有 ２８ 人选挥 了ｎ 常生活支 出 ， 占 ３ ０ ．４ ４％ ， 位

居第二 。 其中 ２ ６ 人选择 了 农药化肥等生产性支出 ， 占 ２８ ．２６％ ， 位居第 Ｈ 。 收入来

源角度可 Ｗ发现 ， 基本 ４ ０％的 留 守老人经济收入是通过 自 己努力 劳动换来的 ， 表 明

即使留守老人年龄很大 ， 身体状况不佳 ， 但仍然坚持干体力劳动来维持 Ｒ 常化活水

平 ， 因此在种地所需的生产支 出方面的 比重也 比较大 。 对留守老人们进行访谈后发

现 ， 很多 留 守老人都特别必疼 自 己的儿女 ， 不想给他们增添任何经济负担 。 他们认

为子女在外工作 已经很辛苦 ， 还要承担孩子的教育支 出 ， 非常不容易 ， 所 Ｗ 留守老

人想为子女承担
一

些压力 ， 所 Ｗ只要有
一

丝力气就会从事劳动增加收入 。 调查 中还

发现用于文化娱乐支 出仅 占 ３ ．２ ６％ 。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 农村 留 守老年人当

下还处在最低层次尘存和安全需要上 ， 对高层次的需要缺乏有力 的物质经济基础作

为支撑 。

中 国农村 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生活压力大 ， 体力劳动强度大的情况 。 目 前 ， 农村

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和城市相 比较 ， 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方面

缺乏可靠社会保障 。 从收入來源来看 ， ９２ 位老人当 中 ， ７ 位留 守老人拥有养老金 ，

仅 ６ 人得到政府或村集体的救济 。 大多数留 守老人只要 尚有
一

丝劳动能力 ， 就需要

劳动來养活 自 己 。 当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 农村留守老人身体机能逐年下降 ，

经济能力有限 ， 收入普遍偏低 ， 然而当下医疗费用特别高 ， 在这种情况下 ， 留 守老

人
一

旦化病 ， 不愿及时就医 ，
＂

小病拖
＂ ＂

大病扛
＂

的现象时有发生 ， 因此很容易导

致老年人
＂

因病致贫
＂ ＂

因病返贫
＂

， 使留守老人的生活再次陷入经济供养不足的 困

Ｌｉｎ

垸 。

经济保障是农村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的重 中之重 ， 影响老人对养老保障满意程

度 。 调查 中发现 ， 很大 比例老人
一

个 月 的生活支 出 费在 １ ００ 元Ｗ下 ， 特别少的老人

生活水平可 Ｗ达到小康水平 。 老人收入水平低 ， 经济保障缺乏 。

实际上 ， 留 守老人对经济保障需求特别大 。 调查 中发现 ， 将近 ５ ０％的老人生活

招据 。 调查访 问 中 ， 老人们
一

致认为生活支 出 资金大部分用于生活必需品 的消 费 ，

如 日 常生活开支和医疗费用 ， 很少或几乎没有支出用 于休闲和娱乐 。 留 守老人养老

保障中经济供养不足 ， 老人只能进行基本生活开支 ， 无法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 。 从

留 守老人经济供养状况调查中发现 ， 留守老人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來满足

自 己经济方面的需求 。 配偶和 自 己的经济收入 ， 再加上外 出 务王子女的经济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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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分收入是 留 守老人主要 的化活来源 。 现实 中 ，
一

部分老人只能达到基本维持

温饱的生活水平 。 大部分留 守老人年龄 已经很大 ， 劳动能力下降 ， 经济收入低 ， 外

出 务工子女所能提供的经济保障资源也十分有限 。 还有
一

部分老人年老 ， 体弱多病 ，

逐步甚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 自 我养老保障供给能力非常低 。 在城务工子女 由于受

教育程度有限 ， 大部分从事重体力工作 ， 工作不稳定且收入水平低 ， 不能为老人提

供持续稳定 的生活来源 ， 使老年人经济养老保障陷入 困境 。

２ ． ３ ． ２ 生活照料缺芝

伴随年龄 Ｒ 益增大 ， 留 守老人生活 自 理能力越来越弱 。 如 图 ２－ 日 所示 ， 调查中

发现 ， 绝大部分留 守老人生活能 自 理且可 参加 日 常生产劳动 ， 占 比 ６３ ．０４％ 。 送部

分老人中只有 １ 人年龄是 ８０ 岁 Ｗ上 ， 大部分都是中低龄老人 。 ２ ３ ．９ １ ％老人尘活能 自

理还能参加劳动 。 生活 自 理但是能做较轻家务劳动老人 占 比 ８ ．７０％ 。 生活基本不能

自 理的老人 占 比 ４ ．３ ５％ 。 调查 中还发现 ， 由于 留 守老人在生活 中面临各种压力 ， 经

济负担加重 ， 身体健康状况很差 ， 这些方面在无形中促使 留巧老人的 自 理能力遂年

下降速度越来越快 。

８ ． ７０％４ ．巧％

巧 生活 自 巧且参加生产巧

ａ 生洁 自 坦且泰 廠轻家

６ ３ ０４＾ ．， ｒ
目 生活完全不能 自埋

．

＇

＇

．Ｖ
，
石
Ｌ ｒ＊ ．；ｖ
违 了
一

＇

图 ２
－

５ 留守《人 白 理能力悄况

留 守老人身 体健康状况欠佳 ， 劳动能力有限 ， 生活 中需要他人提供帮助 ， 尤其

在生病时 ， 特别需要他人生活的支持和照料 。 本次调查从 曰常生活和生病时两方面

出发 ， 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 如 图 ２
－

６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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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６ 留守老人生活照料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 ， 日 常生活照料中依靠老伴 占 ４ ５ ． ６ ５％ ， 依靠子女占 ２８ ． ２ ６％ ， 大

部分老人 日 常生活依靠家庭养老 ， 占 ７ ３ ．９ １ ％ 。 只有 １ ． ０９％老人选择雇人照料 自 己 。

此调查结果充分表明 ， 农村 留 巧老人多数依靠家庭来提供基本生活照料资源 ， 而生

活照料社会化支持资源十分有限 。 在 ｎ 常生活照料 中 ， 选择依靠 自 己的老年人 占

１ ７ ． ３９％ ， 而在化病后 ， 仅有 １ ３ ．０ ４％农村 留 守老年人选择依靠 自 己 。 虽然 比例有所

下降 ， 但生病时 自 己照顾 自 己的 比例在 １ ３ ．０ ３％还是很高 。 现实情况 中 ， 子女不在身

边 ， 有很多老人不能期望得到他人照料 ， 显得很无奈 同时也很无助 。 ａ２－６ 清晰看

出不论 日 常生活还是生病时 ， 农村 留 守老年人生活照料供给主体结构
一

致 ， 主要來

自 于家庭 。 但 由于外 出务工子女常年不回家 ， 很少能照顾到父母 ， 所 Ｗ 留守老人经

常缺人照顾 ， 存在
一

定 的安全隐患 ， 情况不容乐观 ， 应引起高度重视 。

生活照料是农村 留巧老人养老保障 中非常重要的 内容 。 调查表明 ， 农村 留守老

年人身 体机能下降 ， 增加患病概率 ， 健康状况非常不乐观 。 调查发现 ， ６ 位老人有

严重疾病 ， ４ 位老人生活基本无法 自 理 。 对于送些有重大疾病 ， 生活难 Ｗ 自 理的老

年人来说 ， 由于子女常年在外打工 ， 子女无法提供所需 的 ｎ 常生活照料 ， 同时他们

更无多余资金支持来雇佣保姆照顾他们 ， 所 Ｗ生活极其 困难 ， 保障严重缺失 。

如 图 ２
－

６ 所示 ， 无论是 日 常生活中还是生病 的时候 ， 留 守老人生活照料供给主

体主要是家庭 ， 由于 ｙｉ下几种原 因 ， 导致养老保障资源缺乏 。 （ １ ） 农村年轻子女选

择外 出务工 ， 由于空间距离造成的不方便 ， 使得对留 巧老人的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

１ ９



弱化 了 。 （ ２ ） 传统孝道观念逐渐弱化 ， 养老意识淡薄 ， 代际交换发展不平衡 ， 表现

为父辈养育子女辈加强 ， 而子女辈养育父辈减弱 。 （ ３ ） 由于道德水平不高 ， 很多年

轻子女不愿意供养老人 ， 因赡养老人问题引 发的纠纷矛盾时常发生 。

综上所述 ， 留 守老人生活照料状况调查可 Ｗ看 出 ， 年轻子女离开父母外 出打工

对 留 守老人生活照料影响特别显著 。 使 留 守老人照料供给主体越來越少 。 留 守老人

主要依靠 自 己和配偶 ， 依靠亲友 、 邻居的 留 守老人少之又少 。 对于
一

部分基本丧失

自 理能力 的 留 守老人來说 ， 特别需要他人提供照料 。 子女外 出使得这部分老人的生

活照料严重缺失 。 此外 ， 在生病时 ， 子女不在身边 ， 老人无人照顾 ， 不能及时就

医 ， 小病拖 ， 大病扛 ， 严重影响医疗效果 ， 不利于病情快速好转 。

留守老人生活照料 问题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 迫切需要社会各界人±伸 出援助

之手 ， 关爱老人生活 ， 帮助 留 巧老人脱离养老 困境 。

２ ．３ ．３ 医疗保健欠缺

村里大量年轻子女外 出务工 ， 主要劳动力 因此流失 ， 留 守老人承担起 了 劳动重

担 ， 同 时 ， ５ ０％ ＾上 留 守老人在劳动之余还要照看孙辈 ， 无形中增加 了老人的生活

压力和负担 。 在这种情况下 ， 加上饮食不合理 ， 医疗条件有限 ， 增加 留 守老人患病

几率 ， 老人身体状况不佳 。

对留 巧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 结果发现 ， 身体患有
一

种 Ｗ上慢性病 的老

人 占 比 ４ ６ ．７ ４％ 。 有 ２ ６ ．０９％的 留守老人认为 自 己身体健康状况很
一

般 ， 还有 ６ ．５ ２％

的 留 守老人身体患有严重疾病 。 如 图 ２
－

７ 所示 ：

其他
Ｉｂｉ
义並效

严重疾病 ｗｍｍｍ６ ＇ 竿％

Ｉ

患有惜性病 Ｉ—ｉｔｈｉＵｌｒｉＷＷｉｉＭｌｉＷＩ４６ ． ＇ ４％

Ｉ Ｉ Ｉ
一

般ｌｌ ｊｌＪ ｊｌｌｌｌｌｌｌＢＭＨＩｌｉｌｌＨＩ２ ６ ．０９％

健康 １ ： ＇ ．巧％

江 ００％ １０ ． ００％２０ ．００％ ３０ ．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 ． ００％

閱 ２
－

７ 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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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生病后到哪里就医
＂

的 问题上 ， 有 ６８ 位留守老人选择到村卫生室就医 ，

占 比 ７ ３ ．９ １ ％ ， 有 １ ０ 位老人选择去镇医院 ， 占 比 １ ０ ．８ ７％ ， 有 ５ 人选择去县 Ｗ上医院 ，

占 比 ５ ．４ ４％ 。 还有 ９ 位老人选择不看医生 ， 占 比 ９ ．７８％ 。 如 图所示 ：

班 －化％
１ ７３７９１％

７０ ． ００％ —ｍｉｌ

说． ００％

如 ， ００乂

４０ － ００％
 

沉． 〇〇 ？％
 —

２０ ． ００％

则７％９ ．７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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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１■ ． ． ． ． ． 譲 兰
村卫生宝镇医防不看 医生其切上 医巧

圏 ２
－

８ 选掃就控地点情况

在医疗保障方面 ， 从农村 留 守老人患病的情况看 ， 日 ３ ．２ ６％受访老年人都患有 Ｉ 种

Ｗ上的疾病 ， 其中 ６ ．５ ２％的老人身体患有严重疾病 ， 因此对医疗 的需求还是很迫切

的 。 在选择就诊的地点上 ， 调查地留 守老年人有 ３ 种选择 ， 分别是村卫生室 、 镇医院 、

和镇 上医院 。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村卫生室就诊的 留 守老年人最多 ， 高达 ７ ３ ． ９ １ ％ 。

还有
一

些留守老年人选择不看医生 ， 约 占 ９ ．７８％ 。

在身 体保健方面 ， 有
一

大部分保健意识 比较薄弱 的老年人 ， 对体检没有足够重

视 ， 认为Ｈ年或 Ｗ上体检
一

次的 占 日０ ． ５％ 。 只有
一

小部分留守老年人认为 ，
一

年体检

一■

次是最基本的 ， 占 ３ ９ ．４％ 。

从上述分析 中 发现农村 留 巧老人的生活基本能够 自 理 ， 但是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

由于受经济条件和 医疗费用 的 限制 ， 留 守老年人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关注度还远远不

够 。

当前 ，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服务水平还有待于进
一

步完善和提高 。 在

这种背景下 ， 医疗费用支出无疑成为 留守老人生活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 由于留守老

人收入來源有限 ， 经济水平低 ， 医疗费用支 出根本不在 日 常支 出计划费用 内 。 因此 ，

生病时老人经常不及时就医 ， 导致
＂

小病拖 、 大病扛
＂

的情况在广大落后 的农村地

区屡见不鲜 。 为进
一

步解决农 民现实 中存在的
＂

看病难 、 看病贵
＂

的医疗 困境 ， 政

２ １



府颁布和实施 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但是 ， 受访老人表示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对于老人就医地点 、 报销费用地点和报销程序等要求过高 ， 所 Ｗ该制度对于能否从

根本上解决留 守老人
＂

看病难 、 看病贵
＂

问题的作用体现不 明显 。

调查还发现村里的
一

少部分留 守老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 其中大多数

人表示新农合的保障水平十分有限 ， 办理医疗费用报销 的 口槛高 ， 且报销程序很复

杂 。 与城市相 比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政策不公 的现象 ， 造成留 守老人对新

农合的认可度普遍偏低 。 另外 ， 新型农村合作医巧制度主要是 Ｗ大病统筹 ， 兼顾小

病补偿为主的农 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 此定义表 明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耍提

供农民疾病医疗费用 ， 而对于 口诊 、 跌打 、 损伤等无法提供帮助 。 此规定导致留 守

老人实际受益程度并不大 。

２ ． ３ ． ４ 精神慰藉满意度低

除 了物质生活 ， 农村 留 巧老年人的精神化活状态也非常值得关注 ， 因 为精神生

活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 对老年人的照顾不能仅仅停 留在吃饱

穿暖的认识 ， 忽略甚至冷淡对待老年人的也理感受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必健康 ， 只有

物质和精神双重重视才能真正保障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 、 老有所乐 。

其化 ■■Ｉ

化手工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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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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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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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９ 留守老人平时主要娱乐活动情况

如图 ２
－

９ 所示 ， 对农村留守老人 円 常生活娱乐活动进行调查 ， 结果如下 ：
＂

看

电视 、 看戏
＂

比率达 ２ ５％ ， 位居第
一

；

＂

做家务
＂

比率达 １ ７ ． ３９ ， 位居第二 ；
＂

带孙

辈
＂

比率达 １ ６ ． ３ １ ％ ， 位居第吉
＂

串 口聊天
＂

占 比 １ ５ ． ２ ２％ ， 位居第 四 ；
＂

听收音机
＂

占 １ ３ ． ０４％ ， 位居第五 ；
＂

打牌 、 打麻将或下棋
＂

占 ６ ．５ ２％ ， 位居第六 ；
＂

读书看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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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３ ． ２ ６％ ， 位居第屯 ；
＂

其它
＂

占 ２ ．１ ７％ ， 在家
＂

做手工
＂

仅 占 １ ． ０ ９％ 。 从调查数

据 中可 Ｗ看 出 ， 看 电视 、 做家务 レッ及带孙辈这些活动 占 比相对较高 ， 而且这些活动

基本算不上是娱乐活动 。 调查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仍然是围绕着家

庭 ， 而因为平时忙于从事农业劳动 ， 照顾孙辈 ， 加之农村老年健身器材 、 娱乐设施

匿乏 ， 老人没有更多 的 闲暇时间和精力來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 他们没有子女的陪伴 ，

他们的晚年生活显得更加凄凉 。



表 ２
－

４ 子女不在身边 的必理变化


子女不在身边是否巧 ＂下＾ ＾



必里变化


人数 （ 个 ）比例 （ ％ ）人数 （ 个 ）比例 （ ％ ）

孤独 ６２ ６ ７ ． ４％ ３０ ３ ２ ． ６％

恐惧 ６ ６ ． ５ ２％ ８６ ９ ３ ． ４８％

情绪低落 ６４ ６ ９ ．５ ７％ ２８ ３ ０ ． ４ ３％

很好 ７ ７ ． ６ １％ ８５ ９ ２ ． ３ ９％



没有变化


Ｉ７ ７ ．６ １％ ８５ ９ ２ ．３ ９％

表 ２
－

４ 说明 ： 年轻子女外 出打工 ， 对留守老人的必理影响很大 。 作为家庭主要

供给者的子女
一

旦 出 口 ， 老人通常感到孤独 、 寂寞 、 无助 ， 缺少情感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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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０ 外 出子女回家次数

超过半数的农村 留 守老人生活感到孤单 ， 情绪低落 ， 没有子女的陪伴 ， 生活显

得单调乏味 。 如 图 ２
－

１ ０ 所示 ，
一

年 中子女回家次数有限 ， ７ 个月 － １ 年才回
一

次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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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 所交流的 内容更多关于孙辈教育 问题 ， 很少关怀老年

人的生活健康 。 留 守老人平时与老伴之间相互依靠 、 相互支持 、 彼此疼爱和关必 ，

一

旦丧偶 ， 就会给老人造成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打击 ， 更有甚者 ， 难 Ｗ承受这份

精神打击 ， 导致严重疾病和精神障碍的发生 。 由此看出 ， 外出务工子女为老人提供

的精神情感慰藉非常有限 。

关于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调查中可 Ｗ发现 ， 老人也里承受能力非常弱 ， 幸福感

严重不足 ， 时常感到情绪低落 、 焦虑和孤单 。 年轻子女进城务工 ， 由于时空距离的

障碍 ， 不能为老人及时提供情感上的关怀和爱 ， 精神慰藉资源十分有限 。 还有 ， 在

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 ， 受到经济资源的限制 ， 缺少文化娱乐设施 。 使得留

守老人更多选择呆在家中 ， 不愿与人交际 ， 精神文化严重缺失 。

２ ． ３ ． ５ 养老保障覆盖面窄

当前的养老保障形式多样 ， 但是覆盖面十分有限 ， 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 。 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涉及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农村合作医疗 、 最

低生活保障 、 商业保险 、 社会救济和五保及敬老院制度等 ， 但是真正能参加并享受

该些保障形式的 留 守老年人并不多 ， 覆盖面受到限制 。 问卷设计中 ， 还对
＂

目 前

养老保障是否能够解决您的养老问题
＂

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 ， 超过

半数Ｗ上的老人选择
＂

未能很好地解决养老的 问题
＂

， 占 比 ５８ ．６９％ 。

１ ．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试行和逐步推广阶段 ， 政策还有待于完善 。 由于 留 守

老人思想观念相对比较落后 ， 不能真正意识到参加医疗保险所到来的好处 ， 加之生

活水平低 ， 经济能力有限 ， 对养老保险参与度和满意度不高 ， 养老保障覆盖面受到

限制 。 而且和城市相 比 ， 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金的资金额度已经不能满足老人实际的

经济需求 。 因为伴随经济高速发展 ， 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 农村留守老人消费支出增

加 ， 无形中给老人带来 了更多地经济压力和负担 。

２ ． 农村留守老人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度 、 参与度不足 。

调查结果显示主动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 留守老人寥寥无几 。 对于
＂

新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很好的解决您的医疗 问题
＂

的题 目 。 只有少数的人选择能够解决

医疗问题 ， 占 ２ ０％ 。 绝大多 留守老年人表示
＂

解决的力度不大
＂

， 占 ８０％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力度远远不够 。 目 前宣传工作不到位 ， 宣传 内容不深入 ，

没有具体介绍新农合究竟在哪些方面能给留守老人带来具体收益 。 使得老人对新农

合没有很深的认识度 ， 所 Ｗ参与度有限 。 很多老人甚至不明 白新农合的存在意义 。

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 ， 思想相对落后 ， 目光短线 ， 只在乎当下得失 ， 没有从长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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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虑未来收益 。 同 时新农合登记和报销程序较复杂 。 报销 口槛富 ， 报销地点也有

限制 。 有的 留 守老人居住地距离报销场所非常远 ， 路费很贵 ， 对于生活节约的 留守

老人来说 ， 无疑增添了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 因此留守老人对新农合的认识度和满意

度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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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的原 因分析

３ ． １±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地作为农 民最可靠 、 最基本的收入来源 ， 在家庭中起着重要的生活来源支撑

作用 。 ±地所有制是农民赖Ｗ生存的前提和基础 ， 为其提供物质保障 。

３ ． １ ． １±地收益降低

现阶段 ， 中 国农 民没有±地所有权 ， 只有承包经营权 ， 农村地区普遍实施的是

王地集体所有制政策 。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

展 ， 使得止地所有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 送种制度 己经很难满足现代农业需要 。 另

夕ｈ 由于工业化 、 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 ， 大量年轻子女选择进城打工 ， 造成耕地

劳动力逐年大量流失 。 然而留守老人年龄大 ， 身体状况不佳 ， 劳动能力逐年减退 ，

甚至很多 留 守老人生活不能 自理 ， 这些老人无法承受重体力劳动 。 加之物价水平的

高涨 ， 种子 、 化肥等农耕成本也 日 益上升 ， 农村老年人能从±地上获得的收益十分

有限 。 特别对于年老体弱 ， 无人照料的农村留守老人更是如此 。 这部分老人更难持

续依靠±地所有制来满足他们对养老 、 医疗方面的保障需求 。

３ ． １ ． ２±地大量被征用

同时 ， 由于城市化 、 现代化和非农产业经济的逐步发展 ， 全国各地开始不断进

行大量招商 引 资 ， 致使农村±地大量被征用 ， 然而征用补偿的金额却非常少 。 这些

征用金额根本无法满足老人在养老 、 医疗方面的需求 。 农村年轻子女有
一

定法律知

识储备 ， 可想尽
一

切办法通过法律渠道获得更多征地补偿金 。 而思想文化相对落后

的农村留守老年人面对送种事情 ， 只是默默承受 ， 不可能寻求法律的帮助 。

从留守老人收入来源变动看 ， 农村老人王地收益 比重逐年下降 ， ±地养老保障

功能正遭受严重的威胁 。 ±地收益比重的下降则意味着±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正在不

断弱化 。

３ ．２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洛后

３ ． ２ ． １
＂

未富先老
＂

的经济现状

我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 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不足 ， 但是老龄化水平却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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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 同步 ， 对于西方发达 国家来说 ， 他们面崎 的老龄化 问题并没有 中 固那么严峻 ，

因 为他们的经济实力 比较强 ， 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老龄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 问题 。

但是对于我们 国家来说 ， 目 前我 国面临 巨大的人 口 压力 ， 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

但还是满足不 了人们逐渐增长的需求 ， 在这种情况下 ， 老龄化增长的速度过快就显

得十分严峻了 ，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 ， 我国老年人所 占人 口 的 比例越來越大 ， 这种

增长速度使我国面临的老龄化带来的 问题会更加突 出 ， 也另世界所震惊 。 在这种情

况下 ， 我国就 出现 了
一

个新的 问题 ， 即
＂

未富先老
＂

。 由于城市和农村之 间在经济

上存在的不 同 ， 农村老龄化的发展是
一

个可怕 的 问题 ， 农村村 民作为我 国人 口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农村老年人的 问题应 该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 同 时与城市相 比 ， 农村居

民的收入要 比城市居 民的收入低得多 ， 并且农村居 民与城市居 民 的收入水平有越来

越大的差距 。 在农村 ， 现在存在大批的农村留 守老人 ， 他们与其他人群不 同 ， 他们

的身 体素质 己经不能与青年人相 比 ， 由 于年龄的增大 ， 身体机能也大不如从前 ， 也

不能像青年人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 ， 这种特殊性 ， 就对他们本身产生很大的 负面作

用 。 农村留守老人本来养老的资金储蓄就相对较少 ， 绝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他们的 円

常生活需要 ， 送种物质资源的严重缺乏使得他们的尘活水平处于贫困 当 中 ， 他们只

能想着如何脱离贫 困状态 。 他们根本没有时 间 去想应该选择什么方式去进行养老

了 。

３ ． ２ ． ２
＂

未备先老
＂

的社会现状

农村留 巧老年人往往可能遇到送样的 困难 ， 邸就是他们还没有相 当充足的 资金

储备就 已经老 了 ， 身体状况
一

天不如
一

天 ， 这与
＂

未富先老
＂

同时存在 。 目 前 国家

对于农村居 民生活方面的投入力度十分不够 ， 农村 留 守老人的生活还是难 Ｗ得到保

障 ， 农 民的收入水平相 比于城市居 民 的收入水平还是有
一

定的差距 ， 这就造成农村

留守老人面临的更大的养老难题 ， 养老 问题的产生就会涉及到
一

系列 问题的产生 ，

给整个农村带来不利的影响 ， 甚至影响对农村整体的发展 ， 阻碍农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 。 送些养老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农村的养老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 ， 并且这些养老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 比

较差 ， 更别说是供老年人娱乐 的基础设施 了 。 其次 ， 在很多专业的服务机构当 中 ，

他们缺乏相应的工作人员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 收费要相对 比较高 。 最后 ， 许多老

人是需要康复护理和在生活上精神上和也理上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人 ， 但是这些人员

的素质并不高 ， 在服务老年人的过程 中 ， 往往为不从必 。 因为上述问题的 出现和不

能及时的解决 ， 农村 留 守老人在需要帮助 的时候只能是依靠家庭的帮助 ， 但是送又

２ ７



与子女不在身边发生冲突 ， 子女也要为 了生计到城市里打工谋生 ，
一

直不能陪在老

人身边 ， 使得农村留守老人面临更大的 困境 ， 所 Ｗ 留守老人只能退而其次的 向配偶

寻求帮助 ， 老年人对此也更是无可奈何 。 这就可 Ｗ看出 ， 经济条件的严重不足 ， 农

村老人会面临越来越多 的 问题 ， 因为村委会根本无法满足老人对于养老服务 的需

求 ， 使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老有所依 ， 这是我们 国家期待加强和解决的重点 。

３ ． ３ 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逐渐下降

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 它是我国农村最传统 、 最

基本的养老方式 。 然而近年来 ，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发展和改变 ， 作

为家庭所能够供给的养老资源越來越少 ， 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 已经开始动摇 ， 农

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 己得到学界的普遍共识 。 而另
一

方面 ， 由于物质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需求也逐渐增大 ， 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

我国农村居民 Ｗ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方式正在面临
一

些挑战 ， 农村大量劳动力流

向城市 ， 小型化的家庭结构 ， 日渐缺失的传统孝文化 。

３ ． ３ ． １ 大规模的青括年人 口流动

改革开放后 ， 我国加快了工业化步伐 ， 农村 出现特别多剩余劳动力 。 根据刘易

斯
——

美 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二元经济模型 ， 发展中 国家存在两个不 同 的经济部 口 ：

一

个是传统农业部 口 ， 其特点是 自给 自足且劳动生产率较低 ， 但同时容纳着大部分

劳动力 ；
一

个是现代工业部 口 ， 生产效率高 、 工资水平高 ， 但缺乏劳动力 。 工业化

时代 ， 农村大量劳动力涌 向城市 。 用廉价劳动力 为现代工业部 口创造利润 ， 这是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 向城市转移的最重要原因 。 送
一

理论可 Ｗ看出 ， 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因此从根本上解释了近几十年 Ｗ来为什

么我国农村大部分人 口不断流 向城市 。 此外 ， 由于农村地区地少人多 ， 有大量劳动

力剩余 。 同时现代化高科技机器设备逐渐代替人工 ， 加上±地可大量承包 ， 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 送些因素导致劳动力不断转移城市 。 因此从根本上动摇 了传统家庭

养老方式的基础 。

３ ． ３ ． ２ 小型化的家庭结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 我国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
一

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 并且

在全国范围 内逐渐实行 。 这
一

政策 旨在有计划的进行生育率调节 。 从而使得人 口 的

结构 、 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变相适应 。 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年轻夫妇只能生育
一

个

２ ８



孩子 。
＂

晚婚 、 晚 育 、 优生 、 优育
＂

的计划化巧观念深入人必 。 很久 的人 曰 数量

过度增长 ， 给社会造成 巨大压力 。 计划生巧政策尖施 ４ ０ 多年 Ｗ来使这种压力得到

有效缓解 。 对中 国特色杜会主义发展事业产生 了 明显的积极作用 。 但是与此 同 时 ，

子女数量快速下降 ， 家庭抚养系数不断提离 。 它对我国人 口 和社会方面的深远影响

巧始逐渐显现出 来 。 计划生巧政策实行后 ， 家庭结构逐渐呈现小型化趋势 。 这直接

导致 了
＂

供养系数和老年赡养系数上升
＂

的严重后果 。 由 于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年

龄越来越大 ，
＂

四 二
一

＂

家庭结构 円 益 凸显 。 这种家庭结构预示着
一

对年轻的父母

通常要在抚养
一

个孩子 的 同时赡养四位老人 。 年轻子女要抽 出更多精力和时间来照

顾四位老人 。 这在无形 中给子女带来经济压力和 负担 。
一

般情况下认为 ， 要维系 Ｗ

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方式 ，
一

个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就是拥有足够数量的子女 。 计划

化育政策的实行 ， 子女数量急剧下降 ， 在这种背景下 ，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更

加 凸显 出 来 。

３ ． ３ ． ３ 日 就缺失的传统孝文化

＂

在美 国 ， ８ ０ ．３％的 男性老人和 ７ ６ ．７％的女性老人都认为在经济方面来赡养老人

是政府的责任 ， 而不是晚辈的责任 。
＂

美 国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化养老模式 ， Ｗ及

美 国人主张
＂

自 由至上
＂

的个体价值观为这种观念的创造 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 但是

在 中 国 ， 发展 中 国家 ，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 尤其是在广大相对贫 困 的农村

地区 ， 情况则截然不 同 。
＂

在不 同社会经济 、 历史和文化的 国家中 ， 老年人在晩年生

活 中所获得的包括在 円 常生活照料 、 经济 、 情感 、 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支持有着截

然不 同的安排 。
＂

中 国 的传统文化特别是 Ｗ儒家思想为核私的文化 ，
一

直秉承
＂

首

善孝为先 ， 孝是诸德么本
＂

的基本原则 。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 著名 的大思想家大教

育家孔子 曾经说过 ：人之行 ， 莫大于孝 。
＂

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 明显体现 了 养儿可 Ｗ

防老的均衡互惠原则 ， 子女具有无条件赡养父母的义务 ， 儿女成为维系家庭和经济

发展共 同体的纽带 。
＂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 源远流长 。 受这种根深蒂 固传统孝文化

潜移默化的影响 ， 赡养老人 ， 孝顺老人 ， 关爱老人
一

直被认为是家庭儿女所要承担

的基本职责 。

但是 ， 近几年來 ， 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 ， 作为儿女的年轻

一

辈 的价值观开始混乱和扭 曲 。 加上时空距离 Ｗ及年轻
一

代与老
一

代之间存在代

沟 ， 种种因素作用下 ， 使得作为晚辈的儿女逐步丧失赡养父母 、 孝敬老人这些最基

本的优秀传统文化美德 。 送种状况在很多农村留 守老人家庭中尤为 明显 ， 很多 的农

村青壮年离开农村进城务工 ， 极少有时间回来看望父母 ， 和 留 守在家的父母相处在

２９



一

起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 ， 甚至有
一

些晚辈不但不赡养老人 ， 也不为年迈多病的父

母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 还有
一

些丧失 了道德标准的儿女在 回家时从來不善待老

人 ， 甚至殴打 、 侮辱老人 ， 使留守老人晚年陷入养老困境 。

３ ． ４ 政府对养老保瞎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还不够

３ ． ４ ．１ 作用有限的养老保障制度

养老保障制度是
一

个广泛的概念 ， 养老保障范围是 比较广的 ， 它不仅包括农村

也包括城市 ， 但是与城市养老保障制度相 比 ，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很不完善 ， 主

要体现在社区 （集体养老 ） 与社会养老保障方面 。

１ ． 社区 （集体 ） 养老

在计划经济时代 ， 社区养老的概念就 已经 出现并开始逐渐实行 ， 但这种养老方

式主要是针对那些 无
＂

老人的 ，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 社区养老 己经发展成为

了 目 前的
＂

五保
＂

制度 ， 五保制度可 帮助五保老人解决赡养难题 。 把
＂

五保
＂

老

人交 由 乡镇的养老院管理 ， 包括为
＂

五保
＂

老人提供生活保障 。 但是 ， 目 前许多乡

镇的养老院的基础设施出现严重不足 ， 而且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 ， 这就

使
＂

五保
＂

老人对养老院的满意度减低 ， 他们认为在家养老比住院养老更舒适轻松 。

目 前对于
＂

五保
＂

老人来说 ，
＂

五保
＂

制度主要是对那些没有子女 、 经济条件差的

老人提供的最基础的社会救济 ， 其保障对象比较单
一

， 水平相对来说也不高 。 从
一

定意义上讲 ， 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救助 ， 并且养老 内容也十分不完善 ，

因而 ，
＂

五保
＂

制度有其 自 身 的局限性 ， 与社区养老的概念还有很大的不 同 。 与农

村相比 ， 城市的社区养老发展是十分迅速的 ， 是老年人比较认可和接受的
一

种养老

方式 ， 而且对于城市的老年人来说 ， 他们能够享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专业的服

务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 ， 他们的养老资源与农村相 比是十分丰富 的 。 社区养老在许

多城市的老年人看來 已经成为 了 比较好的养老方式 ， 这与农村的社区养老形成鲜明

的对比 。

２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随着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 社会化养老是
一

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 它是社会

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 在农村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正在如火如茶的开展 ， 这

项制度在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 ， 内容规定 ， ６０ 岁 ｔＵ上的老年人可 ＾＾Ｊｌ每月领取 ５ ５ 元 ［＾ｉＪ：

的基础养老金 ， 这在农村受到 了老年人的
一

致认可 ， 作为
一

项基本的养老保障 ， 它

对保障农村老年人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这项制度还存在着
一

些问题 ， 没有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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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满足农村人的需求 ， 对于那些激发农民早缴费 多缴费 的政策没有起到
一

定 的激

励作用 ， 农 民们普遍认为 ， 多缴费也不能使他们领取的养老补贴增多 ， 所 Ｗ他们 出

于理性的思考 ， 仍然选择最低 的缴费档次 。 但是 ， 即使高缴费与财政补贴的支持也

不能使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得 Ｗ提升 ， 这样农 民对于参加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热

情就会降低 ， 目 前还有绝大数的农村老年人选择不参加新农保 ， 还是依靠±地和 自

己的儿女养老 。

３ ． ４ ． ２ 发展滞后的养老服务业

当前我国 已经进入 了严重的老龄化社会阶段 。
＂

老龄化
＂

危机 日 益 凸显 。 因此

而产生 了 巨大的养老服务方面的需求 。 然而我 国 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还十分滞后 ，

存在养老服务业供求不平衡现象 。 与城市相 比 ， 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无比缓慢 。 首

先 ， 这
一

产业发展 ， 需要 国家 、 社会大量资金投入 ， 经过很长
一

段时间才能得到回

报 。 同时 ， 留 守老人经济实力不足 ， 导致社会各界民间 资本不愿意进入该行业 。 这

种现状造成 了 非常严重的后果 ：
一

方面 ， 农村 留 守老人迫切需要经济支持 ， 円 常生

活照料 、 精神慰藉 、 医疗保健等服务 ， 而另
一

方面 ， 技些提供相关服务领域的供给

主体却极其缺乏 ， 致使服务领域经济发展缓慢 。 这
一

矛盾的产尘 ， 从根本上充分显

示 了 ， 国家及政府应该积极投入到养老服务事业 当 中 。 首先 ， 不断建立完善养老服

务业政策体系 。 在此同时 ， 加大资金投入支持 ，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和 民营企业的积

极作用 ， 來逐巧发展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业 。 使得养老服务业能为 留 守老人提供全方

位 、 多层次的服务 ， 来满足 留 巧老人的养老保障 。

３ ． ４ ． ３ 尚不健全的法律支撑体系

我国就制定和 出 台 了有关留守老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 ， 并且取得 了
一

定

的成绩 。 最早 的
一

部相关法律是 １ ９９６ 年颁布实施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 该法规

子女应 自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 ， 提供老年人有关经济 、 照料 、 精神等方面的家庭

保障 。 这Ｗ后 ， 从中央到地方颁布各项与老年人权益相关的各种法规 。 ２ 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号 ， 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正式实施 。 此法在原有法律基础上作 出重要

修改 。 该法规定 ：
＂

家庭成员应 当关必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 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 应 当经常看望或者 问候老年人 。
＂

此法说明经常回

家看望老人不仅是子女道德修养的
一

种体现 ， 也是法律现有的 明文规定 。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的不足之处是立法层次低 、 立法层次无序 ， 立

法主体也相对混乱 。 有的立法仅仅是
一

些指导性条款 。 由于经济不断发展 ，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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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步伐 日益加快 ， 越來越多的年轻子女选择进城务工 ， 把老人留在家中 ， 与 留

守老人相处的时间极为有限 ， 不能为老人及时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 使得家

庭养老保障功能逐渐弱化 。 然而 ， 国家提供物资帮助的渠道有限 ， 承担物资帮助义

务的主体不能落实 ， 当 留守老人在生活中遇到经济 、 医疗 、 照料 、 精神等困难时要

寻求帮助却很难找到能够及时提供帮助的物资供给者 。 留守老人是农村老人中不容

忽视的
一

部分弱势群体 ， 他们年事 已高 ， 体弱多病 ， 子女不能在身边照顾 ， 生活来

源渠道单
一

， 经济水平低 。 更要强调的是 ， 近年来政府面对老年人出 台 了
一

些相关

法律 、 文件 。 但这些法律 、 文件相对来说比较宏观 、 零散 、 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值得
一

提的是 ， 到 目 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 台
一

部专口针对留守老人尤其是农村留守

老人的法律法规 。 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的法律支撑体系依然不健全 。

３ ． ４ ． ４ 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不足

财政支持是任何
一

项社会政策能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 。 对于经济收入偏低 ，

经济来源更是狭窄的农村留守老人来说 ， 其养老保障的发展和有效运行更是迫切需

要政府财政作为支持 。 但是长期 Ｗ来 ， 我国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的资金投入力度不

大 ， 资金水平过低 ， 农村养老保障基金来源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现象 。

据了解 ， 个人缴纳养老金和传统农村的集体补助是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的重要来

源 。 然而 ， 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来源渠道非常有限 ， 老人本身来缴纳养老保障基金

的能力 明显不足 。 从 Ｗ上调查结果可Ｗ看出 ， 农村留守老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是来

源于 自 己和配偶的劳动所得 ， 而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年龄的增长 ， 身体健康状况越来

越差 ， 很多老人的劳动能力逐渐减弱甚至丧失 ， 通过 日常生产劳动所能获得的经济

收入就十分有限 。 近年来 ， 国家逐渐加大 了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

比如 ， ２００９ 年开始试点 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广大农村正在推行的新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 ， 政府对此不仅提供
一

些相关的政策支持 ，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此进

行了
一些财政补贴 ， 这使得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得到 了
一

定的保障 。 但是 ， 同时这

些制度也规定农民个人需要参与缴纳
一

定 比例的费用 ， 而在我国大部分发展相对落

后的农村地区 ， 个人和集体的缴费能力和缴费水平非常有限 ， 农村留 守老人尤为突

出 。 与此同时 ， 我国政府财政补贴的金额比例较小 ， 我国农村居 民 ， 特别是收入渠

道狭窄 ， 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村留守老人 ， 参加这些制度的积极性就千分有限 ， 甚至

大打折扣 ， 这也就违背了我国政府最初建立送些制度的初衷 。

另外 ， 作为重要责任主体的政府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资金支持方面 ， 不仅要提

供其有限的物质和金钱 ， 还应该投入相关的资金和技术来引 导和扶持农业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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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真正做到
＂

授人 ｗ鱼不如授人 ｗ渔
＂

。 近年来 ， 我国政府十分关注农业经济的

发展 ， 对于发展相关农业也提供了相 当多的资金支持 ， 但是对于年事 已高 ， 劳动能

力逐渐丧失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关注度还不够 ， 到 目 前为止并没有相关的资金支持来

帮助 留守老人增加农业收入 ， 进而增加其经济收益 。 因此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的资金

来源十分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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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的相关对策

４ ．１ 强化政府的主导功能

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责任主体 ， 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 同时关注 民生问题 ，

解决社会矛盾 。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 国家应该通过资金支持 、 制度建

设 Ｗ及法律保障等方法和措施来解决农村 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 问题 ， 从而切实有效

地提髙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 。

４ ． １ ． １ 逐步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 问题 ，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解决 。 国家应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 ， 促进农村的经济结构转型 ， 増加农村居 民的收入来源 ， 使更多的务工子

女选择留在家乡发展 ， 让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得到充分缓解 。

党的十八届Ｈ中全会指出 ， 要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确认±地流转 ， 建立市场统
一

、 公平共享增值收益的止地

制度 ， 从而提高农村±地的利用率 。 当地政府要在党中央规定的基础上 ， 根据本地

政府的实际情况 ， 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不断引导乡镇企业快速发展 ， 在
一

定程度上对乡镇企业进行资金支持 ， 増加农村居 民就业岗位 ， 吸引越來越多的在外

务工子女回乡工作 。

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 政府不能仅依靠传统农业 ， 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 使

农村经济结构多样化 ， 通过创新 ， 开发具有当地特点的项 目 ， 对于乡镇企业也要学

会开发创新应对挑战 。 政府鼓励农民多学习优秀企业的的先进的技术水平 ， 提高 自

身 的的技术创新能力 。 回到乡镇后 ， 利用创新和先进的技术支持 ， 促进当地乡镇企

业高效快速发展 。 另外 ， 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周边地区不断开展 ， 政府应该拓展农村

村 民的就业信息渠道和信息交流平台 ， 实行优惠的政策使农民能够顺利就业 Ｗ及子

女回 乡就业 ， 自 主创业 ， 从而提升老人生活质量 ， 有效解决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 。

４ ． １ ． ２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 乡 差距

伴随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 日益丰富和完善 ， 社会

保障多元化 ， 保障范围不断扩大 。 社会保障制度在很长
一

段时间 内无法使城乡之间

实现公平 、 均衡 。 但是政府要 １＾＾１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为 出发点 ， 来制定城市和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 。 为统筹城乡发展 ， 实现科学发展 ， 提高发展水平 ， 社会保障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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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要体现公平 ， 农 民不会因 为受到歧视区别对待 ， 只有通过公平的方式才能使城

市和农村的差距变小 。

社会保障只有通过公平的方式减少城市和农村 的差距 ， 社会保障制度乂能得 Ｗ

改善 ， 国家处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耍在 Ｗ下方面做到适 当 的平衡 ： 农村低保 、 新

农村社保 、 新农村合作医疗 。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平衡 ， 处理

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 农村社会救济及新农村合作 医疗与农村医疗救济等方面的平

衡 ， 使各制度之间可 Ｗ共 同进步 、 共 同发展 ， 能够使农村社会保障整体的效果和水

平得 Ｗ提升 。

对于农村留 巧老人的特殊性 ， 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制定要注重 向他们倾斜 ， 政府

应该建立农村 留 守老人的专项基金 。 政府提供主要部分资金 ， 同 时要引 入社会资金 ，

这样才能使农村 留 巧老人能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 即 向社会各界多渠道筹集资金 ，

借助社会的支持力量来使留 巧老人养老保障得到进
一

步改善 。

４ ．１ ．３ 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金补助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我国 的
一

项农村保险制度 ， 可

Ｗ帮助政府解决农村面临的养老难题 ， 它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支 出和农 民 自 主缴费

的形式 ， 对于未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 ６ ０ 岁 １＾ ＞１上农 民提供资金保障 。 老年人每

个 月 都能在政府领取 巧 元 ， 当地政府依据 自 己的财政水平和条件对农 民进行补助 。

目 前 ， 农村 留守老年人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 收入来源渠道单
一

， 本身经济能力

有 限 ， 所 个人缴纳 的养老金费用非常有限 。 政府的财政补贴是锦 山镇农 民们养老

金主要来源 ， 由于当地政府对新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有限 ， 资金匿乏使农村新

型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不够 ， 使得大多数农 民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热情不高 。 这

对 当地政府是
一

种警示 ， 在发展 当地经济的 同 时不能忽略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建

设 。 当地政府应该从 民生的角度 出发 ， 通过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水平 ，

使得农村留 守老人能够领取更高的补助金 ， 因 为他们相 比其他人来说 ， 困难更多 ，

更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 政府应该根据农村 留 巧老人的实际情况 ， 制定 出
一

定的

标准 ， 针对贫困 的情况 ， 发放相应的补助金额 ， 这不仅能保障贫困农村 留 巧老人的

生活水平 ， 还促进农村养老保障 问题的顺利解决 。

４ ．１ ． ４ 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监督机制

调查 中发现参与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村留 守老人并不多 ， 参保意识普遍偏

低 ， 这与 当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完善有直接关系 。 因此为 了确保新农村合作医疗

３ ５



能够在赤峰市锦 山镇顺利实行 ， 当地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 ， 当地可 ｗ根据在 国家相

关政策的引 导下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过程中 的每个环节进行监督 。 监督机

制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同 时要具有 当地的特色 ， 防止有不利于农村 留 守老人利益

的事情发生 ， 对于有损老人利益 的情况要通过法律予 Ｗ严惩 ， 切实保障农 民真正享

有医疗保障的权利 。 对于监督机制实施的过程中 出现的 问题 ， 要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

相应的解决办法 ， 使得医疗保险能真 Ｉ Ｆ． 解决老人看病难的 问题 。

当地政府也要从村 民实际角度 出 发 ， 成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整个过程进

行监督的小组 ， 成员应该是 由 能够发现 问题的村 民组成 ， 这样在实行监督的过程中

才能及时发现 问题 ， 例如 ， 由村 民组成的监督组可 Ｗ在筹集和使用 资金方面 、 工作

人员 的专业水平和态度方面 、 服务的项 目 和水平方面进行监督 。 对于监督的结果要

信息公开 ， 对合作医疗的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进行及时公开 ， 让参保和未参保人员

都能获悉新农合的实际运斤现状 。 对于新农村合作医疗运行中 出现的
一

些不合法不

合理行为要进行严惩 ， 包括不合理收 费 、 不合理检查 、 不合理用药 、 不合理治疗 Ｗ

及盲 目 引导患者消 费 ， 提供不规范服务等现象 。 监督小组要勇于承担这份使命和义

务 ， 对于各种不正当 的行为应该及时提出并指正 ， 这样才能发现在工作 中有问题的

地方 ， 能够帮助他们及时的纠 正错误 ， 改善服务水平 ， 才能简化农 民 的看病手续 ，

提同看病效率 ， 特别是能够帮助解决农村 留 守老人看病难题 ， 为提局农村留守老人

参保意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４ ．１ ． ５ 探索多种养老方式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

由于子女进城学习 、 工作 ， 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动摇 。 老人们 由最初依

靠子女养老转 向依靠 自 己养老 。 农村 留 守老人的养老问题越來越引 发社会的关注 。

政府应该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 大力发展和支持多种养老方式 ， 为农村老人提供

更多 的选择 ， 解决他们面临 的 困难 ， 同 时要倡导
一

种孝道文化和Ｗ尚 ， 让子女和社

会对老年人提供更多 的关怀和爱护 ， 这样老人才能安度晚年 。 居家养老是家庭传统

养老的主要方式 ， 但是在针对农村养老 问题的过程中机构养老也应该起到
一

定的作

用 。 锦 山镇应该根据 自 身 的实际情况 ， 同时要学习其他地区 的有利于农 民的政策建

议 ， 在引导老年人家庭养老来保障老人物质需求和精神慰藉的过程中 ， 鼓励和支持

农村机构养老的发展 ， 丰富养老模式 。 居家养老作为
一

种传统的养老方式是政府组

织专 口服务小組 ， 在某个特定时期來满足农村 留守老人对生活 、 文化 、 精神等各方

面需求 ， 这些服务基本涵盖 了 老年生活的各个方面 ； 机构养老是指当地政府 向社会

各界筹集资金 ， 创办乡镇养老院等服务机构 ， 解决老人养老 问题 ， 改善老年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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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化老人安享晚年 。 北京市政府建设
＂

星光老年之家
＂

，
基本每个星光老年之 家

都有Ｈ室
一

场
一

校设施 。 锦 山镇政府通过借鉴 ， 从 自 身 实际 出 发 ， 建立专 口 的老年

机构 。

此外 ， 政府应建立农村 留 守老人关爱服务小组 ， Ｗ鼓励社会志愿者和工作者参

加进來 ， 每隔
一

段时间 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 包括农业化产劳动 、 生活照料 、

Ｗ及丰富娱乐项 目 使他们精神得到慰藉 。 对于农村留 守老人来说 ， 关爱服务小组是

必不可少的 。 构建新型养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 困境 。

４ ．１ ． ６ 大 力 弘扬 中 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

作为子女 ， 赡养老人是子女必须具备的责任和应当承担的义务 ， 同时也是
一

种

道德的约束力 。 中 国 自 古 Ｗ来 Ｗ德治 国 ， Ｗ孝立家 ， 也是 中华 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

的传统美德 ， 为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 的精神支撑 。 我国 国家领导人

指 出 ， 孝敬老人作为 中 华 民族的优 良传统 ， 应该得到大力发扬 ， 这也是 中华文 明 的

象征 。 通过媒体报道可 Ｗ看 出农村很容易发生子女不孝顺老人的现象 ， 込对于农村

留 守老人来讲更是
一

个打击 ， 政府针对这
一

问题应该有所作为 ， 大力宣传和鼓励孝

道文化 ， 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转变原來固有思想 ， 自 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

务 。

政府要大力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 ， 大力 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 ， 这时候

就需要社会舆论的作用 。 媒体可 Ｗ通过对于孝敬老人的实际案例进行报道 ， 政府也

可 Ｗ制作
一

些孝道的宣传片呼吁公 民孝敬老人 ， 同 时对于孝敬老人的优秀人物进行

奖励 ， 在宣传组织方面 ， 政府可 Ｗ通过
一

系列活动帮助子女进行孝道教巧 。 其次是

政府也在各个村委会巧展宣传教巧的专题活动 ， 使村委会人员能够相互交流 、 各抒

己见 ， 创新教育宣传 内容 ， 使村 民能够全面理解孝道的重要性 。 然后让村 民 自 主传

播 、 互相传播孝顺的文化 ， 奖励典型人物 ， 让他在村 民 中起到带头作用 ， 从而做到

在全村范围 内 形成
一

种独有的孝道文化 ， 同时村干部也应该从我做起 ， 成为村 民学

习 的典型 ， 起带头作用 。 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 ， 使得农村留 守老人能够度过
一

个愉

快祥和的晚年 。

４ ． １ ．７ 加大财政投入巧进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

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中 ， 精神保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 有利于农村 留 守老人

也里的健康 ， 国家必须把精神保障的解决放在关键位置 。 据调查可知 ， 农村老年人

缺少老年活动 中也 ， 村委会几乎没有组织过老年人的娱乐活动 ， 有些农村留 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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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都不知道村委会有这项职能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精神生活质量 ， 使农村留

守老人获得的精神慰藉十分匿乏 。

为 了进
一

步解决这个问题 ， 当地政府可 Ｗ投入大量的资金 ， 促进农村硬件的改

善 。 政府的财政资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 另
一

方面村委会积极组织筹集
一

部分资金 ，

这样既能够实现农村地区 电视 、 电话信号的全面覆盖 ， 方便与外 出务工子女时刻

保持联络沟通 ， 还可 Ｗ及时 了解社会信息 ， 丰富 了 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 留 守

老人的增多 ， 老人难免有孤独感 ， 这时老年人所在的村委会和村政府就要针对此建

立老人活动中也 ， 丰富老人的文娱活动 。 比如农村老年人图书室 、 象棋室的修建 、

相关健身器材的安装 、 农村老年人秩歌队和舞蹈队的组建等等 ， 积极开展各种有益

于农村留守老人身必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 在
一

定程度上减轻留 守老人对子女过度

的精神依赖 ， 并且丰富 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 ，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 从而使老年的孤

独感和必理 问题得 Ｗ解决 。

４ ． １ ． ８ 创建专 口 的农村留守老人信息数据库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 了 当下社会的进步 ，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

展 ，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 了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 ， 因此健全与完善政

府信息化系统为解决农村老人留守 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化的有效信息 ， 保证 了信息

的时效性和完整性 ， 可Ｗ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建立专 口 的农村留守老人资源数

据库 。 我国是农业大国 ， 农村地区人 口相对较多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农村人 口

的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 ， 目 前还没有建立
一

个系统的 、 覆盖全面的农村留 守老人资

源数据库 ， 因此 ，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需求信息的掌握较为滞后 ， 很难及时地帮助

农村留守的老人满足需求 ， 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 。

建立和完善农村留守老人资源数据库 ， 不仅可 Ｗ使相关的政府部 口及时 了解和

掌握留守老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家庭基本情况 Ｗ及养老需求各方面信息 。 Ｗ便于对

留守老人的基本信息进行实况更新和资源信息共享 ， 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 ， 切实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实际的 困难 。 同时还可 将数据库 内农村留守老人的信息进行分

类汇总 ， 集中 资源优势为农村留守老人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和社会保障系统 。

同时还可 Ｗ为那些具有特殊困难的农村留守老人 ，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 从

而更好的解决他们的实际 问题 ，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水平 ， 对养老保障 问题的进
一

步解决具有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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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保持家庭的基础作用

单纯的依靠政府职能部 口 的 力 量是不能完全解决农村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 ，

家庭虽然是社会最小 的单位 ， 但在对个人的发展和成长 中 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 。 自 古

Ｗ来 中 国就是典型的
＂

家庭型
＂

社会 ， 因此 ， 在解决农村 留 守老人 问题方面 ， 家庭

成员之间 的帮助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 子女是为老人提供养老保障的主体 ， 因此他

们是解决农村 留 守老人问题直接力量 。

４ ．２ ． １ 积极参加各种増强就业能 力 的培训指导活动

目 前 ， 大多外 出 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行业偏重于工厂制造业 、 服务行业 、 建筑行

业等 ， 由 于受到知识 、 技术等方面的 限制 ， 他们的就业领域狭窄 ， 就业水平低 ， 基

本都是
一

些简单的体力 劳动 ， 而且劳动的难度和强度较大 ， 工作时间和周期特别长 ，

获得的劳动报酬相对较少 ， 从而直接影响 了 外 出 务工子女的收入水平 ， 从而影响农

村 留 守父母的生活质量 。 因此 ， 外 出 务工子女耍积极参加符合 自 身条件的相关就业

指导培训 ， 完善 自 身知识结构 ， 提升 自 身技术水平 ， 根据 当地政府制定 的相关政策 ，

抓住创业就业机会 ， 尽可能的在 自 己的家乡就业 ， 为 留守老人提供更多 的保障 。

当地政府为 了 留住农村人力 资源 ，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 当地农 民就业 ， 每年巧

展实用技术培训 ， 对于农作物生产 、 养殖业等方面不断推出技术指导培训 ， 积极鼓

励农 民 自 主创业 ， 回 乡就业 。 这样 ， 外 出 务工的子女可 Ｗ通过不 同的培训途径 ， 依

据 自 身 的实际情况 ， 积极参加适合 自 己的培训课程 ， 转变 自 己固有的就业观念 ， 理

性的选择回 乡创业 。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建设的不断改革发展 ， 需要吸引 当

地的人才留在农村 ， 为农村的建设提供更多 的劳动力 。 同时政府也在 出 台 多元化的

就业政策 ， 鼓励外 出 务工的人员能够回 乡发展 ， 这不仅可 ＾ ？带动 当地经济的发展 ，

还为广大的外 出 务工人员提供更为稳定的就业机会 ， 增加个人收入 ， 从而提升农村

留 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 也方便照顾老人晚年生活 ， 使老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得

到有效供给 ， 解决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方面的难题 。

４ ．２ ． ２ 自 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

我国法律法规对子女做 出 了 具体的规定 ，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

一

项责任 ， 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有利于我国实现社会的 团结和稳定 ， 我们应该正确

理解赡养这个词 的真正含义 ， 赡养不仅需要子女为老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 同时也

需要关注老人的精神和也理健康 ， 使它们能够得到关爱 ， 也里得到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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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现实情况是 ， 许多农村青年人大多选择进城工作 ， 他们大多 的文化层次

比较低 ， 所赚取的收入不高 ， 除 了 要满足 自 己的生活需要之外 ， 能给老人提供的经

济帮助少的可怜 ， 同时 由于大多数农村子女对于赡养老人的意识观念不足 ， 不但不

赡养老人 ， 还就财产 问题与老人争辩不休 ， 有时事态发展成为
一

场闹剧 ， 在村里造

成了许多不 良的影响 。 另
…

方面 ， 子女在城市里生活久了 ， 忙碌的工作和生活 己经

使他们筋疲力尽 ， 他们很少有闲暇时间与老人沟通感情 ， 为 了生存 ， 他们也不得不

外出打工 ， 这也造成 了 留 守老人的养老难题 。 宵守老年人每个月 由于只有相对有限

的收入 ， 他们很容易 陷入贫困 ， 生活中十分艰辛 ， 生病 了 ， 也几乎没有子女在身边

照顾 ， 根本得不到
一

定的保障 ， 更别说是精神上的满足了 。 在国家的最新法律规定

上 己经要求在城市打工的子女应该关注 自 己父母的精神生活 ， 给予老人更多 的关

怀 ， 还应该多抽 出 时间和精力定期回家看望 自 己的父母 ， 使老年人能够安享 自 己的

物质生活 ， 同时也能够有
一

个快乐健康的精神生活 。

４ ． ２ ． ３ 尽可能创造接老人进城的有利条件

目前的家庭结构还是 Ｗ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 ， 据专家估计 ， 这种养老方式还会

继续在中 国传承下去 。 家庭养老主要依靠子女对老人的照顾 ， 但 由于现实条件的不

准许 ， 许多农村子女进城务工 ， 忙碌的工作使他们 自顾不暇 ， 再加上与老人相隔很

远的距离 ， 根本做不到对老人的照顾 ， 为老年人尽孝 ， 所 Ｗ ， 国家和政府要针对送

一

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 使老年人能够尽可能的在城市里生活 ， 缩短与孩子的

距离 ， 使子女能够在老人身边尽孝 。

把 自 己的父母接到城里来照顾对于赡养老人是十分有利的 ， 因为城市的基础设

施相对比较完善 ， 医疗条件也 比较好 ， 在老人生病的时候能够更好地为老人进行治

疗 ， 使子女减少对于父母生病的担忧 ， 但是这个方法也有它 自 身 的局限性 ， 只能是

满足在城市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子女 。 这些子女毙借 自 己的努力在外学习 ， 文化

素质比较高 ， 能够赚取更多 的收入 ， 他们的生活 比较富裕 ，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 他

们才有可能把父母接到城市里生活 ， 但是对于那些生活水平 比较差的子女来说 ， 就

没有这种接父母到城里生活的便利条件了 。

４ ． ３ 积极挖掘老人的 自身优势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 ， 政府的政策和子女的帮助只是
一

个方面 ， 对

留 守老人来说他们必须要有
一

种 自 我养老的观念和意识 ， 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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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４ ． ３ ． １ 逐步转变完全依赖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

受 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
＂

养儿防老
＂

、

＂

积谷防饥
＂

的思想
一

直深入人必 ， 中

国 自 古 Ｗ来就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对老人进行养老 ， 这种思想 己经在 中 国人屯 中根深

蒂 固 。 据调查 ， 农村 留 巧老人大多数都想 自 己年龄大 了 ， 屯、灵也很空虚 ， 身体机能

也下降 了 ， 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儿女的照料和陪伴 ， 自 己的晚年生活能和子女在
一

起 ，

对子女显得过于依赖 。 在子女面临着 巨大的养老压力 的过程中 ， 父母还是坚持子女

在家进行照顾 ， 这 已经不符合实际 ， 还会造成子女的反感 ， 如何使进城打工的子女

能够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 ， 从根本上提升农村 留 守老人的生活质量 ， 在依靠

政府和儿女的 同 时 ， 还耍从家庭 内 部做起 ， 从留 守老人 自 身做起 ， 化解养老所带来

的压力 。 留 守老人年龄化对较低者应根据 自 己的身体机能 ， 在可承受的范 圃 内 参加

一

些体力劳动 ， 增加
一

些农业收入 。 这样既可 Ｗ减轻子女的压力和负担 ， 而且 留 巧

老人身体也得到 了很好的活动和锻炼 。 留 守老人年龄相对较长者 ， 身体状况不好 ，

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 他们没有必要再做体力劳动 了 ， 他们可 Ｗ根据 自 己±地的大

小合理评估±地的价值 ， 把 自 己的±地承包给别人 ， 这样他们就有 了 自 己的收入 ，

利用送份收入 自 己在家养老 ， 减轻外 出务工子女的经济负担 。 另外 ， 留守老人也应

该转变
一

些传统的落后的观念和老旧 的思想 ， 应该给予子女更多 的理解与支持 ， 让

他们能够在城市安私的工作 ， 留巧老人要学会独立 自 主的养老 ， 积极挖掘老人 自 身

优势 ， 对于解决农村 留 巧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具有很大帮助 。

４ ．３ ．２ 巧极参加 当地政府组织的各种精神娱乐活动

由于村里 的经济条件有限 ， 文化娱乐设备资源缺乏 ， 也很少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

再加上农村 留 守老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 甚至
一

部分 留 巧老人根本不识字 。 这时

他们的生活苦闷 ， 没有化活乐趣 ， 他们最主要的快乐来源就是在家看 电视 、 听广播

或在 田 间进行体力劳动 ， 还有
一

部分老人把照顾孙辈作为 自 己生活的唯
一

乐趣 ， 他

们很少 出家 口参加娱乐活动 ， 大部分的精神尘活都是依靠电话与子女沟通 。 有些村

里的 留守老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村子还有文化娱乐活动 ， 有时候举办 了这些活动 ， 他

们也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参加 ， 这不利于老年人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 再加之子女不

在身边 ， 他们的精神生活 已经难 Ｗ满足 。 因为儿女几乎常年不在老人身边 ， 即使回

家探望 ， 和老人相处在
一

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 由于平时在外工作繁忙和老人电话

沟通的时间也较短 。 所 Ｗ要提升留 守老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 子女的关怀只是
一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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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也要定期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 ， 加强对该些活动的宣传 ， 鼓励动员

老年人多参加活动 ， 加强他们之间 的相互交流与沟通 。 丰富 自 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

来充实 自 己的精神世界 。

各具特色的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不仅能给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多乐趣 ，

在
一

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他们也里的健康问题 ， 使他们的孤独感降低 ， 通过外出参加

活动 ， 他们就不会像原来那样
一

味的在家里等候子女的电话 ， 想外 出务工的子女 。

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活动可 Ｗ使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 。

４ ． ３ ． ３ 发挥主观能动性Ｗ减轻 自我孤独感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普遍感到孤独 ， 寂寞 ， 情绪低 。 对于 留守老人

来说 ， 他们的收入来源单
一

， 生活相对贫困 ， 又没有子女在身边照料和精神慰藉 ，

这些生活 问题在无形中影响着留守老人的必理情绪 ，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必里难免

有失落感 ， 这就需要老年人能够 自 己调整 自 己的必态 ， 帮助 自 己走出也里的那道坎 ，

而不是
一

味地要求子女的关怀。 对于 留守老人来说 ， 他们必须在 自 身方面进行转变 ，

发挥 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 ， 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 减轻孤独寂寞感 。

农村留守老人要想从根本上树立正确养老观 ， 必须转移 自 己的注意力 ， 不能
一

味的把时间和精力放在 自 己的子女身上 ， Ｗ子女为 中也 ， 而不关注 自 己的生活状况

和必理状态 。 老人应该减少对子女的依赖程度 ， 主动接受子女外出打工的事实 ， 把

精力多分散到其他事情上 ， 避难不 良情绪的产生 ， 只有送样 ， 才能使 自 己的孤独感

逐渐减弱 ， 丰富 自 己的精神生活 ， 为生活增添乐趣 。 因此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 ，

要学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 积极合理调整 自 己的也态 ， 平时多与 自 己的 内也交流进行

自我调适和 自我安慰 ， 要有
一

种健康 向上的也态 ， 积极地转变 自 己的原有的不 良也

理状态 ， 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 。 留守老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可 减轻 自 我孤独

感 ， 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面貌 ， 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 对解决农村 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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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 ， 工业化 、 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 ， 越来越多 的年轻

子女选择进城务工 ， 导致留 守老人数量 Ｆ１ 益攀升 。 我国 已经迈入人 口 老龄化社会 ，

随着年龄增长 ， 留 守老人身体机能逐渐下降 ， 很难从事重体力劳动 ， 因此老人在经

济供给 、 生活照料 、 医疗卫生和精神慰藉等方面遇到的 问题给我国农村依靠家庭和

±地养老的传统保障方式提 出 了 新的挑战 ， 因此如何解决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 问

题 ，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 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问

题 ，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进步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

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和访谈 内 容 ， 在原有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 内 蒙古赤

峰市锦 山镇农村留 巧老人的养老保障现状进行研究 ， 具体分析了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

题 ， 主要包括经济供给不足 ， 生活照料缺乏 ， 医疗保健欠缺 ， 精神慰藉满意度低和

养老保障覆盖面窄等方面 。 并且从±地保障功能弱化 ， 家庭保障功能下降 ， 政府政

策及支持力度不够及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等角 度认真剖析 了 养老保障 问题产生的原

因 ， 在此基础上针对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 留守

老人养老保障存在的 问题 ， 真正帮助老人老有所养 ， 老有所依就必须从政府 、 家庭

和老人 自 身Ｈ方面入手 ， 即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 保持家庭的基础作用 ， 积极挖掘

老人的 自 身优势 。

总之 ， 有效解决我国农村 留 守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 因此国家 ， 政府和全体社会成员都应积极参与进

来 ， 集思广益 ， 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 ， 通过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 ， 为提高农村 留 守老

人生活质量 ， 解决养老保障难题做 出积极贡献 ， Ｗ期早 Ｈ 实现城乡 社保统筹 ， 有效

促进城镇化 、 工业化 、 现代化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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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１ 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 ：


农村留 守老人养老保障调 查 问卷

尊敬的先尘 ／女± ：

您好 ！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 的调 查活动 ！

本次调查的 目 的是 了解农村留 巧老人养老保障状况 ， 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和

帮助 。 您的回答将采联匿名方式 ， 您只需在最符合您想法的答案的序号前打

＂

Ｖ
＂

或者在
＂

＿＿＿

＂

上填写适当 内 容 。 所有资料将会严格保密 ， 请不要有任何顾

慮 。

衷必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

祝您生活芙满 ， 全家幸福 ！

让宁大学

调查时间 ：年 月 円

一

、 个人基本情况

１ 、 您的性别 ； （ １ ） 男 （ ２ ） 女

２ 、 您的年龄

３ 、 您的受教育程度


（ １ ） 小学及 Ｗ下 （ ２ ） 初中 （ ３ ） 高中或中专 （ ４ ） 大专及大专 Ｗ上

４ 、 您的婚姻状况为 ： （ １ ） 未婚（ ２ ） 有配偶 （ ３ ） 丧偶

二 、 家庭基本情况

５ 、 您是否有子女 ？ （ １ ） 有 （ ２ ） 没有

６ 、 您有几个子女 ？（ １ ） ０ （ ２ ）１ （ ３ ）２ （ ４ ）３

（ ５ ）４ 个及 Ｗ上

７ 、 您个人
一

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 １ ）２ ０００ 元 Ｗ下 （ ２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元

（ ３ ）３ ００ ０
—

４ ００ ０元 （ ４ ）４ ０００
—

５ ０ ００元 （ ５ ）５０００元 Ｗ上

８ 、 您个人
一

年的总支出大概是多少 ？ （ １ ）２ ０ ００ 元 Ｗ下 （ ２ ）２ ００ ０ ３ ０ ０ ０ 元

（ ３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元 （ ４ ）４ ０００
—

５ ０ ００元 （ ５ ）５ ００ ０元 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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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养老现状

９ 、 您现在的居住方式是哪种 ？

（ １ ） 与子女 同住 （ ２ ） 与配偶 同住 （ ３ ） 独居（ ４ ） 在养老机构居住

１ ０ 、 您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

（ １ ） 劳动收入 （ ２ ） 子女资助 （ ３ ） 往年储蓄 （ ４ ） 社会保险

（ ５ ） 退休工资 （ ６ ） 政府或集体救济 （ ７ ） 其它

１ １ 、 您主要的支出是 （ ）

（ １ ） 日 常生活 （ ２ ） 医疗费用 （ ３ ） 生产支出 （ ４ ） 孙子女花费

（ ５ ） 文化娱乐支 出

１ ２ 、 您每月 的收支关系是

（ １ ） 收大于支 （ ２ ） 基本持衡 （ ３ ） 收不抵支

１ ３ 、 您的 日 常生活主要依靠 提供生活照料 ， 生病时主要依靠

提供

生活照料

（ １ ） 自 己 （ ２ ） 子女 （ ３ ） 老伴

（ ４ ） 亲友 （ ５ ） 邻居 （ ６ ） 雇人

１ ４ 、 您的生活 自理程度是 ０

（ １ ） 能 自理并参加生产劳动 （ ２ ） 能 自理不参加生产劳动

（ ３ ） 不能 自理依靠他人 （ ４ ） 能 自理但仅可 Ｗ做较轻的家务劳动

１ ５ 、 您的健康状况 ？——

（ １ ） 健康 （ ２ ）
—

般 （ ３ ） 患有慢性病 （ ４ ） 严重疾病（ ５ ） 其他

１ ６ 、 平时有病 ， 去哪里看病 ０

（ １ ） 村卫生室 （ ２ ） 镇医院 （ ３ ） 县医院及 Ｗ上医院 （ ４ ） 不去看

１ ７ 、 您每年的医疗费 ？

（ １ ）１ ０００元 Ｗ下 （ ２ ）１ ００ １
—

１ ０００元 （ ３ ）２００ １—３０００ 元 （ ４ ）３ ０００元 Ｗ上

１ ８ 、 您平时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是 ？

（ １ ） 看 电视、 看戏（ ２ ） 听收音机（ ３ ） 做家务 （ ４ ） 打牌 、 打麻将或下棋

（ ５ ） 串 口聊天（ ６ ） 读书看报（ ７ ） 带孙辈 （ ８ ） 做手工 （ ９ ） 其它

１ ９ 、 子女不在身边是否有 Ｗ下也理变化 ？

（ １ ） 孤独 （ ２ ） 恐惧 （ ３ ） 情绪低落 （ ４ ） 很好 （ ５ ） 没有变化

２０ 、 外出子女回家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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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１ ３ 个 月 （ ２ ） ４ ６ 个 月 （ ３ ）７ 个 月
－

１ 年 （ ４ ） １ 年 ３ 年

四 、 社会养老保障状况调 查

２ １ 、 您对 自 己 Ｗ后 的养老 问题是否担必 ？

（ １ ） 不担屯、 （ ２ ） 有点担必（ ３ ）
—

般（ ４ ） 比较担屯（ ５ ） 非常担必

２ ２ 、 您最担必的养老 问题是什么 ？

（ １ ） 没有经济來源 （ ２ ） 年老多病时没人照顾 （ ３ ） 精神空虚

（ ４ ） 无事可做 ， 没有成就感 （ ５ ） 不存在 困难 （ ６ ） 其它

２ ３ 、 如果让您选择养老方式 ， 您 比较倾 向于哪种 ？

（ １ ） 子女养老 （ ２ ） 自 己存钱养老 （ ３ ） 参加商业保险

（ ４ ） 参加政府组织的社会养老保险 （ ５ ） 靠救济 （ ６ ） 没有想法

２ ４ 、 您认为谁应该承担养老的主要责任 ？ （ 可 多选 ）

（ １ ） 儿子 （ ２ ） 女儿 （ ３ ） 家庭

（ ４ ） 社会 （ ５ ） 政府 （ ６ ） 集体

２ ５ 、 您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是否 了解 ？

（ １ ） 非常 了解 （ ２ ） 基本 了解 （ ３ ）
—

般

（ ４ ） 不太 了解 （ ５ ） 完全不 了解

２ ６ 、 您是否参加 了城 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 ？

（ １ ） 是 （ ２ ） 没参加

２ ７ 、 您是否享受过政府或社会的救济 ？

（ １ ） 是 （ ２ ） 否

２ ８ 、 城乡 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水平 ， 能否满足您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求 ？

（ １ ） 能够维持 （ ２ ） 勉强维持 （ ３ ） 无法维持 （ ４ ） 不清楚

２ ９ 、 您 目 前有医疗保障吗 ？（ １ ） 有 （ ２ ） 没有

３０ 、 如果有 ， 那您参加 的医疗保障方式是

（ １ ） 养老保险 （ ２ ） 医疗保险 （ ３ ） 农村合作医疗 （ ４ ） 其他商业保险

３ １ 、 您认为 目 前的养老保障是否能解决您的养老 问题 ？

（ １ ） 能很好解决 （ ２ ） 未能很好解决 （ ３ ）
—

般

３ ２ 、 你对政府 、 社会有哪些期望 ？

（ １ ） 提供丰富 的文娱乐活动 （ ２ ） 加强医巧服务 （ ３ ） 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

（ ４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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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巧谈提纲

您有几个子女 ？子女的基本情况 。

您的婚姻状况？生活方式 ？经济來源 ？

您对 自 己 目 前的生活状况的看法？

您对
＂

养儿防老
＂

有什么看法 ？

您生活中都有哪些不便 ？

你对外 出子女有什么要求 ？

您最希望外出子女为 自 己做什么 ？

您平时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吗 ？为什么还要亲 自下 田呢？

您是否承担着孙子女的教育 问题？

您对子女把孩子交给 自 己管理有什么看法？您平时如何教育他们 ？

您对参加新农合的看法？愿不愿意参加 ？觉得对 自 己的帮助大吗 ？

您对政府有什么要求 ？

您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巧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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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我在让宁大学度过了最美好的 ３ 年时化 ，
一

转眼到 了 毕业季 ， 仿佛
一

切都没改

变 ， 又仿佛
一

切都不
一

样 了 。 江大美丽的校园 ，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我 ， 让我

不断成长 ， 提升 ， 完善 自 己 ， 我深深地爱我的母校 ， 感恩我的母校 。 在毕业即将来

临之际 ， 我希望我能为巧校 、 老师交上
一

份满意的毕业论文 。

在人 日研究所这Ｈ年的学习 和生活 ， 非常充实 ， 非常丰富 。 作为
一

名党员我Ｗ

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度积极参加党员活动 ， 对党更加 了解和热爱 ， 之后 ， 作为组织者

和参加者带领人 口研究所的全体 同学参加让宁大学艺术拓展节 ， 获得集体第Ｈ名 的

大好成绩 。
一

转眼 ， 研二就开始着手准备论文的调研和分析 了 。 从写作最巧始充满

信也 ， 写作过程中受到很多挫折 ， 遇到很 多 困惑 ， 感谢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 ， 我导

师柳清瑞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 感谢金刚老师不断的督促和鼓励 ， 更感谢秦岭老师不

辞辛苦 ， 大爱付出 ， 在百忙之 中抽 出 时间 为我指导论文 ， 给我指明方 向 ， 非常感恩 。

秦老师深厚的理论水准 ， 严漢的治学态度和强烈 的责任感让我深深地感动和感激 ，

必将使我受益终生 ， 激励我前行 ！

在此 ， 我还要特别感谢穆怀 中老师 ， 边恕老师 ， 王現老师 ， 武萍老师 ， 苗红军

老师 ， 宋丽敏老师 ， 罗元文老师的辛苦教学 ， 谨 向各位老师表示深深 的敬意和谢意 ！

更要感谢父母的辛勤养巧 ， 感谢
一

路陪伴我的各位同学 ， 他们在学 习和生活中给 了

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 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如 ， 我会更加努力 的 ， 在此

对各位表示我最诚攀的感谢 ！

王美玲

二 〇
—

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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