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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大学研《生毕业论文中义搞要舌 巧 巧纸

毕业论文题 目 ：社会资本视 角 下农衬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究



——Ｗ河南省 为例


社会保障专业２０ １ ２级硕去生化名 ：刘嘉慧

指导教师 （姓名 、 职称 ） ：朱 国 云 教授


總

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 老年人群的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 。 目 前

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 ， 社会对农村养老服务的关注度却远低于城市 ， 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对现代养老服务观念接纳程度的不同 ， 农村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

能力弱于城市 ， 由此凸显 了社会转型及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供求

矛盾 。 目 前农村养老服务资源主要来源于家庭及政府 ，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经

济社会与城乡人 口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弱化 ， 而政府提供的农村养老服务仅面

向
＂

五保
＂

老人与低保老人且保障水平较低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与

补贴水平也有待扩大与提高 。 在家庭保障能力不足且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尚不完

善的情况下 ， 本文立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 ， 在此基础上试图构

建政府主导下的 家庭养老为基础、 社区居家养老为支撑 、 机构养老为増补的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本文Ｗ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结合河南省农村养老现状分析农村养老服务存

在的 问题 ， Ｗ期得到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养老需求实际的路径选择 。 本文开

头探讨 了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问题的产生Ｗ及社会资本视角选择的原因 ， 确定 了

研究中所使用 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框架 ， 即社会关系网络层

面的化会资本与政治社会环境下的信任 、 规范与网络社会资本 ， 论证了社会资本

在提高公民参与 、 降低交易成本 、 优化资源配置 、 促进社区合作与凝聚等方面对

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促进作用 。 接下来回顾 了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 ， 总结

了现有的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互助养老 、 机构养老服务模式 ， 在此基础上 ，

河南省为例分析 了省 内农村养老服务在政策体系 、 主要模式 、 养老机构及监管机

制方面的现状 ， 总结 了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模式 ， 即家庭社会资本 、 社

Ｉ



区社会资本和机构社会资本支持模式 ， 社会资本存量 、 养老服务需求及资源收益

等因素影响着模式的选择。 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 化会资本的培育不

足 及社会资本 自 身的局限性方面分析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约束与挑战 ，

并结合宋河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需求现状予Ｗ说明 。 最后 ， 本文提出 了社

会资本的重构与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的路径选择 ， 从培育个人社会资本 、 整

合社区社会资本 、 动员 多种化会资本及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提出 了完善农村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

关键词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社会资本 ； 社区养老 ； 服务型政府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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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歴研巧
——

Ｗ河南省为伊ｊ


第一章 绪论

一

、 选趣背景与研巧意义

（
一

）麵背巧

人 曰 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与狂会发展面临的难题么
一

， 我国是进入老龄化化会的发

展中 国家 ，

＂

未富先老
＂

的持征给我国应对人 口老龄化带来了经济发展与养老保障的双重挑

战 。 第六次全国人 日普查数据显示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 我国 朗 岁及Ｗ上老年人 日达 １ ． ７８ 亿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１３ ． ２６％ ， 其中 ６５ 岁及 Ｗ上人 口１ ． １９ 亿人 ， 占总人 口 的 ８ ．９％ ， 在 ６０ 岁及Ｗ上老

年人 口 中 ， 农村人 口约 占 巧 ． ９２％ ， 可见农村老年人 占我国老年人 口 的
一

半抖上 。 据 《中 国

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硏究报告 》 估计到 ２０２０ 年 ， 全国 ６０ 岁 Ｗ上老年人 口将达到 ２ ．４８

亿 ， 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１７ ． １７％ 。

１银发浪潮的到来给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经济 、 社会 、 政治及

文化发展带来 了挑战 ， 解决人 口 老齡化背景下的养老 问题成为贯穿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课

题么
一

。

在我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现状中 ， 快速增长的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问题 日渐突 出 ，

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 ６０ 岁及Ｗ上人 口 占农村总人 口 的 比重已达 巧 ．４％ ， 比全国老

龄化水平高 出 ２ ． １４ 个百分点 ， 且高于城市老龄化水平 。 由于经济发展差距及对现代养老服

务观念接纳程度的不同 ， 农村应对老齡化的能力弱于城市 ， 目 前农村养老资源主要来源于家

庭及政府 ，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经济社会变迁与城乡人 口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弱化 ， 而政府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 、 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难 Ｗ提供适应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养老保障 ， 政府

的养老服务供给仅面向农村
＂

五保
＂

老人与低保老人且服务水平与层次较低 。 同时 ， 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与水平也有待扩大与提高 ， 因此 ， 中 国老龄问题的重也在农村 ， 农

村养老困局的解决关系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城乡发展 。

农材经济发展带来了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商 ，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再停留于生存层

面 ，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Ｗ生活护理、 医疗保健 、 法律维权等为内容的发展需求及

＆精神慰藉为内 容的屯、理需求成为新型养老服务需求 。 在此背景下 ， 国务院于 ２０ １ １ 年发布

了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巧 年 ） 》 ， 明确 了建设化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目

标 。

２

在农村人 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起步的背景下 ， 分析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有益探索 。

Ｉ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 中 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巧报告巧Ｂ／ＯＬ
］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 ． ｃｏｍ ． ｅ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ｓ／ ｌ  １ ３４５ ８９ ．ｈｔｍ

，
２００６

－

２
－２４ ．

２

圃务院 办公厅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 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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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一Ｗ河南省为例


仁 ） 研巧念义

１ ．理论意义

农村养寒服务的研巧 目 前主要从公共管理学 、 人 口学 、 社会保障学等学科出发 ， 研巧 内

容聚焦于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 １＾狂会资本理论为切入

点 ， 通过分析农村养老服务与社会资本支持现状Ｗ及社会资本异形发展对养老服务社会化进

程的制约 ， 从系统论的角度结合福利多元主义 、 积极老龄化理论整合农村 内外部养老资源 ，

提出与农村养老服务实际需求相适应的路径选择 ， 力求扩大化会资本理论在养老服务体系研

巧中 的应用范围 ， 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

２ ．实践意义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服务问题研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文 。 首先 ， 我国农村社会化

养老服务体系 尚处于缺位状态 ， 家庭与政府为主体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存在着资源短缺 、 效

率低下等问题 ， 在此背景下 ， 社会资本在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积极作用应予Ｗ重视 ， 整合农村

内外的养老社会资本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有着实践意义 。 其次 ， 我国农村人 口 占 了

总人 口 的半璧江山 ， 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 其在农村养老服务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与存在

的 问题可 说是全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现状的缩影 。 因此 ， 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Ｗ河

南省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例 ， 通过对农材养老社会资本的定性分析及养老服务供

给与需求的数据分析 ， 并结合个案定性研巧 ， 提出 了培育化会资本 、 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的政策建议 。

二、 文銭化

（
一

：
） 粗会资本理论研巧综巧

社会资本最初是作为与
＂

化人资本
＂

相对应的槪念被应用于经济领域 ， 马克思在 《资本

论 》 中称其为
＂

社会总资本
＂

。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资本这
一

重要的生产要素得到了更

为深入细化的研巧 ，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 、 人力资本共同促进经济増长 己成为共识 ， 关于化

会资本的理论与应用研巧越来越多 ， 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工具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形成 。

１ ．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硏究概况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法国狂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 （ Ｂｏｕｒｄ ｉｅｕ 巧 ｅｒｒｅ ） 首次对社会资本进行

了概念界定并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中 ， 他在 《壮会资本随笔 》
一

文中认为狂会资本是实际的

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 这堅资源是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 占有密不可分的 ， 这
一

网络是大家共

同熟悉并公认的
一

种体制化关系 网络 。

１布迪厄从微观的社会关系 网络角 度研巧社会资本 ，

他的贡献在于首次规范界定杜会资本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中 ， 为社会资本理论的系

１

Ｂｏｕｒｄ ｉｅｕ Ｐ．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 ｆ Ｃ巧 ｉ ｔａ ｌ ．  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
ｙ

ａｎｄ Ｒｅ化ａｒｃｈ ｆｂ ｒ 比ｅ Ｓ ｏｃ ｉｏ ｌ ｏｇｙ 

ｏ ｆ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Ｍ

］
．

Ｗｅ ｓ ｔｐｏ化ＣＴ ：Ｇｒｅｅ 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８ ６ ．

２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 Ｗ河南省为例


统发展奠定 了基础 ， 开辟 了跨学科研巧社会资本的先河 。

在布迪厄研究的基础上 ， 美 国社会学家詹姆斯 ？科尔曼 （ Ｊａｍ ｅｓＣｏ ｌ ｅｍａｎ ） 从结构功能的

角度研究社会资本 ， 他在 《社会理论基础 》

一

书 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 Ｗ社会结构

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 。 科尔曼还进
一

步提 出 了 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 ：

一

是义务与期望 ，

二是信息网络 ，
Ｈ是规范与有效惩罚 ， 四是权威关系 ， 五是多功能社会组织 。

１科尔曼更为

系统和全面的 阐释 了社会资本理论 ， 他指 出 了社会资本的公共产 品性质并将其理论和应用范

畴从个人社会关系 网络层面扩大到社会组织层面 ， 拓展 了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 。

亚历 山大德罗 ？波茨 （ Ａ ｌ ｅ
ｊ
ａｎｄｒｏ 化ｒｔｅ ｓ ） 从社会嵌入 的角度理解社会资本 ， 他认为社会

资本是个体通过成员 身份获取资源的能力 ， 是社会嵌入的结果 。

２通过区分理性嵌入和结构

性嵌入 ， 波茨将社会关系网络 中 的双方约 束向更广阔空间 中 的社区及社会结构拓展 。 罗纳德

？博特 （ Ｒｏｎａ ｌｄＢｕｒｔ ）从社会网络结构 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并提出 了
＂

结构洞
＂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ａ ｌｈｏ ｌｅ ）

理论 ， 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 网络结构 中 的相互关系者提供的资源及控制程度 。

３博特独特的

网络结构研究视角注重社会资本 中人们 占有的资源及其分配 ， 但是
一

定程度上忽视 了成员 间

社会身份和阶级的差异 。

美 国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持 ？普特南 （ 民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 ） 是继布迪厄 、 科尔曼之后第Ｈ位在

社会资本领域研巧中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 ， 他在 《让 民主政治运转起来 》

一

书 中将社会资

本与公 民社会相联系 ， 认为社会资本是
一

种在规范 、 信任 、 社会网络的相互促进 中形成的社

会特征 。

４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学研究相结合 ， 阐述 了其巧促进公 民精神形成和 民

主社会构建中 的作用 ， 指 明 了社会资 本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狂会 网络结构运巧的重要因

素 ， 还是公共生活 、 政治参与的促进者和协调者 。

林南 （ Ｌ ｉｎ Ｎ ａｎ ） 从化会资源 的 角度研究社会资本 ， 他在 《社会资本一
一关于杜会结构

与行动 的理论 》
一

书 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结构 中 的 资源 。

５

林南将资源分为个人资

源和社会资源 ， 与之相对应的是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 ， 个体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 中 的互动获

取和利用 资源 。 弗朗西斯 ？福 山 （ 打ａｎｃ ｉ ｓＦｕｋｕｙ ａｍ ａ ） 从杜会文化的 角度解析社会资本 ， 他认

为社会 资本是社会或者特定 的群体成员 中 的信任程度 ， 是社团 中成员 对彼此常态 、 诚实 、 合

作行为的期待 。

６

上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整个社会资本理论 的研究中 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 ， 作为
一

个不断

发展 的 系统理论 ， 社会资本理论被横跨各学科的学者应用和完善 ， 从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出

发 ， 学者们在各 自 学科背景下概括 了 社么资本的特性 、 分类 、 功能 、 获取及测量 ， 并将其应

用 于 各学科的实证研巧 ， 如社 区生活 、 公共卫生 、 民主 问题 、 民生 问题 、 青少年 问题等领域 。

１

 ［
美 ］
詹姆斯

？

科尔 曼 ，
邓方 巧 ． 社会巧论基础 ［

Ｍ
］

． 化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化 版化 ， １ ９ ９ ９ ．巧 ４ ．

２

Ａ ｌ 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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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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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杜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Ｗ河南省为例


２ ．国 内社会资本理论研巧综述

概括来说 ， 国 内 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

一

是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

究 ， 表现为对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的介绍与引 用 ；
二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研巧 ，

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式 ， 表现为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 自 身学科视角分析特定

问题并得出解决方案 。

（ １ ） 国 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巧

张其仔是较早关法社会资本的学者之
一

， 他总结 了化会资本理论发展的渊源及理论派系

并将其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绩效 ， 通过经验研巧 ， 他认为工人及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对国有

企业效益有显著影响 ， 加强工人及管理者的合作 ， 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有益于社会资本的积

累 ， 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绩效 。 张文宏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辨析 、 层次

界定 、 概念化及测量指标 ， 他将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总结为个人和群体的层次 ， 任何关于社

会资本的讨论和运用都应加 层次限定 。 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性方面 ， 他指出要关注社会

资本消极作用 ， 表达了对于非理性选择被排除在框架之外Ｗ及不化限定的滥用与解释社会资

本的担恍 。

１王诗宗明确 了社会资本作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共物品的性质 ， 他从公共管

理学的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性质 ， 认为尽管不同学科语境中 的社会资本的含义和指 向不同 ，

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应得到承认 。

２

黄锐总结了粗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 他比较了社会资本

实证研究中 的中西方差异 ， 认为国 内 学者将巧会资本理论引入各种经济及社会问题研巧拓展

了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的应用范围 。

３

Ｃ ２ ） 国 内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被国 内学者关注起始就被用于解释和分析各种经济 、 社会问题 ， 视角横跨

经济学 、 社会学、 政治学及管理学 。 殷德生把社会资本理论与政府行动及经济发展相联系 ，

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描述了杜会资本对微观的个人选择及宏观的集体行动的影响力 。 此

外 ， 经济学者们在经济发展 、 产业集群 、 反贫困 、 大学生就业、 企业绩效等课题中也 引入 了

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更为广泛 ， 赵延东 、 洪岩壁通过对全国中小学生的抽

样调查研究 了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关系 ， 他们将通过社会网络与闭合网络两种途姪取得的

社会资本纳入同
一

植架 ， 分析社会资本对教育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 。 政治学语境中的社会资

本常被用于分析放府信任和政府治理 ， 刘米娜 、 杜俊荣通过实证分析研究 了转型期中 国城市

居民的政府信任问题 ， 他们认为在创建化会资本过程中 ， 依托开放型化会网络和化区为平台 ，

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 ， 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 ， 有助于提鳥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 ， 从

而创建政治资本 ， 提升政府信任 。

４社会资本理论同样被较多应用于养老、 医疗等公共管理

领域 ， 刘亿 、 吴奇超关注
＂

空巢
＂

老人的养老问题 ， 他们认为应整合包括家庭狂会资本在 内

１ 张文宏 ． 枉会资本 ：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巧山 ． 社会学研巧 ， ２ ００３ ，
（
４

）
： ２４ ．

２ 王诗宗 ． 社会资本 ： 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山 ．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粗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３ ，

（
２

）
：巧 ．

３

黄锐 ．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化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学化 ２０的 ， ９间 ： ８４
－

９１ ．

４ 刘米娜 ， 杜俊荣 ． 转型期中 国城市居 民政府信任研巧——基于化会资本巧角 的实证分析Ｗ ． 公共管理学

报 ， ２０ １３ ’间 ： ６４
－

７４ ．

４





狂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究——抖河南省为例


的纵向层次上的资源网络 ， 从而为
＂

空巢
＂

老人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 。

国 内学者侧重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研究 ， 研究视角横跨政治学 、 社会学 、 经济学等领

域 ， 社会资本理论虽然是
一

口新兴理论 ， 但其在国 内外学者的多视角研究下得到 了快速发展 ，

成为化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 。

仁 ） 农材社会养老服务研巧综述

查阅文献可知 ， 目 前关于社会养老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及发达地区 ， 农村养老服务

的研究数量较少 ， 现有的研巧内容可 Ｗ概括为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研究 、 农村养老服

务的化会化研究 Ｗ及本文关注的社会资本与农村养老服务关系研究 。

１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研究

目 前 已经有不少学者从需求层面及其影响因素角度研巧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国外有

Ｈ ｉ ｔａ ｉ ｔｅａ ｎ ｄＳｐ ｉ暗 ｅｎ ｅ 通过对立陶宛考纳斯地区不同年龄和居所状况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进行比较分析 ， 发现老年人年齡越大 ， 其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高 ， 并且农村老年人有着比城

市老年人更强烈的养老服务需求 。 蒋岳祥 、 斯要对浙狂省 ５ 个城市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偏好做

了调查 ， 研究发现家庭情况、 身体状况Ｗ及收入水平对养老偏好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

１王洪

娜调查 了 山 东农村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与需求 ， 她认为入住意愿受年龄 、 性别 、 有无配

偶 、 有无子女 、 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 。

２
田北海 、 王彩云基于嵌入性视角分析 Ｔ城乡老年人

化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 ， 他们认为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是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首要需求 ， 选择

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服务需求 。

３

左冬梅 、 李树拙 、 宋诞对安徽省巢湖地区老年人的

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健康状况 、 孝道观念和代际支持因素影响着其入

住养老院的意愿 ， 受传统孝道观念影响 ， 居家养老仍是老年人首选 ， 同时医疗护理需求也成

为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动因 。

４

上述研巧表 明多数学者从需求层次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农村养老服务需求 ， 目 前看

来 ，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需求水平总体较低 ， 养老需求意愿表达不明显 ， 从结果上看 ， 居家养

老受到多数老年人青睐 ， 考虑到经济状况与身体状况 ， 机构养老也会纳入选择范围 。

２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研巧主要分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研巧 。 供给主体方面 ，

周童 、 梁鸿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政策 、 ±地产权制度Ｗ及外在城市化、 工业化的冲

击 ， 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表现出 了不可持续性 ， 为此农村养老服务的个人Ｗ及家庭提供

必将转型为政麻支持 、 狂会化发展的养老服务供给 。 在供给模式方面 ， 姚兆余基于江苏地区

的调查 ， 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现有的集中居住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 、 机构养老服务 Ｗ及社区

１ 蒋岳样 ， 斯電 ． 老年人对社会照顾方式偏好的影响 困素分析
一

Ｗ浙江省为例化 人 口与经济 ， ２ ００６ ，

（
３

）
；８

－

１２ ．

２ 王洪娜 ． 山 东农村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的意愿与需求分析化 东岳论丛 ， ２０１ １ ， ３２ （
９

）
：化９－

１ ７ ３ ．

３

田北海 ， 王彩云 ． 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基于对家庭养老替代机制的分析叫 ．

中 国农村观察 ＞２ ０ １４ ，

（
４

）
．

４ 左 冬梅 ， 李树宙 ， 宋诞 ． 中 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巧川 ． 人 口学刊 ， ２０１１ ，
（
１

）
： ２４

－

３ １ ．

５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一Ｗ河南省为例


养老服务模式的 比较分析 ， 他认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在服务质量 、 队伍建设 、 标准制定等方

面存在着 问题 ， 应通过政府购买 、 公招公投、 政府朴贴等手段创新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方式 。

１

贾云竹认为社区助老服务可 Ｗ有效满足居家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 ， 但现有的社区照料服务

却接受度不高 ， 应改变其发展方向 ， 通过向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提供护理培训满足老人的养老

服务需求 。

２

由此可见 ， 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研究主要是对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化构养老等供给方

式进行现状一
■

问题一对策式分析 ， 结果表明 ，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

势 ， 需要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参与其中 。

３ ．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

在家庭养老供给能力不足的背景下 ，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 章晓

懿从上海市经验 出发 ， 研究发现养老服务组织的供给能力与政府对养老服务投入呈正比 ， 她

认为政府与 民间组织合作购买养老服务的模式 已经建立 。

３

杨晓楠从养老服务社会化改革的

困境出 发 ， 认为传统观念影响 、 行政职责定位不清 、 民间资本的准入管理混乱Ｗ及养老化构

规划缺乏总体布局等问题制约着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进程 。

４徐祖荣通过对民办养老机构 ＳＷＯＴ

分析认为政府 、 社会 ｌｉｌ及民办养老机构 自身应加强资源共享和互补 ， 通力合作促进养老服务

社会化发展 。

（三 ） 粗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服《研巧综巧

目 前己经有少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与养老服务研巧相结合 ， 张友琴基于对厦口市的

个案调查比较 了城乡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 ， 结论有 ： 经济 、 生活与精神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

持网 的主要构成 ； 家庭支持是老年入社会支持网的主体 ； 在制度性支持方面 ， 城市老年人比

农村老年人获取的制度性养老保障更多 。

５趋秋成 、 林群从社会资本角度剖析 了农村家庭养

老社会资本衰萎的过程和表现 ， 提出 了借助发展社会养老来妳扑家庭养老社会资本不足的建

议 。

６李娟基于南京市的个案分析研巧了 民间养老机构社会资本的获取 ， 民间养老机构通过

化会联系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化会资本获取 ， 关系网络 、 信任 、 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要素是

民间养老机构发展的重要资源 ， 因此 ， 她认为应重视民间养老机构的化会资本 ， 加强其社会

联系 的广泛性 。 苏荣夏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的影响 ， 他强调 了积累村民个人

社会资本 、扶持杜会组织的化会资本Ｗ及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完善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的

重要性 。 钱桂年 Ｗ甘肃省 Ｔ 村为例 ， 通过实地调研 ， 分析 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迂 ， 提出 了

重建家庭秩序 、 整合乡村组织 、 培育农村狂会资本等
一

系列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

１ 姚兆余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模式 、 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江苏地区 的调查山 ． 甘肃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４ ，

（
１

）
：４８

－

５ １ ．

２

贾云化 老年人 日 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川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０２ ， 间 ： １化１２２ ．

３

章晚懿． 政府贿买养老服务横式研究 ： 基于与 民间組织合作的视角 川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１ ２ ，
（
１ ２

）
：４８

－

５ １ ．

４

杨晓楠 ． 养老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困境与对策山 ． 东北师大学化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巧 ， 间 ５４ －

５７ ．
？

５ 张友琴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 比较研巧——厦 ｎ市个案研究 ［
Ｊ

］
． 社会学研巧 Ｉ２００１ ，

（
４

）
： １ １

－

２ １ ．

Ｓ 赵巧成 ， 林群． 转型期 中 国农村家庭养老社会资本的袁萎川 ．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 ２０ １４ ， 间 ：３
－８ ，

６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一－

Ｗ河南省为例


综前所述 ， 社会资本与农村养老服务相结合的研巧较少且相似性较多 ， 本文试图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 ， Ｗ河南省的农村养老服务现状为例 ， Ｗ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解析我国农村

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与 出路 。

兰、 研巧内容与研巧方法

（
一

） 研巧巧容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ｒ

 ＂    

１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

题的产生
、
  ｊ

Ａ 、 ｆ

狂会资本理论分析框架 （微观＋宏观 ）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的
＞Ａ 

＿ＬＶ 言 广

  ■  Ｉ  ■ ■ ■   Ｉ  ｎ   Ｉ  ｉ

，


ｉ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的

厂
 ｎ 积极作用

发展历程Ｚ—＾



１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

 务发展概况 ，




±要模式
 ｊｊ

．．河南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现状

ｆ

 
－

Ｖ
Ｊ

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 ｔｒ
—— 


服务纖与社会资本 社会紳支持模式

、支持 ＾



 ｇ

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

！ Ｉ 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Ｉ（
■

 ＂

Ｎ

？巧水枠宮末 ｇ［ ｙｉ
ｉ社会资本异形发展制 、



！人本 胃 胃技

ｆｖ
＾约河南农村养老服务 仁二 宋河社区养老服务的个案分析



＾

狂会化进程


社会资本 自 身局限＾ —^

Ｉ

培育个人社会资本 （家庭养老
ｆ

动员多种化会资本 （市场 、 非

服务 ） ！社会资本重构与何南 Ｉ訓组织参与 ）

＾￣——￣—————

—

Ｉ
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

｜

—

＼Ｊ

—」

ｆ

—

ｓ ｉ的路径选择 ！

—

整合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居家
！Ｌ＿＿＿—— 构建服务型政府 （ 制度设计 、

养老服务 ） Ｉ Ｉ
．法律规范 、 资金筹集 ）

ｐ
————

——多

研究结论

７





杜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硏巧一－Ｗ河商省为例


本文在总结国 内外社会资本理论研巧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实践发展 ，

分析 了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并就此提出 了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的

路径选择 。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

第
一

部分为绪论章节 ， 描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 综述国 内外社会资本及养老服务

的理论与实践现状 ， 概括了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指明研巧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部分论化了粗会资本理论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关联 ， 首先了厘清文章所使用 的概

念及理论依据 ； 其次探讨 了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问题进入粗会政策审视范围 的背景 ； 最居阐

述了社会资本在提高公民参与 、 降低交易成本 、 优化资源配置 、 促进社区合作与凝聚等方面

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促进作用 。

第Ｈ部分概述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 ， 回频了我国农村养老版务的发展历

程并对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进行总结评析 。

第 四部分分析了 了河南省农村化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 ， 突出 了河南省农村养老服务在

政策建设 、 供给机制建设、 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Ｗ及配奪政策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 总结

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模式 （ｉＬ及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五部分研巧 了社会资本的异形发展对河南省农村养老服务化会化进程的制約 ， 从社会

资本存量不足 、 化会资本的培育不足Ｗ及化会资本 自 身的局限性方面分析了农村养老服务社

会化发展面临 的约束与挑战 。

第六部分探讨 了社会资本的重构与河南省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路径选择 ， 从培育个人

社会资本 、 整合社区社会资本 、 动员 多种社会资本及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提出 了完善农村

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建议 。

仁 ） 巧巧方法

１ ．数据与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相关国 内外资料文献 ， 引用地方政巧法规 、 统计年鉴 、 新闻报刊及网络资源 ，

笔者在前人研巧的基础上分析化会资本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

础上探索农村养老服务化会化的发展路径 。

２ ．系统研究法

本文在将社会资本理论引 入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研巧的过程中使用 了微观
一■宏观的分

析框架 ， 从个体层面 、 团体层面社会资本到信任 、 规范及网络社会资本构成了微观
——宏观

的分析层次 ， 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放在 了 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中 。

３ ．定性分析法

本文对社会资本这
一

概念进行了 定性分析 ， 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

中 的应用研究 ， 总结 Ｔ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模型及模型选择的影响因素 ， 接着从社

会资本存量不足与培育不足方面对社会资本的异形发展进行定性分析 ， 讨论 了其对于农村养

老服务社会化进程的制约 。

８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Ｗ河南省为例


４ ．个案分析法

笔者通过对河南省鹿邑县宋河镇宋河社区的小规模走访调查 ， ＾＾＾定性访谈的方式收集宋

河社区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需求资料 ， 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养老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为

制度的完善及养老服务路径的选择提供实践依据 。

四 、 研巧创新与不足

本文创新之处
一

方面是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选题视角的创新 ， Ｗ往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

研究多是集中于模式的经验分析 ， 例如对农村社区养老 、 互助养老 、 机构养老等模式的优劣

势 比较 ， 本文 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 重点关注政府之外的责任主体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过

程中 的积极作用 ； 另
一

方面是思路的创新 ， 虽然总体仍沿用现状一问题￣建议的研巧思路 ，

但本文在 问题分析与路径选择部分跳出 了传绕的政府主体视角 ， 将农付个人、 家庭、 社区 Ｗ

及市场和第Ｈ部口作为同等的分析主体 ， 借鉴 了福利多元主义研究思路 。

本文的局限之处在于数据分析及个案访谈的资斜较少 ， 由于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共服

务信息的不完全公开及个人调查能力的不足 ， 本文在描述现狀与 问题时所例举的数据资料存

在着局限性 ， 多来 自统计年鉴及文献资料 ， 实际调查数据较少 ，

一

定程度上削弱 了 路径选择

及政策建议的实践性和说服力 。

９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间题研究一Ｗ御南省为例


第二章 社会资本理论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关联

一

、 齡界定与理鮮郝

（
―

） 概念界定

１ ．社会资本

在总结国 内外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 ， 本文所分析和使用 的狂会资本有着微观与宏观两

方面的定义 。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个人和团体在互动过程中形

成的 互惠 、 信任、 合作 、 规范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化网络结构 ， 反映 了个体调动和利用资源

的能力 ； 宏观层面的狂会资本不仅包含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化关系网络 ， 还包括
＂

塑造社会结

构 ， 使规范得Ｗ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

， 这个宏观层次的定义涵盖 了最正式的制度关

系和制度结构 ， 比如 ， 政权 、 法律规则 ＬＡ及公 民参与 自 由等 。

１本文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

题的研究中所使用 的社会资本定义集合了微观与宏观的分析层次 。

２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定义学界还没有统
一

的巧准 ， 总结 目 前理论及实践经验本文把农村

社会养老服务定义为在调动各种化会资源的基础上 ， 个人 、 家庭 、 政府及化会为农村老年人

提供的包含生活照料 、 医疗帮助 、 康复护理 、 法律保障 、 精神关怀等在内 的社会化服务 。

（二 ） 理论綱

１ ．狂会资本理论

从社会资本的微观与宏观层次的定义出发 ， 本文所应用 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分为微观 、

与宏观两个层面 ； 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及团体通过关系网络利用的资源 ； 宏观层面主要指外

在经济 、 政治 、 文化对网络结构的影响 ，

２包括信任社会资本 、 规范型社会资本和网络型社

会资本 。 从 内容上而言 ， 文章沿用结构型杜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 ， 前者包巧

具体的结构和网络如社区 自 发的組织 、 兴趣团体 、 俱乐部等 ， 后者指难Ｗ测量的 内 在的信任 、

价值观 、 规范等 。

３

虽然社会资本理论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 仍需要进
一

步发展 ， 但是狂会资本理论为探

索经济化会领域的发展问题提供 了多元化的思维角度 ， 突破了包含物质资本和人类资本在内

的原有资本框架 ， 提出并强调 了社会关系网络 、 信任 、 声誉等也具有生产性 ， 能带来回报 ，

因而也是
一

种资本 ， 对社会研究视野的开阔有重要作用 。 基于此 ，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Ｍ美雌鲁轉
？

范
？

贝斯特纳尔 ， 黄载曝等译丑会资本在发展 中 的作用 ［
Ｍ

］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化

２００４ ． ３
－４ ．

２ 托马斯 ？ 福特 ？ 布朗 ， 木子西 ．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Ｗ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２０００ ，
（
２

）

．

３ 燕继莱报资社会资本 ： 政治发展的
一

种新维勘Ｍ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１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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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
一

Ｗ河南省为例


对农村的养老服务状况进行研巧 ， 突化社会关系网络、 信任 、 制度等因素在农村养老服务发

展中重要作用 ， 对蕴藏在网络中 的养老资源及其变化进行深入分析 ， Ｗ求得出
一搜新的认识

与发现 。 本文通过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现实问题与社会资本的微观 、 宏观层次相对应 ， 为

求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
一

种新视角和解决思路。

图 ２
－

１ 社会资本的理论维度

巧褒

資家货巧巧ｉｌ （ｇ
ｉｍｉｉｍｉｉｃｅ）

法治

巧巧巧 ；换巧迅

巧方制巧瘡任

藥方銳巧

关系巧巧锭巧巧

接度

资料来源 ： Ｇｒｏｏｔａｅｒｔ  （Ｔ
，
ｖａｎ Ｂａ ｓｔｅ ｌａｅ ｒ ． Ｔｈｅ Ｒｏ ｌｅ 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 Ｃａｐ ｉｔａ ｌ  ｉｎ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Ａｎ 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 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ｎｉｂｒ ｉ ｄｇ

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２ ．

２ ．福利多元理论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Ｗ来 ， 福巧多元主义理论在化会政策的领域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其

含义是由社会不同的部 口共同负责制定福利规则 、 筹集资金和提供福利服务 。 罗斯认为社会

福利是 由 国家 、 市场 、 家庭这Ｈ个部 口所提供的 ， 他认为市场 、 家庭和国家这兰个部口各 自

所提供的社会福利都有
一

定的缺陷 ， 送Ｓ个部口联合起来 ， 才能相互弥补各 自 的不足 ， 发挥

各 自 的长处 。

１

福巧多元主义的四分法是 由伊瓦斯提 出 的 。 伊瓦斯认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由四个主体 ：

国家 、 市场 、 社区和 民间社会 。 民间社会作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之
一

， 在社会福利当 中 占有

特殊的作用 ， 它能建立起政府 、 市场 、 家庭之间 的联系 ， 使得局部的利益 、 个人的利益与公

共利盜相
一

致 。

２

养老服务是广义上的社会福利的
一

种 ， 构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需要在国家主导下

依靠家庭 、 社区 、 民间牡会及市场的力量 。 我国的养老服务供给 问题可 Ｗ借用福利多元主义

的视角 ， 通过分析国家 、 市场 、 非正式狙织及家庭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 寻找各主体之间

协调合作的有效途径 。

３

３ ．积极老龄化理论

积极老龄化是联合国世界卫生沮织在 ２００２ 年提出的概念 ， 提倡 由消极应对老龄化转向积

１

Ｒｏ巧 Ｒ ．Ｃｏｍｍｏ ｎ Ｇｏａ ｌ ｓ ｂ ｕ ｔ 防ｆｆｅ巧 ｎ ｔ Ｒｏ ｌｅ ｓ ： Ｔｈ ｅ Ｓｔａ化
＇

Ｓ Ｃ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ｔ ｉ ｏ ｎ 化 化 ｅ Ｗｅ化巧 Ｍ ｉｘ ．  Ｉ ｎＲｏｓｅ ， 
Ｒ ． ＆

Ｓｈ ｉ ｒａ化 ｒ ｉ

，
Ｒ ．

 （
Ｅｄ

） 
Ｔｈｅ Ｗｅ府 ｒｅ Ｓｔａ化 Ｅａ巧 ａ ｎｄ Ｗｅ ｓ ｔ

【
Ｍ

］
．Ｏｘｆｏ ｒｄ ： Ｏｘｆｏ ｒｄ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巧８６ ．

２
Ｅｖｅ口 Ａ ． Ｐａ ｒｔ ｏ ｆ  ｔｈｅ ｗｅ ｌ

ｆａｗｍ ｉ ｘ ： ｔｈｅ ｔｈ ｉ ｒｄ ｓｅ ｃｔｏ ｒ ａ ｓ ａ ｎ  ｉ ｎｔｅ ｒｍｅｄ ｉ ａ ｔｅ ａ巧 ａ
川 ．Ｖｏ ｌ ｕｎ ｔａ ｓ

，
１ ９９ ５

，
６ ．

３

王争亚 ， 呂 学静 ．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下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问题解析 ［
Ｊ

］
． 中 国劳动 ， ２０巧 ， 问 ：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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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化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ａ河南省为例

极迎接老龄化 。 具体而言 ， 首先要注重老年人的也理健康 ， 关注老年人屯、理层面的需求 ； 其

次应注重老年人与化会的联系 ， 为其重返社会创造条件 ； 最后要构建多方位的老年支持网络 ，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争取在
＂

老有所养
＂

的基础上达到
＂

老有所为
＂

。

’

积极老龄化理

念贯穿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 也是农村养老事业发展的精神指引 。

二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題的产生与化会资本理论视角的选巧

（
一

） 巧柯养老服务巧題的产生

农村养老服务问题近年来得到 了 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 官产生于农村人 口老龄化 、 家

庭养老功能弱化 、 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 Ｗ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巧等化的背景下 。 农村养老

服务关系着农材老年福利与社会福祉 ， 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 影响着社会稳定与

公平正义 。

首先 ， 农村人 口老龄化凸虽 了农村养老服务问题 。 第六次人 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材

６０ 岁 上人 口 比例 已达到 １ ４ ． ９８％ ， 比第五次人 日普查的老龄化水平提高了 四个百分点 ， 而

相同情况下的城市老齡化水平十年间仅提高了２ 个百分点 ， 表 ２
－

１ 是 ２００８、０ １ ２ 年我国农村

地区的抚养比变化趋势 ， 可 明湿看 出农村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 。 另外 ，

《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化况追踪调查 》 显示农村地区的空巢户达到 ３８ ． ３％ ， 高齡老人 、 独居老

人 、 空巢老人 、 失能老人的増加也是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思著特征 。 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

引起的城乡老龄化倒置为农村的养老服务带来 了空前的压力 。

表 ２
－

１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２ 年巧国农村抚养比 （％ ）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泌 １ ０年２０ １ １年２０ １ ２年

总抚养比 ４ １ ． ２２４０ ． １ ４ ４ １ ． ２９ ４ １ ． １ ９４ １ ． 巧

少儿抚养比 ２７ ． ４ ２６ ． ４ １ ２ ７ ． ０７ ２６ ． ５ ７２６ ． ７６

老年洗养比


１ ３ ． ８２



１义 ７ ３



１ ４ ． ２ １ １ ４ ． ６２



１ ５ ． ０４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人 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 中 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 ２０ １ ３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其次 ，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 了农村养老服务的家庭供给能力 。 我国农村传统上是
一

个乡止社会 ， 农民从出生到死亡都很少离开居住的村落 ，

＂

养儿防老
＂

观念根深蒂固 ， 家庭

养老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
一

直 占据着主流地位 。 调查显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 ０ １ ０ 年十年间城镇老

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比例从 １ ８ ．６％降到 １ １ ．３％ ， 农村老年人从 １ ４ ．４％下降到 １ ２ ． 日％ ， 机构养

老仍未被广大城乡老年人熟悉和认可 。

２

与此同时 ， 农村家庭养老则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的挑战 ： 第
一

， 传统的 自给 自 足的农业经济中老人依靠其丰富 的劳作经验掌握着家中话语

权 ， 决定着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料分配 ， 随着农业收入的减少 Ｗ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 农村家庭

１ 福建省老年学学会 ． 积极老齡化研巧 【
Ｍ

］
．北京 ： 华龄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２ ．

２

吴玉韶 ， 郭平 ， 苗文胜 ． 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Ｍ ］ ． 化京 ： 中 国社会出版 Ｉ

２０ １ ４ ． ２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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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巧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究——Ｗ河南省为例


对±地的依存度越来越低 ， 自给 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难Ｗ为继 ， 导致老人从家庭养老中获取

的资源减少 ， 老年生活难 ｌ＾ ｉ
ｌ保障 。 第二 ， 大量农村青社年外 出打工使得留守老人逐渐增多 ，

２０ １ ２ 年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约有 加００ 万人 ， 其中 的高龄 、 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

亟需社会关注 ， 留守老人难 Ｗ得到家庭的养老和照顾 ， 其生活照料 、 医疗健康 、 精神关杯等

服务需求难Ｗ满足。第Ｈ ，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农村乡主社会传统的冲击不容忽视 ，

农村 １＾
；１往封闭的社会系统对养老起到舆论监督作用 ， 但是近年来敬老养老的传统道德风气堪

恍 ， 农村地区弃养老人的情况增多 ， 失去生活 自理能力的老人连存活下去都困难 ， 更遣论其

他养老服务的获取 。

再次 ， 农材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突 出 。 就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而言 ， 农村经济发

展带来了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 ，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再仅停留于生存层面 ， 根据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１＾＾生活护理、 医疗保健 、 法律维权等为 内容的发展需求及＾精神慰藉为

内容的屯、理需求成为新型养老服务需求 。 在养老服务供给方而 除了传绕的家庭供养Ｗ外 ，

政府与杜会也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但就 目 前而言 ， 政府与社会的供给现

状均无法满足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 农村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服务机构数量和

服务质量上 ： 第
一

， 农柿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着供需错位 ， 数据显示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我国巧有

养老床位 ５００ 万张 ， 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２ ５ 张 ， 但这些养老床位的 ７０％都在各方面条件比

较欠缺的农村 ， 从而造成城区养老床位紧缺 ， 而农村养老床位大多 闲置的状况 ， 原因在于农

村传统仍倾向于居家养老 ， 从而养老机构入住率低 。 第二 ， 农村养老服务的质量普遍不高 ，

专业化程度低 ， 我国养老机构服务人员 的综合素质偏低 ， 表现为专业社会工作者 占 比较低 ，

现有的服务人员
一

般只经过简单培训后就上岗工作 ， 大部分人还需边干边学 ， 且专业能力仅

限于 日 常照料 ， 老年护理知识缺芝 ， 更高层次的也理慰藉服务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 。

’

最后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巧服务 ，

其核屯、是机会均等 ， 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 。 基本养老服务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

重要姐成部分 ， 与此相对应 ，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则是指全体公民在年老时都能获得大致均

等的生活照稱 、 卫生健康 、 精神文化等服务 。 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 目 前我国农村老年人接

受生活照料等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均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 。

２

在此背景下 ， 解决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 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关系着城乡基本公巧服务均等化

的实现 。

仁 ） 养老服务狂会＾４：＾化会巧策审视范围

在社会福利社会化发展的 目标指 引 下 ， 结爸我国养老服务的供需现实 ， 社会养老服务开

始进入我国社会政策的审视范围 ，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与政府政策体

１ 钱亚化 老龄化背景下 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山 ． 理论探讨 ， ２０１４ ， 阳 ： １６３ ．

２ 刘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 下我国农村老年照护服务研 兒川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３ ，

（
５

）
： 目０

－

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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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闷题研巧—— Ｌ：Ｊ ｌ河南省为例


系中 ， 由于发展时间巧短 ， 目前我国有关养老服务化会化的社会政策体系缺乏连续性与系统

性 。

２０００ 年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民政部等十
一

个部委下发了 《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

意见 》 ， 将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 、 服务对象、 服务 内容都进行 了扩容 ， 加速了社会化办福利

的进程 。 ２００５ 年 ， 民政部又专 口 出 台 《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 》 ， 明

确说明 了企业、 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化会力量可Ｗ兴办养老机构 。 ２００６ 年由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民政部和老龄办的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 进
一

步说明 了兴办养老服务机构

的原则和政府应当承担的 引 导 、 扶持责任 ， 并提出要逐步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 。 ２０ １０

年在党的十韦届六中全会上 ， 提化 了
＂

社会养老
＂

的两个指标 ，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同

年 １ １ 月 ， 中 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 《全国养老服务政策文件汇编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
》 ， 民政部 、

全国老龄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集了２００８ 年Ｗ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

重要法规 、 政策 及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养老服务情况 ， 旨在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挑战 ， 加快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 次年 ， 在国务院的 《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 中 ， 涉及

了有关养老问题的制度建设、 姐织建设和文化建设等 内容 。 同时 ， 国务院出 台的 《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巧 年 ）
》 是建国 ｜＾＾来第一次有关养老服务体现的专项政策性纲领 ，

明确 了
＂

十二五
＂

时期我国养老事业的指导思想 、 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 。

从上化政策意见与制度规范中可看 出我国养老服务的化会化发展方向 ， 化会养老服务体

系的构建与完善开始进入社会政策的审视范围 ， 为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政

策基础 。

（ｓ） 农材养老服务社会化的问題择议

在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背景下 ， 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化进程值得研巧和关注 。

一

方面 ，

急剧増长的农村老龄化水平给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 巨大圧力 ， 再加上经济社会转型与城

镇化发展等因素导致农村空巢老人与 留守老人的增加 ， 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背景下 ，

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成为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之
一

； 另
一

方面 ，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体系开始进入我国杜会政策审视范围 ， 政府 、 市场 、 社区 、 民间组织等作为多元参与主体在

养老服务供给中发挥的作用得到重视 ， 政府主导下 的多元化 、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我

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问题亟需得到关注与重视 ， 分析农村养老服务

社会化发展现状Ｗ及存在的 问题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也是完善我

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必要选择 。

（四 ） 社会资本视角的选择 ：

一

个橄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

纵观有关社会资本的不同文献 ， 信任 、 规范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３个关键要素 ，

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尤其强调
＂

信任
＂

， 他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屯、要素 。 布朗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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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归纳为微观、 中观和宏观Ｈ个分析层次 ，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 自我的观点 ，

在该层次上 ，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个体 自我通过包含 自我在 内 的社会网络动员 资源的潜

力 ；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 ， 在这个层次上 ， 化会资本理论研巧的是特定社

会网络的结构化 ；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将壮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 ， 社

会资本的网络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么中 ， 分析
一

个地区或国家內

部信任 、 网络和规范等社会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 、 政治和化会转型的作用 。

１

在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统
一

的情况下 ， 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学科语境及所研巧

的 问题中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社会资本为视角分析农村粗会养老服务问题不必围于微观 、

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 应该根据农村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需求采用
一

种综合的观点 ， 本文

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
一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分析 ， 从系统论的角度蒋其嵌入农村社会养老

服务问题中 。 从宏观方面来看 ， 社会资本包括信任、 规范与网络兰个基本要素 ， 因此 ， 可Ｗ

将社会资本分为信任社会资本 、 规范社会资本与网络社会资本 ； 从微观方面来看 ， 社会资本

理论关注的是个体 自我通过包含 自我在 内 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 ， 本文将之作为化会资

本的微观分析层次 。

明确 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后 ， 社会资本视角 的选择是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多

元参与主体相契合的 。 首先 ， 在家庭养老粗会资本衰弱与政府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

个人 、 狂区 、 企业化及非营利组织在互动 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养老服务发展可利用 的

资源 ， 这
一

关系网络是养老服务的参与主体在信任 、 合作 、 互惠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资本 。

其次 ， 我国农材社会资本雄厚 ， 农村化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有益于公共服务中 的农民合作供给 。

社会养老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
一

种 ， 其供给与需求的发生机制窝不开社会资本的参与 ， 化会

资本在提高公 民参与 、 降低交易成本 、 优化资源配置 、 促进社区合作与凝聚等方面对社会化

养老服务有积极作用 。

因此 ， 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之间就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 ， 目 前关于社会资本与养老

服务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家庭与个人社会资本衰微对养老服务社会化需求的影响 、 社会资本进

入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与优劣势分析 Ｗ及社会资本视角 下的农村互助养老与社区养

老的模式分析与实践总结 。 在此基础上 ， 笔者认为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是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有益尝试 。

１ 托马斯 ？ 福特 ？ 布规 木子化 社会资本理论综还山 ． 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 ， ２０００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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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化会资城农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巧极作用

我国农村杜会资本雄厚 ， 农村化会资本存量的増加有益于公共服务中 的农民合作供给 。

１

壮会养老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
一

种 ， 其供给与需求的发生机制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参与 ， 农村

化会资本在提商公民参与 、 降低交易成本 、 优化资源配置 、 促进社区合作与凝聚等方面对社

会化养老服务有促进作用 。

（
一

） 増强租会信任 ， 降低交易成本

信任是合作与互惠的基础 ， 传统的乡 村化会基于血缘与地缘构建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

着较强的信任基础 ，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所 引发的农村社会变违 ， 农村人际关系网的信任

机制逐渐带上了利益期待与理性计算的色彩 ， 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兼而存之 ， 但不可

否认的
一

点是农村社会中的交易成本增加 了 。 在农村租区中 ， 信任机制 的加强对于合作与组

织参与有着积极的作用 ，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和互助养老模式的建立与完善都需要 １＾＾信任为基

础的化区参与 ， 因此 ， 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有助于增强信任 ，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社会

化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

（二） 提高公民参与 ， 巧巧养老资狼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社会资本提高 了社区及公民参与 ， 社会资本通过社区成员之

间 的有效互动保持了粗区的正常运转 。

２个体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 了其调动资

源的能力 ， 社区成员在交往合作中形成的关系网络成为运巧资源的媒介 ， 有着丰富社会资本

的社区在整合社区公益组织和志愿姐织方面有 明显优势 ， 因此 ， 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不仅推

动 了社区发展 ， 还增加 了社区公益意识和人文关怀 ， 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参

与环境与公益环境 。

二是农村社会资本有益于提髙新农保的参保率 ， 新农保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２０的 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农村试点推巧 ， 在 自愿的前提下实巧个人缴费和国家补肋相结合 ，

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巧 元 ， 地方政府可 Ｗ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 新农

保是社会养老服务的经济基础 。 农村社会资本对新农保的參保率有显著影响 ， 吴玉锋博±对

我国 ３ 省 ４ 区县的实证研究显示农村社会资本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 提島了参与指数 ， 对新

农保参保决策具有正效应
３

。 我国新农保参保人数已经从 ２０１０ 年初的 巧２６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底的 ４ ．６ 亿人 ， 其 中河南省农村试点地区参保人数为 ３３化． ９ 万人 ， 达到领取待遇年龄人数

为 ７４７ ． ９ 万人 ， 己覆盖全省 ６５ ． ７ ２％的县 。

４

１

贾先文 ．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化 求索 ， ２０１０ ，

（
７

）
： ５３

－

５５ ．

２
Ｌ ｉ ｎ Ｎ ａｎ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Ｃａｐ化ａ ｌ ：Ａ 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 Ｓｔ ｒｕ ｃ ：ｔｕ ｉ

＊

ｅ ａｎｄ Ａｃｔ ｉｏｎ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 ｄｇｔＣ ａｍ ｂ ｒ ｉ ｄ ｇｅＵ 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ｓ ｓ
，
２如 

１ ，

３ 吴玉锋 ． 农村社会资本与参傑决策研究 ［
Ｄ

］
． 华中科技大学 ， ２０１２ ．

４ 河南省统计局编 ．河南统计年鉴 （ ２ ０１２＾／ １

］
．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ｆ２ ０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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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优化资《｜？＆ ， 纖社区合作

化会资本通过规范与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提鳥农村化区 内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
．

首先 ， 社区成员通过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充分调动社区资源 ， 促进化区爸作与交流 ， 互

动网络的形成又増加 Ｔ社会资本的存量 。 其化 社会资本存量的増加有利于社区养老资源的

整合 ， 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 康复护理、 精神关杯等养老服务的供给离不开社区支持网 中 的公

盎资源与人力资源 。 最后 ， 社会资本促进了居家养老服务 、 互助养老 务及社区养老服务的

社区合作供给 ， 达到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在农村社区层面的优化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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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巧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概况

第穴次全国人 日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６０ 岁及 上老年人 口达 １ ． ７８ 亿人 ， 占总人口

Ｉ义 ％％ ， 农村老龄 问题研究巧题沮的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 口规模是城市的 １ ． 閒 倍且比重 己

达 １８ ．３％ ， 也就是说农村老龄化程度高达 １ ８ ．３％ 。 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 ， 农村老龄化问题显

得格外醒 目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在应对人 口老龄化

所带来的挑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一

、 农村化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历捏

（

一

） 巧巧阶段

社会养老服务是在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福利社会化发展应运而生的 。 建国初始还没有

这一概念 ， 在计划经济主导下 ， 存在着政府及单位提供的依
＂

身份
＂

而有所区别的范围狭窄 、

内容简单 、 形式粗放的养老服务 ， 因此 ， 这
一

阶段是养老服务的初始阶段 。

城市养老服务依托于城市机关 、 企事业单位提供 ， 主要是针对退休职工提供经济及生活

上的简单关照 ， 这种凭借
＂

单位人
＂

身份享受的养老服务不是现在意义上政府提供的公共物

品的
一

种 ， 不具有普惠性 ； 在广大农村地区 ， 农民被严格的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束簿在主地

上 ， 建国后至走十年代末经历了主地改革 、 公有制经济的建立 、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
一

系列

经济社会变革 ， 长期 Ｗ来 ， 农衬养老服务主要 由家庭及个人提供 ， 对于无家庭可依的孤寡老

人 ， 在集体劳作与分配的基础上可 由村集体扶助 。 同时 ， 养老机构也开始兴办 ， １ ９５８ 年召

开的 中共八属六次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人民公化若干问题的决议 》 提出要办好敬老院 ， 为那

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 （五保户 ） 提供
一

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 当年底 ， 全国共办起 巧 多万所

敬老院 ， 收养五保对象 ３ ００ 余万人 。

＇

仁 ） 系统化发展阶段

这
一

阶段的时代背景是十
一

届 ＝ 中全会的召开及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 ， 改革开放作为 中

国现代化的开端不仅带来了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格局转变 ， 还将市场化观念引 入了卫生 、 教

育 、 医疗 、 养老等民生领域 。 １ ９８６ 年 ， 民政部 口提出
＂

必须依靠群众 ， 树立枉会福巧社会

办的思想 ，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为量 ， 发展各种形式的
＇

民办
’

组织来办社会福利事业
＂

。

２

１９９７

年 ， 国务院颁布 《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敬老院是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单位 。

３

这
一

阶段是养老服务系统化发展阶段 ，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提出为养老服务的多元供给机

１ 董江化 中 国政府养老服务发展历程及经验届示 ［
Ｊ

］

． 人 口与发展 ， ２０ １０ ， 化间朋－

８７ ．

２ 董纪亚 ． 中 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巧 ［
Ｍ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５２ ．

３

民政部．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巧 Ｂ／Ｏ Ｌ
］

． ｆｉｔｔｐ ： ／／ｗｗｗ．

ｇ
ｏｖ ．扣／ｚ ｔｚ ｌ＾Ｗ５

－

１ ２八 ｌ／ｃｏ ｎｔｅ ｎ ｔ
＿

１４３９２６ ． ｈ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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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造 了 条件 ， 经济发达地区的社 区 Ｗ及 民间组织首开先河与政府合作试验养老服务的社会

化供给 ， 养老服务对象 由特殊性 向
一

般性扩展 ， 表现为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可通过缴费的

方式入住政府及 民间举办的养老机构 ， 养老机构的服务 内 容逐渐 由基本生活保障向康复服

务 、 医疗保健 、 精神娱乐等方 向转变 。 农村养老服务在家庭养老为主的特征下部分地区开始

发展互助养老Ｗ及初级的狂 区养老服务 ， 农村敬老院大量建立 ， 管理也逐步规范 。

（Ｈ ） 狂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我国从 １ ９９９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狂会 ， 这不到二十年的时 间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快速

发展阶段 ，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也逐渐成型 。 首先 ，
２ ０ ０９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全国试

点推行 ， 新农保的实施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 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

下 ，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得 Ｗ释放 ， Ｗ需求为导 向 的生活照料 、 医疗护理 、 精神慰藉等养老服

务产业逐渐发展 。

其次 ，

＂

优化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被写入
＂

十二五规划
＂

， 上海 、 江苏 、 浙江等地

率先进行社会养老服务的试点与改革 ， 江苏省常州 市五星街道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中 屯、通过

村集体资助 、 社会捐赠和个人缴费的方式筹集资金 ， 向街道社区老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 、 医

疗保健 、 精神慰藉等在 内 的居家养老服务 ， 成为当地社会养老服务示范社区 。

’

最后 ， 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开始 向专业化 、 市场化迈进 ， 不仅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有较快

增长 ， 专业化养老服务队伍也逐渐扩大 。 图 ３
－

１ 为近年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变化情况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 养老服务机构共有床位数 ４ ９３ ．７ 万张 ， 每千老年人 口 养老床位数 ２ ４ ．３９ 张 ，

图 ３
－

２ 是近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情况 ， 可 Ｗ看 出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在 ２ ００ ７ 年

达到高峰 Ｗ来却连年下 降
２

， 原因
一

方面在于政府 的财政投入不足 ， 另
一

方面 由于农村养老

机构床位闲置率高导致民间 资本不愿投资农村养老服务事业 。

图 ３
－

１ 全 国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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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老年人ｎ 巧 老化技＆
！

资料来源 ： 民政部 ． 中 闽 民政统计年鉴 （ ２化４ ） ［
Ｍ

］

． 北京 ： 中 围统计 出版社 ， ２ ０ １４ ．

１ 姚兆余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模式 、 机制与发肢巧径——基于江巧地 区 的调查川 ． 甘肃社么科学 ． ２ ０ １４ ，

阳 ．

２

民政部 ． 中 国 民政统计年整 （ ２０ １４ ） ［
Ｍ

】
．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 ２ ０ １４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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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２ 农村养老服务化构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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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民政部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 ２化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二 、 农村化会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

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式 ， 目 前较多采用 的是按居住方式的

类型划分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在城市化会养老服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地区的经

济 、 社会 、 文化环境形成了
一

套 自 有模式 。 现结合居住方式 、 供给形式 、 服务对象等因素将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划分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服务模式 。

（
一

）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居家养老服务是 Ｗ政府 、 社区 、 社会组织Ｗ及志愿者为供给主体为居家老人提供 内容涵

盖生活照料、 医巧保健 、 康复护理 、 精神慰藉等为老服务 ， 目 的是在老人不离家的前提下为

其提供上 口服务 ， 另外 ， 社区建立的老年服务中也 、 托老所等机构也是一种居家养老服务方

式 。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依托于农村社段 ， 在家庭养老的 同时为老年人提供医疗、 家政 、 娱乐

等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化会养老服务的基础与发展方向 。

Ｗ江苏 、 浙江等地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将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逐渐向农村地区推

广并取得 了相 当成效 。 宁波市是较早推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地区之
一

， ２００７ 年宁波市 Ｗ

《关于推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指导方针在农村地区开展 居家养老服务

为核必的社会服务工程 ， 截至 ２ ０ １ １ 年底 ， 宁波全市 已经有 ４３％的村级单位开展 了居家养老

服务 ， 政府财政拨款是主要资金来源 ，

一

批 由养老院工作人员 、 志愿者 、 社区服务队组成的

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是其人力保证 ， 在为农村居家老人提供生活料理 、 家政服务 、 精神安

慰的 同时 ， 村集体还将社区闲置设施改造为老年人活动 中 也作为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场所 。

宁波市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是我国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缩影 ， 总结其持点主要有政府主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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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村集体与狂区为依托 、 免费或低价服务为持征、 生活服务与精神服务为 内容 、 专业养老

服务人员为保证 。

仁 ） 互助养老服务摸式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
一

种依巧于邻里互助和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模式己经在河北 、 陕西等

地 自发实行 ， 对于互助养老的概念 尚未有统
一

定论 ，

一

种普適看法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是在农村社区Ｗ集中居住和老人互助为基本方式 ， 在家庭的经巧支持的前提下 ， 入住老人

互助的方式提供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 。

１

目前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实践主耍 ＩＵ农村中开展的
＂

幸福院
＂

及
＂

老年互助小组
＂

为主 ， 河北省肥乡县互助幸福院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 互助幸福院 由村集体提供场地 、 设施及

资金 ， ６０ 周 岁及Ｗ上能生活 自理的老人在本人或子女的 申请下可与材委会签订入住棘议免

费入住 ， 入住老人通过互助 自我养老 ， 子女亲属承担生活及医疗费 ， 幸福院建立初始即得到

踊跃响应 ， 申请人数大大超化床位数 ， 截止 ２０ １ ２ 年底 ， 农村互助幸福院在河北肥乡 的覆盖

率已达到 ４０％ Ｕｉ上 。 县政府对互助幸福院予Ｗ部分资金和政巧上的扶持 ， 如提供村集体闲置

场地 ， 号召成功人± 出资建设幸福院 ， 利用酒店 、 餐厅淘汰的公共及生活设施补充幸福院配

套设施等 ， 这种充分调动集体和社会资源Ｗ节约成本 、 完善居住环境及服务设施的举措充分

适应了农村的经济 、 文化环境 ， 得到 了其他农村地区的响应 。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有效利用 了村集体及农村社会的资源 ， 同时又减捏了家庭成员的

负担 ， 但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仅限有 自 理能力的老人 ， 将失能老人排除在外 ， 另 外 ， 依靠入

住老人互助提供的服务缺乏专业性 ， 受制于资金与设施的短缺 ， 互助养老的适用范围存在着

局限性 。

（ｓ ）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社区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在形式和 内容上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都是在家庭养老功能不

足与机构养老服务缺陷 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 不同的是 ，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对社区和集化的

依赖巧更大 ， 农村社区主要是指 Ｗ农村行政区划或社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共同体且Ｗ农业为

主要活动 内 容的集群材落或乡镇社区 ， 它是农村家庭和农村社会的桥梁 ， 可分为
一

般农村社

区和城郊农村社区 。

２

Ｗ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 农村社区在居住环境 、 基础设施 、 公共卫生 、

精神文明等方面煥然
一

新 ， ＾＾
｜

＿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服务也得 ＾开展 ， 它在家庭养老的

基础上整合了农村社区 的经济资源 、 人际资源化及传统道德资源 ， 在安王重迂的农村社会中 ，

通过邻里之间 Ｗ及熟人社区 的力量提供养老服务 ， 再加上政府与村集体的扶持 ， 使得农村社

区养老不仅成本低 、 覆盖广 、 符合老年人生活和也理习惯 ， 而且有利于农村社区的经济繁荣 、

１ 赵志强 ．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综述叫 ．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２０１４ ， 化
（
４

）
： ３ ５

－巧 ．

２ 徐志文 ． 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的提 出及功能定位川 ． 特区经济 ， ２ ０ ０７ ， 口 １间 ： １２ ５
－

１ ２ ６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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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和谐 、 道德传承 １＾（及精神文明建设 。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樊家村在实践基础上探索 出 了
一

条 Ｗ村级托老所为中也的农村社区

养老服务模式 ， 樊家村 目 前的屯个巧老所是在材级经济合作组织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 ， 管理

与服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程度较低 ， 服务对象主要是本村有生活 自理能力的老人 ， 收费标准

为每月 ２５矿４５０ 元之间 ，

Ｉ

巧老所是介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一种服务模式 ， 它兼具

了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功能与优势且收费较低 ， 符合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 为社区养老的

开展提供 了有益借鉴 。

（四 ） 机掏养老服务模式

机构养老服务是指 由养老机构 （福利院 、 敬老院 、 老年公寓 、 临终关怀医院等 ） 提供的

包括生活照料 、 医疗康复 、 健康护理 、 精神关杯等
一

系列为老服务 ， 服务对象集中居住于养

老机构得到专业化的照料和护理 ， 养老机构主要有公办公营 、 公办民营巧民办养老机构 。 机

构养老服务主要优势在于减径了家庭及子女负担 ， 专业化的工作人员可 更好的为老人提供

曰常生活及医疗服务 ， 居住于养老院的老人也可 Ｗ交流谈也 、 丰富娱乐坐活排遣寂寞 ， 机构

养老服务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而不仅仅是补充 。

２

首先 ， 在农村五保供养方面 ， 传统上的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主要 ｜＾
）

１五保供养的方式开展 ，

入住者向村委会 申请 ． 经过条件审核后方可入住 ， 表 ３
－

１ 是近年我国农村五保供养人数 ， 截

至到 ２０ １ ３ 年 ， 总供养人数为 ５３ ７ ． ３ 万人 ， 其中集中供养 巧 ３ ．５ 万人 ， 分散供养 巧３ ．８ 万人 ，

表 ３
－

２ 是 ２０ １ ３ 年各省农村集中供养平均标准与支 出水平 ， 可Ｍ看出 ， 河南省集中供养巧准

为每人每年 ３８化 ． １ 元 ， 低于全国 ４朗 ５ 元的平均水平 。

表 ３
－

１ 近年来农村五保供养人数 （万人 ）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 １ ０年２０ １ １年２０口年２ ０口 年

供养合计５ ３ １ ． ３ ５４８ ． ６巧３ ． ４ ５ ５ ６ ． ３ ５５ １ ５４５ ． ６５３ ７ ． ３

分散供养３ ９３ ． ３ ３９ ３ ３８ １ ． ６ ３巧 ． ９％６ ． ５ ３ ６０ ． ３巧 ３ ． ８

集中供养巧８ １ ５ ５ ． ６ １ ７ １ ． ８ １ ７ ７ ． ４巧 ４ ． ５ １ ８５ ． ３化 ３ ． ５

资料来源 ： 民政部 ．中 国 民政统计年鉴 （ ２０ １４ ） ［
Ｍ

ｌ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１ 陈建英 ． 上海农村新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
Ｄ

１

． 上巧交通大学 ， ２０ １０ ．

２ 穆光奈 ． 我 国机构养老发展的 困境与对策叫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２ ， （
２

）
： ３ １ ．

２ ２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一－

Ｗ河南省为例


表 ３
－

２２０ １ ３ 年各省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平均标准与支 出水平 （元／人 、 年 ）

平巧五保

￣￣

平析平均五保

￣

平巧平均五保

￣

平巧 Ｉ平均五保

化区 集

＊

巾

墓

养
支Ｓ平

地区

气
巾

２

养
支出＾ 地区 集

讓
养

支Ｉ心 地区 集

黨
养
支出水平

枯准

全国４６８５４０７８ ． ３黑龙江３ ６４７ ． ６３ ６４７ ． ９河南３８化． １％８９ ． ４贵州２５４３ ．１２的３ ． ５

化京 １ １ ０７ １ ． １８９２ １ ． ６上海７９８０７ １ ２４湖北３４９７ ． ４２７ ８２ ． ６云南３５８２ ． ６２５ 口 ． ４

天津８３７６ ． ７７ １ ０９ ． １江苏７ １ ７７ ． ７５６４８湖南５口４ ． ３４ １ ９２ ． ７西藏３ １ ２７３６６４ ． ３

河北３犯 １ ． ３巧４６ ． ８浙江８ １ ７８ ． ８６６０９ ． ７广东６６３ １ ． ６郎４０陕西５５０３ ． ９６８４３ ． ２

山西４ １ ３９ ． ９？３８ ． ３安徽３８閱 ． ８３３４７ ． ６广西３８巧． １５４０ １ ． ４甘肃３３０２ ． ８４０９０ ． ２

３蒙古６巧７ ． ７５７９ １ ．
１福建５６９３ ． ５５７８４海南５３７ １ ． ４８ １ ９７ ． ２青海４７的５ １ ７０ ． ８

江宁５６０７ ． ３５５０８ ． ９江西３２２０ ． ８３０９９重庆４９９３ ． ３巧６６ ． ７宁夏４７ ４ １ ． ２７ ８３５ ． ９

吉林沿巧２９０９ ． ９山东４８２７ ． ４４４４３ ． ２四川４０４９ ． ７３加８ ．１新疆６％ １ ． ３３ ８５７ ． ７

资料来源 ！ 民政部 ． 中国 民政绕计年鉴 （ ２０ １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汁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其次 ， 缴费入住的农村养老机构在财政资助 、 居住环境 、 服务水平 、 服务人员素质等方

面与城市养老机构存在着较大差距 ， 且随着农村高齡老人 、 空巢老人 、 独居老人 Ｗ及失能老

人的増多 ， 农村养老化构的供需失衡问题愈加严重 。

一

项关于 山东农村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

愿的调査结果显示只有 １ ２ ． ５％的被调查老人表示对养老机构非常 了解 ， 在对养老机构比较 了

解的老人中 ， 有 ４５％的老人对养老机构评价较高 ， ８０％的老人认为解决子女的后顾么忧是养

老机构的最大优势 。

■

由此可见 ， 农村地区对养老机构的服务需求还未被充分释放 ， 在经济

能力可承受的条件下 ， 相当
一

部分老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在农村有很大

潜力 ， 当然 ， 这需要政府 、 祖会Ｗ及家庭的重视和支持 ， 调整农村养老机构整体布局 ， 提鳥

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机制和服务标准化考核机制 。

１ 王洪挪 山东农材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 的意愿与需求分析川 ． 东岳论 ２０ １ １ ， ３２倒 ：化９
－

１７玉

２ ３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一Ｗ河南省为例


第四章 河南省农村社会养巧服务的现状与社会资本支持

本文Ｗ河南省为例分析我国农柯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 ， 原因在于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

省 ， 农村人 口数量大 ， 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数据显巧河南省农村人 口有 ５ ７８ １ 万 ， 占全省

人 口 的
一

半Ｗ上 。 同时河南又是农村劳动力输化大省 ， 据统计 ， ２０巧 年 ， 河南全省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规模达 ％６０ 万人 ， 其中 省 内累计实现转移就业 １ ５２ ３ 万人 ， 省外输出 １ １ ３ ７ 万

人 ， 庞大的外出就业与务工人群身后是数量众多的农村空巢家庭 ，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

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 因此 ， 在
一

定程度上 ， 河南省农村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与面

临的问题可＾说是全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现状的缩影 。 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 （＾？可南省

农材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例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一定 的借鉴意

义 。

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从初步探索发展至现在 ， 在政策建设 、 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建设 、 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配套政策设施的完善方面取得了
一

定成就 。

一

、 农柯社会养老服务现状

（
―

） 粗会化养老服务政巧体《不断完眷

１ ９９０ 年河南省人大颁布 了 《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 》 ， 明确 了对于老年人的家庭保护

与社会保护 ；
２０ １ １ 年河南省老龄委出 台 了 《河南省老龄事业

＂

十二五
＂

规划 》 ， 对省 内老

年保障体系 、 养老服务体系化及老齡工作体系进行 了规划布周 ；
２０ １ ２ 年河南省政府颁布 了

《河南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 ０ １ ５ 年 ） 》 ；
２ ０ １ ４ 年省政府发布 了 《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 加大 了养老服务化的政策支持力度 ， 落实了养老

服务机构的税费优惠 、 养老服务业的财政补贴 、 人才培训和就业等政策 。

上述规章条例的颁布完善 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政巧体系 ， 农村养老服务也在适应农村地

区经济 、 文化 、 杜会 、 传统现实的情况下逐步推进 。

仁 ） 政府主导下的农柯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巧步成型

在 国家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巧策导向和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经验基础上 ， 河南省

农村也初步确立 １＾１居家养老为主体 、 社区养老为依托 、 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模式 ， 河

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 ， 省 内农村 内 部也存在着经济与收入的差距 ，

２０ １ ４ 年全省 １ ８ 个省辖市里郑州 、 洛阳 、 南阳 、 许昌等地的 如Ｐ 超过 ２０００ 亿元位于全省前

列 ， 而澡河 、 鹤壁 、 济源地区的 ＧＤＰ 均不到 １ ０００ 亿元 ，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养老服务的供

给与需求 。 首先 ， 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郑州市周边农村 ， 依托于社区 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逐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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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 ， 郑州市是第
一批河南省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

１ ２３４９
＂

的试点地区之一 ， 郑州市区＆

及周边乡镇已经开通了服务呼叫项 目 ， 服务平台提供 日 间照料 、 康复护理 、 送餐代购 、 法律

咨询等居家养老服务 。

其次 ，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践 已在信阳市平桥区展开 ， 该区 ３８ 个城乡居家

养老服务中也在完善规章制度和配套设施 、 提供社会工作 岗位等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效 ， 起到

了为政府分忧 、 为外出务工子女解愁 、 为村两委王作减负 、 为居家老人谋实惠的作用 。

１

河

南省 目 前己投入使用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共 郎２ 个 ， 其中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屯、

（站 ） ３３ １ 个 ， 农村狂区养老服务中也 （站 ） ３５ １ 个 ， 日 均服务老年人 １ 万多人 ， 农村社区居家

养老有着广阔 的服务需求和发展前景 。

最后 ， 机构养老在省 内农村地区有所发展但步伐缓慢 ， 农村机构养老主要分为政府开设

的农村敬老院 、 老年公寓 、 老人院 、 巧利院等公立机构＆及民间养老机构 ，

一

方面 ， 农村敬

老院床位比重较大 ， 但其只针对农村特殊老年群体 ， 床位闲置多 ， 护理水平不髙 ， 另
一

方面 ，

乡镇敬老院的服务水平总体较低 ， 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 今年初 ， 南召县 白±岗镇敬老院

发生火灾 ， 造成两名老人死亡 ， 运
一

悲剧凸显 了农材养老机构在安全管理与监督方面的漏洞 。

２

（兰） 养老服务机构及产业雜初具规模

首先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不断增加 ， 截至 ２ ０ １ ２ 年底 ， 全省共有农村敬老院 ３２０ ０ 所 ，

其中县级中 屯、敬老院 ５ ２ 所 ， 乡镇敬老院 ２ ３ ７８ 所 ， 村级敬老院 ７ ５０ 所 ， 全省适龄老人集中

供养率达到 ４２％ 。

３

为 了促进机构建设 ， 河南省还出 台 了 《养老机构Ｗ奖代补办法及考核评

分标准 》 ， 通过建立Ｗ奖代补的长效机制 ， 激励养老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提升服务档

次 。

其次 ， 养老服务机构 的管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島 ， 河南省民政厅姐织狂会各界力

量 ， 于 ２０ １ １ 年成立了河南省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技能学松 并将郑州大学护理学院 、 郑州九

院 、 郑州家政协会 、 郑州卫校等多家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 ， 开设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鉴定站并展开培训 ， 同时 ， 各地市也积极探索依托大中专院校的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机制 ， 力

争于 ２０ １ ５ 年实现养老护理员执证上 岗 和定期培训制度 。

最后 ， 养老服务业逐步向市场化 、 集群化发展 ， 目 前河南省 已有 １ ５ 个省辖市 出 台对民

办养老机构的补贴政策 ， 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 仅 ２０ １ ２ 年社会资

本投入就达 ７ 亿元 ， 新建机构 ５０ 多 ■个 ， 建成后可新増床位 １ 万多张 。

１ 高芙蓉 ．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地方实践
——基于河南省信阳 市平桥区的调研山 ． 中共郑州

市委党校学报 ， ２ ０ １ ３ ，
（引 ： ９２

－巧 ．

２

中 青网 ．河南南召 ： 乡镇敬老院孤寡老人生活状化令人担

忧 ［
Ｎ

］
． ｈｔｔｐ ： ／化ｅｎａｎ ．

：ｙ
ｏ山心 ｃｎ／ｙｗｔｘ／２０ １ ５ ０ １化０ １ ５０ １ １ ２

＿

６４ ０２巧４ ． ｈ ｔｍ
，
２ ０ １ ５

－

１

－

１ ２ ．

３ 刘振杰 ． 农村人 曰 加速老龄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竞一Ｗ农业人 口大省河南为例ｍ ． 河南商业富等专科学

校学报 ， ２０ １４ ， 间 ： ８ １
－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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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养老服务化会化的评价及监管体樹逐渐成熟

河南省政府颁发了 《河南省社会办养老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 要求各地区 、 各部口在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 ， 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投入力度的 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 。

’

２０ １ ４ 年施斤的 《河南

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管理办法 》规定民政部口应当通过书面检查或者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养老

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 并及时公布检查结果 ； 养老机构应当于每年 ３ 月 ３ １ 日之前向实施许可

的 民政部ｎ提交上
一

年度的工作报吿 ， 年度工作化告 内容包括服务范围 、 服务质量 、 运营管

理等倩况 ， 养老机构应当接受和配合监督检查 。 郑州市在 ２０ １２ 年出 台的 《社会办养老服务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 中规定了护理人员 与服务对象的酷备比例 ， 服务对象生活能 自理的 ， 配

备比例不低于 １ ：１ ０ ； 需要半护理的 ， 配备比例不低于 １ ： 日 ； 需要全护理的 ， 祀备比例不低

于 １ ：３ 。 新郑市还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年检 ， 年检不合格将被罚款或责令整改。

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关系着养老服务供给的质量 ， 影响着广大老年人的养老

生活及合法权益 ， 河南省在管理监督往会化养老服务机构方面出 台 了
一

系列政策 ， 但具体的

落实情况仍待进
一

步观察 。

二 、 农巧化会养老服务的化会资本支持模式

根据前文所分析的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 ， 结合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

架 ， 可将农村狂会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模式分为个人与家庭社会资本支持 、 社区社会资

本支持和机构社会资本支持 。 个人与家庭社会资本支持是
一

种非正式的支持系统 ， 主要指个

人及家庭的社会资本对养老服务供给的支持 ， 机构社会资本支持表现为公立或私立农村养老

机构提供的公益性或盈利性的养老服务 ， 是
一

种正式的支持系统 ， 社区社会资本支持指的是

农村社区作为参与主体利用和整合社区层面的资源提供养老服务 ， 社区社会资本支持是
一

种

介于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之间的支待模式 。

（
一

） 个人与家庭化会资本支持

受传统儒家文化及孝道思想影响 ， 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 ， 尤其

是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 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主要来 自 自我供养与家

庭供养 ， 依靠亲缘血缘为基拙的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资本支持网络获取养老服务 。

首先 ， 就经济供养而言 ，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地收入、 劳动所

得 及子女的经济扶持 。 根据笔者在河南省鹿 邑县宋河镇宋河社区的走访调查可知随着农村

王地流转承包Ｗ及规模化经营的发展 ， 大多数农民选择将止地承包给公司或合作社进行集约

化 、 规模化农业经营 ， 自 己只 需按照合同领取租金或者提供劳动给承租方获得劳动报酬 ， 而

１ 河南省 民政厅 ．我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现状 、 存在突 出 问题和工作建议田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ｅｎ ａｎ ．

ｇｏ
ｖ ． ｃｎ／ｚｗｇｋ／ ｓ

ｙ
ｓｔｅｎ ｉ／２０ １ ２ ／０３ ／０２ ／０ １ ０２ ９４０ ５２ ． ｓｈ ｔｍ ｌ

，
２Ｑ  １ ２－

３
－２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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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 由 于在±地上劳作 了
一

辈子 ，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往往难 Ｗ舍弃农业劳动 ， 笔者

在调查 中 发现有劳动能力 的老人为 了减轻子女负担多数仍在从事农业生产 ， 部分丧失或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 的老人主要靠子女的经济支持 。 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乂平均较

低 ， 传统
＂

重男轻女
＂

观念深重 ， 农村老人养老的经济供养
一

般来源于儿子及儿媳 ， 较少依

靠女儿女婿 ， 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村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

一

部分的农材老人

更愿意在女儿家安度晚年 。 总的来说 ， 在农村 ， 大部分老人的养老仍然是 由儿子来提供经济

支持的 ， 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资本支持是农村养老服务社会支持网 的基础 。

其次 ， 就生活照料而言 ， 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高 ，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 照顾 自 己的能力

逐漸减弱 ， 需要家庭成员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照料 ， 特别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 ， 更需要投入

时间和精力 。 根据调查的农村家庭情况看 ，

一

般情况下 ， 大部分老年人都和 自 己的儿子生活

在
一

起 。 由 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 家 中 的男子就负责挣钱养家 ， 女子就负责照顾家庭 ， 所

就有家 中 的儿媳来承扭照顾老人的责任 。 同时 ， 笔者在调查 中 发现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是 由子女共同照顾的 ， 出嫁的女儿也会 回家看看 自 己的父母 ， 照顾他们 ， 儿子对老人的照顾

主要是提供吃 、 穿 、 行等方面的用 品 ， 女儿对老人的照顾主要是回家给老人洗洗衣服 、 晒晒

被子 、 扫扫地等 。 在老人生病时 ， 女儿和儿子就会轮流照顾老人 ， 共同承担照顾责任 。

最后 ， 就精神慰藉而言 ， 农村老人的生活空间与活动半径较小 ， 直接导致 了 社会资本 网

络中 人际关系 网 的范围狭小 ， 与邻居和亲属的社会交往是农村老人主要的社会资本来源 。 但

是 ， 老人不仅希望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 更希望得到精神上的照顾 。 然而在农村地区 ， 由 于经

济上的压力 ， 许 多 的农村子女没有过多地精力 了 解父母的精神需求 ， 只要他们吃好 、 穿好就

可 ｌｙ？ 了 。 筆者在调查中 发现 ， 农村老人从家庭得到的情感支持度较低 ， 他们 的娱乐活动仅仅

是聊天和看 电视 ， 做家务与 照顾孙辈是老年人填补空闲时 间 的主要方式 ， 精神支持是养老服

务的重要 内 容 ， 而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被长期忽视的情况在农村地区显得更为普遍 。

（二 ） 化区化会资本支持

农村杜会 中 ， 家庭养老功能虽然不可替代 ， 但是也 由于家庭结构 的变化等原因呈现不断

弱化的趋势 。 而受农村传统思想及经济水平的制约 ， 机构养老尚 未被广大农村老年人所接受 ，

再加上农村公立和化营养老机构存在的诸多 弊端 ， 机构 养老在农村地区发展缓慢 。 在这种情

况下 ，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作 为 介于 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之间 的养老服务模式路补 了 家庭养

老与机构养老 的不足 ， 社区 的社会资本支持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中 发揮着重要作用 。 河南省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有社区居家养老与互助养老 ， 两者都依托于社区平台 ， 调动整

合社区社会资 本 ， 在政府主导下提供《元化的为老服务 。

首先 ， 为 了完成
＂

十二五
＂

规划 中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目 标 ， 河南省确定 了
＂

ｌｉｌ农

村社区 日 间照料服务和互助养老
＂

为重点 的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建设体系 。 在具体工作 中 ，

第
一

， 要坚持
＂

政府主 导 、 群众参与 、 乡村主办 、 因地制 宜 、 量力而行 、 扎实推进
＂

的原 则 ，

各地可按照地域相近 、 规模适度 、 群众 自 愿 、 便于管理服务 、 优化 资源祀置的原则 整合资源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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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方力量 ， 努为形成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合力 。 第二 ， 要注重服务 ， 建管

并重 ， 为居家的农村老年人提供适合农村实际的生活照料 、 家政服务 、 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

等服务 。 第Ｈ ． 要重点关注失能 、 高龄 、 空巢 、 生活困难的老年人 ， 大为推行政府为符合条

件的 困难老人鹏买养老服务制度 ， 为他们入住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提供基本的服务傑障 。 第

四 ， 要尽快健全制度 ， 培养服务队伍 ， 建立农村养老服务管理 、 资金等方面的长效机制 ， 不

断提高河南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 另外 ， 河南省 民政庁采取
＂

先建后补 、 Ｗ奖带补
ｎ

等方

式给予资金奖励 ， 每个站点补贴 ２ 乃元 。

１

其次 ， 河南省在农村幸福院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借鉴的经验 ， 农村幸福院是
一

种互助养老

模式 ， 依据河南省 的建设和运营现状 ， 可将农村幸福院定文为 ： 由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 ， 为

农村老年人提供就餐 、 文化娱乐等照料服务的公益性活动场所 ， 包括农村老年人 日 间照料中

也 、 托老所、 老年化、 老年人活动 中也等 。

２

根据河南省的总体要求 ， 到 ２ ０２０ 年 ， 全省农村

幸福院将覆盖 ６０％Ｗ上的建制村 ， Ｗ适应老龄化的形势和居家养老的需求。

３

河南省 民政厅

２０ １ ３ 年发布了 《关于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 ， 文件指出 了农村幸福院建

设的原则及方针 ； 坚持政府主导 、 村级主办 、 因地制宜 、 注重实效 、 自愿互助 、 社会参与 。

根据省 民政厅的指导意见 ， 漂河市政府在 ２０ １ ４ 年发布 ７ 《漂河市农材幸福院建设方案 》 ，

规范 了 农村幸福院的资金来源 、 建设类型 、 服务对象与入住管理 。

１ ． 资金来源

就资金来源而言 ， 建设资金方面 ： 在充分利用 闲置集体资产的基础上 ， 要多方筹措建设

资金 。

一

是上级政府根据建设规模给予 ３
－

６ 万元建设补助 ， 不足部分 由县区 、 乡镇政府筹集 ；

二是倡导村里在外经商成功人±参与建设 ；
Ｈ是动员村 民捐助 ； 运营资金方面 ： 幸福院启动

运行后 ， 水 、 电等 日常性开支可由市 、 县区政府 ｙ ■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予 Ｗ补助 ， 不足部分

由 乡镇政府 、 村委会负责筹集 ， 米 、 面 、 油等 日常生活用 晶 由住院老人 自 带 ， 医疗等费用 由

住院老人或老人子女 自 行承担 ，

＂

五保
＂

老人的生活费用 由现行筹集方式解决 。

４

２ ． 建设类型

一

是综合型 ； 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村 ， 采取新建 、 改扩建模式建设幸福院 ， 既具备满足入

院老人住宿 、 就餐 、 娱乐等需求的功能和设施 ， 又具备为全村老人提供集中文体娱乐活动月艮

务功能 。 建设标准 ： 综合用房 １ ０ 间 （ 建筑面积 ２００ 平方米 ） 左右 ， 其中床位 １ ０ 张 ｌｉＵｔ ， 设

有厨房 、 餐庁 、 文体娱乐活动室 、 供暖设施 、 健身和文体娱乐器材等 。 二是娱乐型 ： 充分利

用村里闲置房产资源 ， 因地制宜建设幸福院 ， 既具备满足 日 间照料老人休息 、 就餐等需求的

功能和设施 ， 又具备为全村老人提供集中文体娱乐活动服务功能 。

５

３ ． 服务对象

１

人民网 ．河南加快养老事地发展 ［
ＥＢ／Ｏ Ｌ

］
．ｈｔｔｐ ： ／／ｚｙ

ａｃ ．ｍｃ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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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 ． ｃｎ／ａｒｔ ｉ ｃ Ｉｅ ／ｇｙｚｘ／２ ０ １ ２ １ ２／２０ １ ２ １ ２００３ ８９９ ８ ３ ． ｓｈｔｍ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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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潔河市人民政府 ．擺河市农村幸福院建设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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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经商或长期在外 、 身边无人照料的农村
＂

留守
。

、 独居、

＂

空巢
。

、

＂

五保
＂

老人为主 ， 同时兼顾其他需要照料的老人 。

４ ． 入住管理

凡 ６０ 周岁 、 无传染病 、 生活能够 自理的本村
＂

留守
＂

老人 、

＂

空巢
＂

老人和
＂

五保
＂

老人均可由入住老人本人 、 子女或其亲属 向本村村委会提出入院申请 ， 入住老人到医院体检 ，

并向村委会提交体检证明 ， 村委会审核同意后 ， 由本人或子女与村委会签订 《入住祗议书 》 ，

入住老人带齐 日 常所需衣 、 食等必备用 品后 ， 入住幸福院 ， 本村 ６０ 岁老人可在规定时间 内

免费享用幸福院 内 的
一

巧休尚娱乐搜施 ， 可参与院内老人组织的各类文体娱乐活动 。

１

综上而言 ， 河南省农巧养老服务将社区 日 间照料和互助服务作为发展方 向和 目标 ， 在政

府资金和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整合社区社会资本 ， 建设狂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也和农材幸福院 ，

这是
一

种介于正式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统之间的化会资本支持模型 ， 兼颇了社会化养老

服务将征和农村的传统养老观念 ， Ｗ 自主性与互助性为特征的农村幸福院为农村老人提供了

包含生活照料与精神娱乐在 内 的为老服务 ， 实现了养老不离家 、 养老不离村 ， 目前投入使用

的农村幸福院满意度较窩 ， 符合农村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 ， 更多的可持续运营模式有持进
一

步探索 。

Ｇ） 化构化会资本餅

机构社会资本支持模式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 主要指机构养老橫式 ， 与非正式支持的家

庭养老相 比 ， 这是
一

种正式的支持系统 ， 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主要包括乡镇敬老院 （福利院 、

老年公寓 ） 与私营养老院提供的养老服务 。 机构养老的社会资本支持主要关注两个 问题 ：

一

是经济 问题 ， 即养老机构层次不同 ， 收费情况不同 。 较高档的养老院设施完善 ， 环境好 ， 费

用相对较高 ； 低档养老院环境相对较差 ， 费用 自然较低 。 二是服务水平 问题 ， 伴随着收费情

况不同而来的是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不同 。 收费较高的养老机构其服务周到 ， 更贴近人性化

管理 ， 而费用较低的养老院服务水平低 ， 服务质量差 ， 更多 的是程式化管理 。

１ ． 乡镇敬老院

乡镇敬老院是农村机构养老服务最常见的形式 ， 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水平较

低 ， 公办的乡镇敬老院是最主要的养老服务正式支持系统 ， 乡镇敬老院最早是为农村五保老

人及有特殊需要的老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的机构 ， 因此 ， 乡镇敬老院具有明显的托底救

济性质 。 笔者在走访调査中 了解到 ， 宋河镇于 ２ ００８ 年建立了第
一

家乡镇敬老院 ， Ｗ前有机

构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则需要到县里的敬老院 ， 宋河镇敬老院可Ｗ接收符合入住条件的本乡

镇老人 ， 主要给老人提供基本的吃 、 住服务 ， 运营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 及少

量的个人 、 企业捐赠 ， 条件相对较差 ， 符合条件的老人可 Ｗ免费入住 。 乡镇敬老院与农村幸

福院虽然同样 Ｗ集中供养形式提供养老服务 ， 但前者主要是政府供给为主 ， 只面向农村五保

老人及特殊需要的老人提供生存层面的养老保障 ， 后者明 显带有社会化供给的性质 ， 是
一

种

１ 據河市人民政府 ？囉抑市农村率福院建设方案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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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化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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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村集体与化区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

表 ４
－

１ 乡镇敬老院与农村幸福院比较
一 －

 乡镇敬老院农材幸福院
—

兴办主体乡镇政府 村集体

筹资渠道政府财政为主政府 、 集体 、 社会 、 个人

覆盖率每个乡镇经济条件较好的村集体

服务范围整个乡镇 本村集体

服务对象Ｓ无、 五保老人空巢 、 独居 、 有文艺特长老人

服务 内容全入住服务全入住、 半入住、 曰 间照料等

服务水平较低 、 Ｗ经济供养为主巧高 （经济 、 生活、 精神 ）

服务费用
挫每人每天不超过 ５ 元

２ ． 私营养老院

秘营养老院是社会团体及个入兴办的养老服务机构 ， 它更多依靠市场及社会的力量提供

养老服务 ， 满足高层次的服务需求 ， 多是 盈利性为主 。 从全国范围来看 ， 农村私营养老院

数量明蟲少于城市 ， 且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也较为落后 。

目 前 ， 河南省的农村老年人总数约 ８ ５２ 万人 ， 农村的敬老院所集中供养的农村老年人

数大约是 ２ １ 万人 ， 也 即是说大约有 ８ ３ １ 万的农村老人是需要通过狂会养老的方式来养老

的 。

１

数据显示 ， 河南省大约有 ４６８ 个民办养老机构 ， 大部分是的养老机构是建在城市的 ，

极少的
一

部分是建在农村的 。

２

私营养老院的数量难 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ｆｌ民务需求 ， 出

现 了供需失衡的情况 ， 再加上资金不足及管理不善 ， 农村私营养老院缺乏必备的专业技术人

员 与管理人员 ， 由 于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农材老年人 ， 他们的收入又非常低 ， 通过 自 己的经营

服务所回报的利润也非常低 ， 在政府财政补助不到位、 自 身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 农村私营养

老院 的筹资与经营陷入了 困境 。

Ｈ、 农材化会养老服务化会资本模式选择的影咱因素

前文总结 了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社会资本支持的主要模式 ， 在实际情况中 ， 社会资

本的模式选挥可Ｗ有多种沮合方式 ， 接下来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 、 养老服务需求及资源收益

最大化方面探巧狂会资本模式选择的影响 因素 。

（
一

） 化会资本存量的差异与模式选择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会资本支持主要来源于个人与家庭社会资本 ， 因此 ， 对于对未

婚 、 离界 、 丧偶或无子女的老年人来说 ， 他们的家庭支持网的供养能力不足或缺失 ， 导致家

１ 蔡明清 ． 巧谈河南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山 ． 大观周刊 ， ２ ０巧 ， （ ３ ） ．

２ 王佳 ． 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对策研 巧——Ｗ河南省 为例山 ． 科技创化月 刊 ， ２０ １ １ ， （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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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养老资本歴乏 ， 在非正式支持系统缺失的情况下 ， 只能选择政府提供的正式支挣系统 ， 即

机构养老模式 ， 由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或者 自 己花钱入住养老院 ； 对于农村越来越庞大的 留守

老人 、 空巢老人、 离龄老人与失能老人来说 ， 他们的个人与家庭化会资本存量较少 ， 来 自 家

庭的支持网络随着子女进城务工 、 远离家庭而不断弱化 ， 针对这部分老人的化会资本存量状

况 ， 介于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系统之间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与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成为他们

的首选 ， 在家庭社会资本支持的基础上整合力化区与村集体的养老资源 。

仁 ） 养老服务巧求与模式选择

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尚未被充分释放 ， 目 前的需求水平与层次都较低 ， 然而 ， 农村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医疗水平的提高带来 了农村人 口平均寿命的延长 ， 养老需求不再局限于

经济供养与物质补充 ， Ｗ生活照料 、 医巧护理和精神关怀为核也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遂渐

增加 。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 ， 其在 日 常照輯与精神瘋藉方面的支持能力不足 ， 难 Ｗ满足

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 ， 社区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杜区居家养老与互助养老服务成为符

合农村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化会资本模式选择 ， 另外 ， 考虑到子女的生存压力与经济状况 ，

部分农时老人从子女巧度出发 ， 不愿意动用家庭养老这
一

社会资本 ， 只能不得 已选择机构养

老 。

（三） 资狠收益最大化与模式选擇

收益与损失也是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服务社会资本支持模式所考虑的因素 。 首先 ， 在个人

及家庭社会资本可及的情况下 ， 农村老人多选择家庭养老服务方式 ， 送是投入成本最低的模

式选择 ， 老人还能得到家人的照顾与关怀 ， 得到较富的资源收益 ； 其次 ， 化构养老相对于家

庭养老虽然成本较高 ， 但养老机构提供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弥补 了家庭养老的不足 ， 尤其对

于失能老人而言 ， 专业的生活照顾与医疗护理需求较高 ， 入住养老机构成为考虑的选项 ， 但

养老机构的居住环境 、 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养老服务的收益与损失 ； 最后 ， 依托

于村集体及社区的居家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集合了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点 ， 同时又

提供了养老机构难 Ｗ供给的精神满足感 ， 目 前看来是投资收益的最优组合模式 。 由此可见 ，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社会资本支持的模式选择是多淮度权衡收益与损失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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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资本异形发展制约河南省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

进程

一

、 化会资梯量不足制釣农村养老服务往会化難

社会资本是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 ， 如果人们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本 ， 那么他就可能获

得较多的社会支持 。

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 ， 社会资本在养老服务的供给支持方面表现

乏化 具体表现为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制约着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发

展 。

（
一

） 个体层面化会资本存量不足与家庭养老劝能的弱化

个人社会资本与家庭化会资本构成Ｔ农村中个体层面的狂会资本 ， 个体层面养老社会资

本存量不足主要表现为个人与家庭 、 邻里社会资本的弱化 。

１ ．个人狂会资本存量不足

农村个人社会资本的弱化主要指个人狂会关系网络的联接减弱 Ｗ及狙织参与的缺失 。 首

先 ， 农村化会资本的变迂在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从亲缘 、 血缘和地缘戈 （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

的弱化 ， 市场经济意识和价值观念改变着农村社会网络结构 ， 在人际交往规模超出亲缘 、 地

缘交际圈的同时 ， 功利化观念渗透于农村社会的人际网络 。 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 ， 人际

交往能力逐渐下降 ， 在社会关系网 中可及的资源也随之减少 ， 在传统的亲缘地缘网络的支持

功能衰弱的情况下 ， 个人社会资本的弱化无法避免 ， 养老服务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也逐渐递减 ，

制约着养老服务社会化支持网络的形成 。

爲次 ， 个人身份角色的缺失也带来养老化会资本的弱化 ， 我国农村中有着經久的 自 治传

统 ， 西方的近代化是共同体解体 、 共同体公益衰落的过程 ， 然而中 国 的现代化巧期却存在着

小巧 同体兴盛的相当合理性 ， 这就有个怎样对待它的问题 ２

。 进入现代社会Ｗ来 ， 农柯社会

的 自 治资源未能得到系统化的组织 ， 个人的社区沮织和活动的参与率较低 ， 而老年人在脱离

劳动身份又没有化区沮织成员 身份的情况下 ， 其在人际关系 网络中的角色就慢慢淡化 ， 能随

么利用的养老资源也大幅减少 。

由此可见 ， 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带来的养老服务非正式支持系统的减弱影响着养老

社会资本的存量 ， 同时个人身份角 色的缺失与社区组织参与率的降低也削弱 了养老服务正式

支持网络 ， 导致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給 的需求缺 口越来越大 。

２ ．家庭和邻里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１

王思斌 ．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 ［
Ｍ

］
．北京 ： 化会科学文献出版化 ． ２００２ ． １５６ ．

２

秦悍 ．传统十论
一－

本王社会的制度 、 文化与巧变革 Ｉ
Ｍ

］
．上海 ： 貧旦大学出版枉 ， ２００４ ． １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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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一直是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 ， 然而 ， 农村亲缘 、 血缘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加上

家庭结构小型化 、 核也化的发展趕势 ， 使得家庭养老的社会资本不断衰弱 。 首先 ， 农村传统

价值观念对家庭养老的约束力降低 ， 费孝通在 《乡±中国 》 里认为中 国化会生活遵从
＂

礼治

秩序
＂

，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 但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 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

发生了巨大转变 ， 市场经济下的功利取向观念逐渐 占据了农村社会的亲缘关系和人际关系网

络 ， 在逐利欲望控制下 ， 家庭伦理 、 传统孝梯观念、 亲族联接等观念出现了模糊和弱化 ， 经

济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利益化转变 ， 表现为农村多子女家庭在养老义务中的互相推

逐 ， 近年来农村中有子女的老人无人问津、 流落街头的事例大规模发生 ， 让人如酸之余不得

不思考狂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立的迫切性及可及性 。

其次 ， 农村人 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的核也化与小型化 ， 使得家庭养老

的供养能力减弱 。 目前多数农村老人还是生活在多子女及孙辈家庭 ， 但是随着农村人口 出生

率的降低 ， 农村家庭结构必将小型化 、 核必化 ， 由此带来的家庭养老压为逐渐增加 ， 而随着

子女数的减少 ，
！＾？±农村地区庞大的家族亲属网将越来越小 ， 来 自家庭与亲族的血缘 、 亲缘

关怀网的养老支持功能减弱 ， 给社会化养老服务带来压为 。 如表 ５
－

１ 、 图 ５－

１ 是河南省近年

农村人口老龄化部分数据 ， 可Ｗ看化农村地区的抚养比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 ２ 年上涨了近 ６ 个百

分 比 ， 河南省农村 巧 岁及 Ｗ上人 日 比重己高达 ９ ．５％ ， 高龄化趋势明显 。 目 前政府对于农村

老人的养老服务主要是对五保老人及低保老人的供养 ， 图 ５
－

２ 是河南省农村近年的置保老人

供养情况 ， 集中供养人数 由 ２０１０ 年约 ２０ 万人降低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万人 ， 分散供养人数维持在

２７ 万人左右 ， 分散供养的五保人数多于集中供养 。

表 ５
－

１ 河南省农村老龄化水平及总抚养 比 （％ ）

２００７年２ ００８年２０ ０９年２０ １ ０年２ ０ １ １年２ ０ １ ２年

河南省农村 ６５ 岁及 Ｗ
７ ． ７ ２８ ． ０４８ ． ４９ ． １９ ． ％ ９ ． ５

上人 口 比重

河南省农村总抚养比４ １ ． ３ １４０ ． ７４ ０ ． ３４４ ７ ． ４５４８ ． １ ９４６ ． ５８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 人 口和就业统计司 ． 中 国人 口 和就化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３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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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１ 河南巧 ２００７
－

２０ １２ 年农村 ６ ５ 岁及 Ｗ上人 口 比重 （ ％ ） ．

河南省农村６５岁及科上人口化重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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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７ ２ ０ ０８ ２ ００ ９ ２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２ ０１ ２

ｉ

圏 ６巧及 １义上人□ 比重 Ｗ１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人 口和就业统计司 ． 中 国人 口 和就业统计年鉴 （ ２ ０ １ ３ ） ［
Ｍ

ｌ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

２ ０１ ３ ．

图 ５
－

２ 河南省近年农村五保老人供养情况

河南省近年农村五保老人供养情况
３０００００ ｒ

  —

＾＾＾７３
 ２７妨 －２７＾５８１—

＾３０％

＝誦唾啡ｉＨ ｉ

２ 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Ｉ

画集中供养 ！

／
ｖ数 （万人 ） Ｉ■■分散供养人数 （万人 ）

Ｉ

Ｉ

一ｒ
■集中供养人数比 （ 街 ）

■＾分散供养人数比 （ ％ ）

资料来源 ： 国 家统计局人 口 和就业统计司 ． 中 国人 口 和 就业统计年鉴 （ ２０ １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汁 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再次 ，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的 同时 ， 农村 留守老人 、 空巢老人问题凸显 ， 农

村老人的养老社会资本在非正式与正式的社会支持网减弱 的情况下 己经存量不足 ， 再加上农

村劳动力 的转移带来的子女远离 乡 ±组建家庭 ， 老人从家庭中得到 的养老支持更为减少 ， 留

守老人 、 空巢老人不仅缺少养老服务的经济支持 ， 其精神慰藉需求也得不到保障 。 可见 ， 农

村劳动力转移导致 了 家庭养老资本 的进
一

步弱化 。

此外 ， 邻里社会资本在传统的地缘封闭式乡 村 曾 是生产互助 、 人际交往的重要资源 ， 农

村有着比城市社会资本更巧厚的邻里情感纽带 ， 然而随着农村劳动 力转移与农村 内部的阶层

分化 ， 农村 中邻里交往的功利性也随之增加 ， 邻里间 的信任关系减弱 ， 矛盾与利益冲突增多 ，

邻里社会资本对养老服务的支持也大为减弱 。

１

１

刘春荣 ．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 本的生成Ｗ ． 社会学研冗 ， ２孤７ ， 间 ：前－

７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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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团体层面壮会资本存量不足与化区养老资源的巧乏

１ ．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农村组织
一

般是在村域或社区 中 Ｗ农业生产 、 经济利盜 、 兴趣爱好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各种团体和机构 ， 它是农村社会的重要姐成元素 ， 是我国乡村 自 治的组织支撑 。 农村沮织的

类型主要有村民委员会 、 社区委员会 、 各种互助组织Ｗ及基于兴趣爱好成立的沮织 ， 农村组

织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在
一

是农村姐织数量较少 ， 农村中最主要的组织是村民委员会和

社区委员会 ， 餘此之外的互助组织发展程度较化 。 农村互助组织是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

要载体 ， 在家庭资本衰微的情况下 ， 依靠现存的社会网络关系及共同的利益取 向 形成的各种

互助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 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 农村组织尤其是互助姐织的数量

少 、 发展程度化影响着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与整合 ；
二是农村组织的管理与运巧常常带有行

政色彩且规范化程度较低 ， 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组织的代表多是 由上级行政任命的 ， 农民在

管理与决策中 的参与度较低 ， 再加上村委会及社区委员会领导干部的水平普遍不高 ， 使得村

委会在领导村 民 自 治 、 整合社区 资源 、 提供社区服务方面缺乏整体的规划布局和统筹运作 ，

从而村民对村委会的管理和运作感到失望 ， 导致沮织参与率更低 ， 制约着社 区保障及社区养

老服务的供给 。

２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发展离不开社 区 作为基本单位和载体 ， 无论是 目 前取得成功经验

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还是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 它们 的构建和运行都需要社 区提供的 肉 部支持

与外部环境 。 然而 ，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在社会规范与信任合作方面的缺失制 约着社区 的资源

整合与化区服务的提供 。

１

首先 ， 农村社会的
＂

差序格局
＂

促进 了 社 区 内 部基于亲缘地缘关系 的信任合作的 同时 ，

却排斥租区外部的人员 。 差序格局决定 了 农村社区 由 内而外 、 由 己及人的化会关系 网络与人

际交往网络 ， 这
一

方面提高 了社区 内 的互惠信任程度 ， 另
一

方面却降低 了社 区外部资源的进

入 ， 封闭 的社区网络难 ＾＾
＜

１有效供给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 农村社区整体而言较低的社会资本又

反过来限制 了 社会规范与合作 。

其次 ， 农村社区 内 自 组织的缺失导致 了 个体合作的减少 ， 农村社区 内 自 组织的规模与数

量都小于城市社区 ， 城市社区 中依共 同兴趣而成立的 自 组织在连接社区 资源 、 提供社区服务

方面发挥着突 出作用 ， 此为依托的城市社 区居家养老和社 区养老服务模式取得 了 成功的经

验 ， 反观农村 ， 社 区 自 组织的匿乏降化 了 村 民间 的互惠合作意愿与期望 ， 化社区参与率必然

导致弱化的社区 网络 ， 使得社区 内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 。

２

最后 ， 农村社区 自 上而下 的治理方式也不利于村 民对社区公共事务 的参与 ， 服务型政府

的改革 目 标是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巧同治理 ， 但大多数的社 区村 民 由于在选举义

１ 赵立新 ． 社会 资 本与 当今农村社会倍任 － －基于
一项 调 窒 的社公学研 梵Ｗ ． 内 蒙古化 会科学 ， ２００５ ，

２ ６
（
２

）
： １ １ ８

－

１ ２ ２ ．

２ 牛喜霞 ， 汤晓峰 农村社区化会资本 的结构及 影响 凹 素分析川 ． 湖 南 师范 人学礼 貧科単学报 ， ２ ０ １ ３ ，４ ２
（
４

）

．

３ ５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化会养老服务问题研巧￣￣ 河南省为例


公共事务中 的关注讨论较少 ， 尚未认清 自 己在社区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 ， 因而村民觉得 自 己人

微言轻 ， 对于 自 己在社区选举及公共事务中的参与作用缺乏信也、和期待 ， 在渉及民主权利的

参与方面表现出不积极的
一

面 。

１

二、 社会资本培育不足制約农时养老服务化会化进程

一

般而言 ， 玫府无法直接干预社会资本尤其是私人社会资本 ， 但其可 １＾ ＾１通过制定法律规

范 、 提供财政支持 、 引 导舆论宣传 、 配置化会资源等方式影响个体与团体可得社会资本的水

平和类型 。 政府的
＂

暴力潜能
＂

和对社会的规范能力 及具有的高度组织化等特征使其在社

会资本的构建与培育 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

２前文从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总结了河南省农村

养老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原因与表现 ， 社会资本見形发展还包巧社会资本的培育不足 ， 主要

指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 中 的角色缺失 ， 具体表现为信任 、 规范化及网络型社会资本的匿乏 。

（
一

） 规范型社会资本缺失与农做会养老服务的政策娜滞后

根据对社会资本宏观层面的理解 ， 本研究中所指 的规范型化会资本具体是关于农村杜会

养老服务的政策法规 ， 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定方面的框架布局 。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设离不开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 ， 只有作为
一

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化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才能

形成政府 、 家庭 、 社会的多元供给机制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立需要中央 、 地方政府

及材集体 、 社区 的共同 引 导和参与 ， 因此 ， 明确政府 、 市场 、 家庭的主体地位 ， 厘清各级地

方政府 、 居委会 、 村集体的职责是构建农材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 。

目 前 ， 针对农村养老的法律只有 １９９６ 年制定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 》 ，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该经常看望和 问候老

年人写入了 法律 ， 即通俗说的
＂

常回家看看
＂

。 除此么外的农村五保供养 、 农村低保化及新

农保等相关养老保障制度均 Ｗ

＂

条例
＂

、

＂

规划
＂

、

＂

试斤
＂

、

＂

暂行
＂

、

＂

通知
＂

、

＂

意

见
＂

等形式 出现 。 如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
（
２００６ 年修订

）
、 《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剌度的通知 》 （ ２００７ ） 、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检试点的指导意见 》 （ ２００９ ） 、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 ２０１ ３ ） 等 。 近年河南省政府也 出 台了
一

系列关于

养老服务的政策规定 ： 如 《河南省老龄事业
＂

十二五
＂

规划 》 （ ２０ １ １ ） 、 《河南省政府关于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没的意见 》 （ ２０ １ １ ） 、 《河南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但０ １ １
—

２０巧

年 ） 》 （ ２ ０ １ ２ ）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 ２ ０ １ ４ ） 。

综观上述 ， 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仍停留在政策指导层面 ， 全 国性的法律数量较少 ， 关于

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制度规范更加稀缺 ，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发展不均衡 ， 东部地

区农村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在养老服务制度设计与模式选择方面存在的优势与制约因

１ 李绍伟 ， 池忠军 ． 村民 自 治的功能主文二分法及统合山 ． 甘肃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１ ， 间 ：化３
－化５ ．

２

王±永 ． 论政府与社会关系 中 的社会资本ｍ ． 中共济南市委觉校学报 ＞２００４ ． （
４

）
： ８２

－

８５ ，

３６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材社会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一Ｗ河南省为例


素相塞很大 ， 河南省 内 的城市周边乡村与西部山怪乡材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 中央与地方政

府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位不利子农村社会资本的整合 ， 影响着农村杜会养老服务的地区间

及城乡间的均衡发展 。

（二） 网络型狂会资本面乏与非营利组织培育不足

非营利组织可Ｗ凭借 自 身专业性优势满足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 ， 分担政府的养老圧力 ，

促进养老服务的多元供给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 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是指非营利姐

织内外个人及组织之间建立的社会信任网络 ，

Ｉ

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的多少与可及性影响着

其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

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培育不足主要表现在 ；

一

是 自身定位不明确 ， 多元治理的参与角色

尚未确立。

一

直Ｗ来 ， 我国非营巧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依附于政府 ， 政府虽然对非营利组织参

与养老服务供给持鼓励和支持态度 ， 但在准入机制和监管按制方面却巧腺进多 。 河南省作为

传统农业大省 ， 农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农业经济协会 ， 涉及农林牧渔业的

生产培育及销售过程 ， 此外 ， 农村公益组织及备种文化团体也开始出现 ， 如老年人林会 、 许

划生育协会、 歌舞戏剧协会等 。 总体而言 ， 河南省农村的非政府组织起步晚、 规模冰 、 组织

能力低 、 话语权少 ， 尚未建立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 在养老服务方面的作用更小 。

二是非营利组织得到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扶持较少 。 首先 ， 我国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法

规尚未形成框架 ， 针对其准入机制 、 运营管理 、 评价监督等方面的政策保障较少且缺乏规范

性巧统
一

性 ， 河南省关于非营利机构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管理规定仍不完善 ， 不利于非营利

姐织社会资本的培育及养老服务的化会化发展 。 其次 ， 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不仅需

要政府的政策优惠 ， 资金扶持对于投资 回报率低且周期长的养老服务业十分关键 ， 总体而言 ，

政策优惠小 、 资金扶持少是制约非政府姐织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因素 ， 也是养老服务多元化

供给的阻碍 。

表 ５
－

２ 河南省近年民间组织数量 （ 个 ）

２００９年２０ １ ０
年２０ １ １年 ２０ １ ２年２０ １ ３年

化会团体 ５ ４６７ ５６前 １
峭０６ １ １ ０２ ２ １ ０ ８９６

民办非企业单位化６００ １ ９口 ６ ９２２ １ ９９８９ １ ２ ５３８

基金会巧 ２ １ ６４ ７ ７％

资料来源 ： 河南省统计局编 ．河南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４ ） ［
Ｍ

ｌ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２ ０１４ ．

１ 李超玲 ， 钟洪． 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 ； 概念 、 特征及其相关 问题研巧化 江汉论坛 ， ２００７ ，
（
４

）
： ４３

－化 ．

３７





杜会资木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
＇

服务 问題研究——Ｗ河南省为例


巧 ５
－

３ 河南省近年 民间组织数量 （ 个 ）

河南省近年来民间组织数量

２５ ０００ｒ


２００００——１２６００ 

１ 如００—

Ｉ ＩＨ唾品
麵

２００９２ ０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 ０ １ ３

社会团棘 （个 ） 田团 民汾非企业单位 （个 ）
－＊－ 基金会 （个 ）

资料来源 ： 河南省统计局编 ．河南统计年鉴 （ ２ ０ １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 ２ ０ １４ ．

表 ５
－

２ 、 图 ５
－３ 是河南省近年來非营利组织数量 ， 可 Ｗ看 出 ， 在社会团体巧基金会的数

量逐年递増 的 同时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量却有所下降 ， 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８６００ 个降为 ２０ １ ３ 年

的 １巧 ３８ 个 ， 原 因在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准入限削较多 ， 再加上该类民间组织往往投资高 、

回报周 期长 ， 如果政府不予 Ｗ政策和 资金方面的扶持 ， 其存活将面临 着很大困境 。

（三 ） 资金投入不足与化会化服务队伍薄弱

１ ． 资金投入不足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资金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 ： 筹资渠道单
一

、 资金投入水平低 Ｗ及社会

化募集水平低 。

（ １ ） 筹 资渠道单
一

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尚未在农村地区确立的情况下 ， 农村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主要来

源于家庭与政府 ， 而政府的兜底作用 使得其养老服务的 保障层次和水平较化 ， 政府的财政仅

供养农村五保老人和部分低保老人 。 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在经济支持方面依托于家

庭 ， 政府对农村五保老人的资金供养体现在福利救助拨款中 。 可见 ， 除 自我供养外 ， 农村养

老服务的经费来源是家庭和政府 ， 在化会化筹资渠道不完善的情况下 ， 家庭和政府面临着较

大的经济压力与财政压力 。

１

河南省 目 前 ６０ 周 岁 ｔＵ上老年人 曰 达 口 ００ 多万 ， 占人 口 总数的 １ ３ ． 桃 ， 截至 ２ ０ １ ３ 年 ，

农村五保供养人数为 ％ ． ７ 万 ， 其 中集 中供养五保人数有 １ ０ ．７ 万人 ， 散居五保户 人数为 ２ ８

万人 ， 低保老人总数为 １ ３４ ．７ 万人 ， 农村五保供养人数和低保老人数分别 占 ６０ 岁 Ｗ上老年

人 口 的 规和 １化 ３％ ， 这意味着多达 ８ ６ ．７％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 的经费不得不来源于 家庭 ，

这对本就脆弱的家庭支持网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

（ ２ ） 资金投入水平低

１

杨化化 论地方政府主导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的 根支柱
＂

化 湖北社会科学 ， ２ ０１４ ，Ｗ ： ５ ３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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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的供给可能并不必定要求国家作为供给主体 ， 但是 国家为国 民提供福利保障的

义务却不可免除 ， 应里的 义务主要是指经费 的投入 ， 比如说必要的兜底作用 。

■

具体到农村

养老服务的供给 ， 政府 目 前主要是Ｗ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形式提供层次和水平较低的救济 。 图

５
－

４ 是河南省近年民政事业费支出情况及其 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 比重 ， 表 ５
－

３ 与 图 ５
－

５ 是城乡

社会救济费支 出情况 ， 可见民政事业投入的低水平与城乡差异 。

图 ５
－

４ 河南省近年民政事业费支 出情况

河南省巧年民政事业费支出情况

３００００００ Ｔ

— —  ——

４７巧
￣￣５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６
 ———扣巧 

^

２００００００
＊
—

？

 －

ｐ

＝

ｊ



．
—

３

巧０００００

广
一

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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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 ０００— 
＇


＇

－
＾ ２

５００００ ０—
＇

 ＇

—１

０Ｊ
￣￣ ＇￣Ｌ——￣ Ｉ￣￣１—Ｊ＿＿＿ １＿＿—＿＿ １＿Ｌ＿ ＿＿０

２ ０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泌 
１ ３

［
＾河南省巧年 民政事业费支出 — 民巧事业费支出 ／地方财巧支出

Ｉ

资料来源 ： 河南省统计局编 ．河南统计年鉴 （ ２ ０１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 版化 ， ２化４ ．

表 ５
－

３ 河南省近年社会教济费城乡支 出情化 （ 元 ）

２ ００ ９年２ ０ １ ０年２０ １ １年２ ０ １ ２年２ ０ １ ３年

农村社会救济费４ １ ０４４３３６ ２ ８７ ５５ ２ ２ ３９４４２ ８８ ６ ７５４４ ７６ ９

城镇社会救济费 ２ ７ ２ ６９０２ ７ ８ ２２ ０ １３ ６ １ ７６ ３ ７４化 ２８９ １ ３巧９

图 ５ ５ 河南省近年社会救济费城乡支 出情巧

河南省近年壮会救济费支出情况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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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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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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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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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Ｔ
￣

ｉｒ ：ｇ
￣

：ｒ
￣￣

Ｚ

０ １ １ ＞ １

２ ０的扣 
１ ０ 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 ２０１ ３

１

＾农村社会救济费 （元 ） 城镇社会救巧费 （元 ）
Ｉ

资料来源 ： 河南省统计局编 ．河南统计年鉴 （ ２０ １４ ） ［
Ｍ

］
．北京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 ３ ） 化会化募集水平低

养老服务的扛会化发展需要社会化的筹资渠道 ， 单靠家庭及政府的 资金支持无法满足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 社会募集主耍包括社会捐赠及其他部 口转入的 资金 ， 其中社会捐赠主要

１ 谢足亚 ？ 舍尔
一

阿德龙 ， 王发运等译 ．建立社么 保障私有 化的挑战 ［
Ｍ

］
．北京 ： 中 凹劳动社么保障 出 版杜 ，

２ ００４ ． ４８ ．

３ ９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 河南省为例


包括企业捐赠及个人捐赠 。 河南省 民政部 口２ ０ １ ４ 年共接受社会捐赠近九千万 ，

Ｉ

但据统计近

六成捐款流入政府 、 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 ， 只 有 １ ． ３％的捐款到 了 慈善会之外的社团 、 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 ， 而 即使在這 １ ． ３％的捐款接收部 口 中 ， 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

织 。 总体而言 ， 河南省社会化募集水平较低 ， 而所募资金用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比例则可 Ｗ忽

略不计 。

２ ．社会化服务队伍薄弱

社会化养老服务队伍薄弱主要表现为 ：

一

是社会工作人才的匿乏 ， 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

才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人力保障 ， 现有的养老服务队伍难 Ｗ满足不断增长的农村留守老

人 、 空巢老人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３ 年 ， 河南省提供住宿 的社会服务机

构共有 ２０ １４ 个 ， 职工数 ２ １ ８ ２２ 个 ，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２４２２ 个 ， 职工数 １ ３ ５４ ３ 个 ， 目 前机构

职工中专业 的社会工作人员 比例还很巧 ， 影响 了 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供给 。

二是现有 的养老服务人 员专业性差 、 流动性强 ， 目 前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 多是
＂

４ ０ ５ ０
＂

群体且多数 只把其当做临时性工作 ， 由于社会对老年护理工作的认可度低 ， 加上养老机构 自

身在资金 、 设施 、 人员配备方面的欠缺 ， 使得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缺少职业培训 的 内在动力

与外在保障 ， 工作人员流动性较高 。 另外 ， 城市养老服务机构Ｗ及逐渐形成的组织化的志愿

者团队弥补 了 养老服务人员 的不足 ， 但志愿者队伍及社会团体尚未在农村地区形成规模 ， 无

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志愿者都很少 出现在广大偏远农村 ， 仅有少量青年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做义

工及其他老年公益活动 ， 农村养老服务缺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志愿者团队 。 图 ５
－

６ 反映

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工作者的专业需求情况 ， 可见专业知识 、 工作态度与 屯、理呵护是老年人

对养老服务的主要需求 ， 巧关 的老年护理培训与考核应参考老年人实际的服务需求 ， 扩大服

务范围 ， 提高服务水平 。

图 ５
－

６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工作者的专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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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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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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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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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Ｗ河南省为例


Ｓ、 社会资本自身局限性制鉤农村养老服务化会化进程

前文讨论了化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与培育缺失对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制约 ， 这是基

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养老服务契合的积极方面而言的 ， 然而 ， 社会资本不是解釋和解决某个巧

会问题方方面面的万能 良药 ， 在 Ｌ义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农村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还应认识到社会

资本 自 身的局限性所在 ， 从而在具体行动中予Ｗ规避或降低某消极影响 。 社会资本 自 身局限

性主要指非巧衡性分布的特征Ｗ及排除圈外人 、 造成社会封闭两方面 。

（
一

） 狂会资本的機衡性分布

由社会资本理论可知 ， 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其可拥有和利用的资源 ，

个人及面体天然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及层次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 从个人层

面来说 ， 社会资本因个人关系网络的大小及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从而获取资源的能力存在

着差异 ， 如果仅仅依靠网络关系获取养老资源 ， 就会导致个别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 ，

从而产生老年贫困 ； 从团体层面来说 ， 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分布会使得本就因血缘 、 地缘而

孤立的村域枉区更加缺乏流动性 ， 资源聚集的
＂

马太效应
＂

会割裂养老服务的共享网络 ， 不

利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 。

１

（二 ） 摊除困外人 ， 造成壮会封巧

个人从粗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途径决定了化会资本排除圈外人的属性 ，

＂

成员 身份
＂

在社会资本网络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 ， 拥有
＂

身份
＂

的成员会 自发设置有形或无形的屏障排除

圈外人加入获取资源 ， 逐渐形成 了群体 内 部的高整合性与群体间 的低
＂

链合
＂

度 。

２

一方面 ， 社会资本因其合作 、 互惠 、 规范等核也要素推动着资源的整合 ， 然而 ， 社会资

本分布的非均衡性及排除圈外人的特征使得资源的 内部整合度高且固定下来 ， 与化会资本存

量相差较大的外部社区则链合很弱 ， 造成了农村社区间养老服务资源的不均衡 ， 有着髙社会

资本存量的地区提供较高水平的粗区养老服务 ， 对外部成员有着严格的身份准入限制 ， 没有

本社区身份的人无法享受到 同等的服务 ， 从而社区间在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差跑将越来越

大 ， 社区 间的流动性减弱 ， 农村 内 部的养老服务在供给水平与管理规范方面难 ＾ ＜

１统
一

。

另
一

方面 ， 社会资本在城乡 二元结构下本就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 ， 其 自身排除圈外人

的特征更加重 了城乡 间的隔阔 ， 城乡 间的养老服务社会化资源难Ｗ整合 ， 阻碍传统社会资本

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的步伐 ， 不利于城乡 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实现 。

１

ｈ 长親 社会资本 的负面效应山 ． 学习 与探索 ， ２ ００ ６ ， 间 ： ５４ －

５７ ．

２

曾荣化走 出 囚徒困境化会资本与制度分硏Ｍ
Ｉ
上觀 上海吉联书店 ， ２ ０旧 ． ２ ３９ ．

４ １





社会资本视角 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问题研巧￣￣Ｍ河南省为例


四 、 基于鹿邑县宋河镇宋河社区的个案分析

宋河镇位于河南省周 口市鹿邑县东北部 ， 属于豫东地区 ， 宋河镇下辖 ４ 个居委会 ， 化

个行政村 ， 总人 口４２１９２ 人 ， 怠面积 ６７ ．３ 平方公里 ， ＾＾
＂

宋河
＂

酒为代表的 白酒产业和产

品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特色 、 文化特色与景观特色 ， 为本地赢得了
＂

白酒之乡
＂

的美誉 。

１为

了 了解当地的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 笔者走访了宋河杜区的部分老年人家庭 ， 主要

＾定性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将访谈结果分为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需求两方面 ， ！＾＾期反映河

南省农村的狂会资本与养老现状 。

Ｃ
一

） 宋河粗区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定性研宛

狂会资本按 内容可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 前者指化会网络结构中成员

所处的地位及采取的行动 ， 是
一

种现状的描述 ： 后者指成员在社会关系或网络结构中的价值 、

认知 、 态度等观点 ， 是
一

种主观倾向和感受 。 Ｔｒｕｄｙ
Ｈ ａ ｒｐｈａｍ 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将狂会资

本划分为組织参与 、 社会凝聚 、 社会控制 、 社会信任 、 社会支持与公民参与穴个方面 。 在

Ｔｒｕ ｄｙ 
Ｈ ａ ｒｐ ｈａｍ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结构型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 内容划分 ２

， 本文将收

集到的有关老年人社会资本访谈资料主要分为社会信任 、 组织参与与化会支持Ｈ部分 。

１ ．社会信任

信任是杜会资本的核也、要素之
一

， 宋河社区老年人大部分 曾经是国企改制前的宋河酒厂

的工人 ， 彼此间 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大重合化 ， 国企改制后多数人还生活在原社区 ， 因此化区

内老年人的信任度较高 ， 但是酒厂的搬迁使得原有职工越来越少 ， 外部人员大量搬进社区的

家属楼 ， 与早期住户产生了隔离感 ， 影响 了社区 内信任度 。 化区居委会 、 保安 、 清洁工等服

务人员与老年人通化长期交往互动也形成了 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 ， 但这种信任是带着距离感

的有限信任 。 访谈还发现社区老年人对外部商贩及推销者的警惕瓜最强 ， 对外来者有着共 同

排斥 。

２ ．组织参与

通过实地访谈 ， 笔者发现宋河社区的老年人几乎没有过正式的组织参与行为 ， 只有少数

参加过基于兴趣爱好的娱乐性组织 ， 如广场舞组织 、 踢鼓队 、 戏 曲组织等 ， 社区 内 的老年活

动中必是老年人休闲交往的主要场所 ， 活动 中也使用 了原酒厂的废弃厂房 ， 打麻将成为最主

要的娱乐活动 。 另 外 ， 农村中 的宗教组织有逐渐増多 的趋势 ， 但访谈中发现老年人对宗教的

认识程度很低 ， 有的表示参加基督教化拜活动仅仅是喜欢唱圣歌的仪式与氛围 ， 对于基督教

的教义知么甚少 ， 更别提阅读圣经了 ， 由此可见 ， 农村老年人参加娱乐组织或宗教沮织主要

是为了排遣寂寞 、 丰富精神生活 ， 而对于正式的社区组织如居委会 、 老年协会等的参与热情

１

河南周 口鹿 邑甚宋河镇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ｔｃｍ ａ

ｐ ． ｃｏｍ ．饥 ／ｈｅ ｎａｎ／ ｌ ｕｙ ｉ ｘ ｉ ａｎ
＿

ｓｏｎ
ｇ
ｈｅ ｚ ｈ刖． ｈｔｍ ｌ

２
Ｈ ａ ｒ

ｐ
ｈ ａｍＪＧ巧 ｎ ｔ ． Ｅ

，
Ｒｏｄ ｒｉｇｕｅｚ ．Ｃ ． Ｍｅｎ ｔａ ｌ ｈ ｅａ ｌ ｔｈａ ｎｄ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ｃａ 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ｎＣａ ｌ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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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资本视角 下农村化会养老服务闷壓硏究一一Ｗ河巧曾为例


较低 。

３ ．社会支持

访谈发现 ， 宋河社 区 的老年人社会支持主要来 自 于子女及家庭亲厲组成的亲缘关系网 ，

在生活遇到困难时家庭成员 是其首要求助对象 ， 其次是邻里与朋友形成的地缘关系 网 ， 宋河

社区 由于 国企改制前酒厂的凝聚力 尚有存留 ， 地缘和业缘关系网在人际交往中 的作用较大。

另 外 ， 来 自 狂区及居委会的支持越来越受到重视 ， 居委会及社区姐织在老年人急需帮助时能

及时施 Ｗ援手 ， 弥补家庭社会支持的不足 。 总体来说 ， 宋河社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

于家庭 ， 社区 的支持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仁 ） 朱河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分折

宋河社区总人数约为六千人左右 ， 其 中参加新农保的人数有
一

半Ｗ上且多数选择 了最低

每人每年 １００ 元的缴费档次 ， 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依靠 自 己或家庭获取养老资源 。 另 外 ， 宋

河镇在 ２００８ 年建立 了第
一

所敬老院安置
＂

五保
＂

老人及有救助需要的贫困老人 ， 目 前敬老

院仅有床位 ５０ 张 ， 政府及村集体每月 给予水平较低的补助 。

笔者所调查的宋河社区的百分么丸十 ｌ

ｉｉ上的老人选择家庭养老 ， 原因如图 ５ －７ 所示 ， 主

要有子女照顾 、 生活料理 、 天伦之乐 、 对养老机构不满等 。

图 ５
－

７ 宋河社区 老人选择家庭养老服务的原因

宋河社区老人选择家庭养老娘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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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照顾生 ；舒斗理巧化么吊对养老坑构不商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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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掘笔者在巧河社 区 部 分老年人家庭 的走访资料整理所巧

从图 ５
－

７ 中可 Ｗ看出 子女照顾 、 生活料理与天伦之乐是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主要原因 ，

可见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集 中 于生活照顾与精神 慰藉 ， 另外 ， 有 ５％的社区老年人对养老

服务机构 的 印象较差因而不愿选择社会化养老方式 。 在选择社会养老的原 因 中 ， 大多数老人

看中 养老机构 的专业化养老服务 ， 认为可 减轻子女负担 ， 同时也能结交朋友 、 排遣廣寞 ，

通过走访 发现实际上农村敬老院 只 是无子女或者失能与半失能老人的被动选择 ， 社会养老服

务在农村的开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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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８ 宋河杜区老人选择化会化养老服务的原因

宋河社区老人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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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笔者在宋河社区部分老年人家庭的走访资料整理所得

从对宋河社区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需求的访谈结果可看 出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

及其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阻碍作用 ， 因此 ， 从微观层面而言 ， 培育农村社会资本 ， 增

加个人及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是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 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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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资本的重拘与巧南省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路

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 河南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着养老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个

体 、 团体层面 ） 、 培育不足Ｗ及社会资本 自 身的局限性对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制约等向题 。 因

此 ， 社会资本的重构及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路径选择就要从不同层次与主体来分析 ， 从而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一

、 培育个人化会资本 ， 巩固家庭养老基補地位

（
一

） 维系个人先巧性关系网络 ， 増强家庭化会资本

个人先赋性关系网络主要指Ｗ血缘、 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 ， 它来源于个人在家人 、

亲戚Ｗ及家族所组成的家庭组织 中 的先赋性身份 ， 是家庭养老社会资本的基础 。 农村社会关

系网络是 Ｗ血缘 、 地缘为核也的 ， 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有所

减弱 ， 但先赋住关系网络仍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 是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人获取

养老支持的重要渠道 。 而且据调查所示 ，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 家庭养老都是老年人养老方式

的首选 ， 在家庭难 Ｗ提供支持的时候老年人才会选揮其他养老方试 ， 因此 ， 维系个人先赋性

关系网络 、 増强家庭社会资本是发挥家庭养老基础性作用 的必然选择 。

首先 ， 转变
＂

养儿防老
＂

的传统观念 ， 倡导家庭 内部共同负担赡养文务 。 农村地区多子

女家庭中 ， 老人
一

般选择跟儿子居住 由儿孙负责经济开销与生活照料 ， 女儿只是提供部分物

质支持与情感慰藉 ， 然而 ，

＂

孝
＂

文化的衰落与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村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逐

渐消逝 ， 子女在赡养老人时对经济利益斤斤计较 ， 对养老义务却互相推倭 ， 再加上高齡老人 、

失能老人对生活护理的较高需求带来的沉堇负担 ， 导致个别农村老人在有子女的情况下流落

街头 ， 在政府的救助机制 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 老年人陷入生存危机的可能性大増 。 因此 ， 子

女的养老义务共同分担 、 相互扶持是家庭养老得 レ乂存续的关键 ， 对此 ， 既要倡导子女共同养

老 ， 营造舆论环境 ， 也要提高家庭养老方式的灵活性 ， 子女在经济支持方面既可 １＾为老人激

纳养老保险也可Ｗ共同 出 资请专业护理人员提供服务或入住养老化构 ， 在情感支持方面应多

关怀看望老人 ， 亲情慰藉是家庭养老的重要内容 ， 也是老年人的主要需求之
一

。

其次 ， 亲属与家族是先赋性关系 网络的重要纽带 ， 老年人在身体化许的情况下应加强亲

属间 的走动联系 ， 维持亲缘网络不仅可 Ｗ排遣寂寞 ， 而且能在子女不在身边的紧急时刻获取

支持 ， 是增加个人养老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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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 巧建个人自致勝系网络 ， 获取狂会支持

自致性关系网络是 ！＾；互动为基础的 ， 个人需要与他人在群体或組织中交往互动并维持这

种关系网络才能从中获取资源 ， 通过 自致性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维护 ， 个人可Ｗ获取家庭之外

的化会支持 。 首先 ， 社会资本的获取是持续性的互动进程 ， 有巧出才有所得 ， 个人对社会资

本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服务和帮助他人 ， Ｗ此在群体或组织中增强信任度和声望度 ， 社会资本

的生产性与增值性特征决定了其积累会产生
＂

滚雪球
＂

效应 ， 利用越多 ， 价值越大 ，

１

因此 ，

通过个人资源服务和帮助他人来积累化会资本是回报率高的投资方式 ， 具体来说 ， 在农村社

会人际交往越来越功利性的当下 ， 在邻里及化区中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是增加社会资本存

量 、 获取化会支持的重要渠道 ， 也是积累养老资源的重要方式 。

其次 ， 个人通过加入组织获取
一

定的身份角色也是构建 自致性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 ， 各

种基于兴趣爱好 、 价值观念 、 经济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 通过

加入组织可＾强化身份和认同感 ， 个人在组织中 的地位 １＾＾及所连接的资源代表了 自我资源的

全集 。 巧此 ， 组织角色的获取有助于强化 自致性关系网络 ， 参加社区或群体组织是积累社

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 农村老年人可＾加入各种农业營作组织、戏剧狙织 １＾＾及歌舞组织等社团 ，

既丰富 了老年文化生活 ， 又积累 了养老社会资本 。

二 、 整合巧区化会资私 觀化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巧城市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 ， 建立 了 苗^政府为主导 、
（＾＊社区

为依托 、 Ｗ专业化养老服务人员为保障 、 Ｗ社区信息化平台 为载体的涵盖生活照料 、 医巧护

理 、 康复保健、 精神扶持等内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 农村社区在信任、 互助 、 合作 、

互惠方面有着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 ， 应在借鉴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转变传统养老

观念 、 构建社区规则 、 培育社区狙织 、 増进社区信任、 建设社区信息分享平台 。

（
一

） 转变传统观念 ， 増骚江区养老认可度

首先 ， 家庭及社会应重视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树立养老服务的观念。 农村老人不

像城市老人
一

样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明确界限 ， 在河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 ７０ 多 岁 的老年

人只要身体允许仍在田 间地头劳作 ， 这已经是
一

辈子与±地打交道的本能 ， 再加上有子女外

出打工留下的孙辈需要照看 ， 老人基本难Ｗ享受到晚年生活 ， 除 了新农保领到的养老金及子

女少量的物质供养 （＾
＞
１外 ， 老年人得到的生活照料及精神扶持少到可 ＾忽略不计。 然而 １ 不能

因为老人的养老服务意愿表达不明确就忽视他们的服务需求 ， 考虑到家庭养老的力不能及 ，

１

弗兰 ？ 场克斯 ．信任 、 网络与经济 ．见 曾 荣湘 ．走出 囚徒困境化会资本与制度分硏Ｍ
］

．上海 ； 上海兰联书店 ，

扣旧 ． ２巧 ．

２

林南 ．张磊译 ．社会资本
一

关于社会结构 与行动 的理论
［
Ｍ

ｌ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７８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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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区居家养老通过整合社区社会资本 ， 提供生活照料 ， 成立老年人活动中 屯、等方式满足了农

村老人被忽视的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养老需求 。

其次 ， 政府及社区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引 导农村老人转变养老观念 ， 接受社会化养老

服务方式 。 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不仅应重视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 还应转

变依靠家庭的质直低 、 内容窄的养老服务供给 。 养老服务是集经济供养 、 生活料理、 医疗保

健 、 精神慰藉等于
一

体的专业化服务 ， 需要家庭 、 社区 、 市场及政府作为多元供给主体 ， 政

府及社区应向农村老人宜传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及狂会化养老方式选择的必然性 。

（二） 强化巧区管理 ， 构建化区规则

科尔曼认为 ：

＂

有效规范可 Ｗ构成及其重要的社会资本 ， 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

提供便利 （如安全方面的便利 ） ， 同时限制其他行动 （ 如 自利巧为和犯罪行为 ） 。 化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推行需要规范的社区管理为支撑 ， 对此应从构建有约束力的化区规则及重新树

立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两方面加强社区管理 。

首先 ， 构建有约束力 的社区规则 。 社区管理离不开社区规则的建立 ， 在共同参与 、 民主

协商的基础上构建的社区规则能得到化区 内 的广泛认可 ， 对成员有较强的约束力 ， 有利于形

成社区参与的稳定也理预期 。 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需要
一

系列的制度 、 设施及人贵保障 ． 针

对化区养老的制度安排 、 沮织建设 、 人才管理 、 设施维护 、 服务监督等
一

系列规则应在共同

协商 、 民主决策的精神指导下建立 ， 在构建狂区养老规则 、 推进粗区居家养老制度化的 同时 ，

化区管理的 民主化进程也得抖推进 ， 围绕社区养老服务与化区管理形成了
一

个 良性循环 。

其次 ， 重新树立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风气 。 敬老扶弱是社会传统美德 ， 也是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 内 容 ， 社区居家养老的推巧需要社区 内部的合作与信任 ， 需要
＂

爱吾老Ｗ及人

么老
＂

的精神引 导 ， 尊老爱老的风气作为
一

种社区管理的软规则制约着人们的斤为 ， 不仅有

利于多层次与 内容的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 ， 而且形成了社区 内部的舆论腔督力量 ， 在社区规

则的指导下规范着家庭养老及狂区养老 。

（兰） 巧育社区组织 ， 加强互巧合作

农村社区組织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 是社区养老的重要参与主体 ， 培育社区组织 、

加强互助合作是整合社区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 ， 应重视材委会在社区养老中的领导作用 ， 发

展农村互助组织 ， 加强农材社区组织 内外的资源共享与互助合作 。

首先 ， 重视村委会在社区养老中 的作用 。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 自 治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村委会熟悉农村化区的具体惰况 ， 了解农民的养老服务需求 ， 可 通过

深入农户家庭的方式收集各户的人 口 、 外 出务工 、 家庭养老等基本情况 ， 并 向老年人宣传社

区养老的主要内 容与益处 Ｉ 转变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的排斥观念 ， 另 外 ， 村委会在整合村

１ 詹巧斯 ？

Ｓ
？ 科尔曼 ．化会理论的基础上 ［

Ｍ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２８７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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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化经济 、 设施及人力资源方面有着领导优势 ， 可 巧化区养老提供经济支持与场地设施支

持 。

其次 ， 发展农村互助组织 ， 多样化的农行互助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之
一

， 有助于

集体行动的开展及组织层面的资源优化配置 。 在社会转型及制度变迁的历史条件下 ， 农村组

织是农时化会发展的必然的制度选揮
１

， 从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 ， 农村组织

尤其是互助姐织是连接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纽带 ，平衡着传统控制体制与农民利益 。 因此 ，

发展 Ｗ老年人协会为代表的各种农村互助组织是整合农村养老社会资本 、 发展化会化养老服

务的有效途径 。

最后 ， 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内外的资源共享与互助合作 。 农村社会的低组织化与低聚合力

使得他们的正当要求和权益无法通灶合理 、合法的渠道向上反映 ， 处于被动的政策关怀之中 ，

２对此应发展农村社区组织、 加强内 部组织建设的同时提高組织与外部的粗合度 ， 社区 内养

老服务的供给需要 内外部组织间 的互助合作 ， 农村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分布产生了组织 、 牡

区间的合作壁垒 ， 只有在思想上与行动上突破地域限制 ， 推动组织 内外部资源共享与合作机

制 的建立 ， 才能增加姐织层面的巧会资本存量 。

（四 ） 重视化区精神文明建设 ， 増进化区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也要素么
一

， 是村域内合作的前提 ， 也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内容

么
一

。 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迂的背景下 ， 农村地区 的社会与制度结构发生 了变化 ， 引起

了社区信任的下滑 ， 主要表现为村 民间的人际信任与化区 内制度信任的衰退 。 社区信任下降

是经济 、 社会 、 制度 、 文化认及个人层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増长

带来的消极影响之
一

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巧茲冲突 ， 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缺芝共同利

益引导与整台的情况下 自然带来个体间信任度降低 ， 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减少 了信任与合

作的社会基础 ， 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不力再加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同巧影响 了社区信

任度 ， 另外 ， 村民个人的素养与受教育程度对信任合作的开展也有重要影响 。

３

总之 ， 社区信任的流失加剧 了社会资本整合的难度 ， 为社区养老中多方主体的合作带来了挑

战 。

因此 ， 应首先发展农村经济 、 保护农民利益 ， 社区 内合作的坚实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前提 ， 其次应重视社区 巧制度建设 ， 规范成员 的交往与合作机制 ， 为社区信任提供制

度保证 ， 最后要提商村民文化水平与道德素养 ， 增进对合作互惠的认识 ， 从而为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凝聚力 ， 加强信任与合作 。

１ 吳海华 ， 孙迪 ．农村社会转型 、 制度变迁与农 民姐织 Ｉ
Ｍ

］
．北京 ： 中 国经巧出版社 ， ２００Ｓ ． １拍 ．

２ 孙中 民 ． 从分化到整合 ： 农村沮织建设的现状与趋势川 ．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２８例 ：９７
－１００ ．

３ 闻金山 ． 农村社区中 的信任状况研巧——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 问卷调查 的分析 ［化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２０的 ， ２４
（
１

）
： ３４－

３８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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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构建巧区信息分享平台 ， 推动养老瓜务信息化建设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开展离不开信息化网络平台的支撑作用 ， 构建社区信息分享平

台 ， 建立玫府 、 狂区 、 家庭的联动机制是整合社会资本 、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必然选择 。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浪潮的时代背景下 ， 应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完善杜区养老服务体

系 。 首先 ， 化区 内老年人的收入情况 、 身体状况Ｗ及家庭成员等基本信息应被纳入数据信息

系统并针对变动及时修改 ， 该样
一

来 ， 政府及社区工作人员能全面掌握化区 内老年人的养老

服务需求 ， 从便多元化服务 内容的提供 ， 目 前 ， 河南省的多数城市社区 己经建立了完善的数

据信息系统 ， 但广大农材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歩伐缓慢 ， 不利于养老服务信息的收集与归纳 。

其次 ， 完善农村老人 、 社区及政府间 的信息响应机制 。

＂

１２３４９
＂

是河南省构建的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 居家老年人拨打
＂

１２３４９
＂

即可选择平台提供的涵盖家政服务 、 医疗护

理 、 精神关怀 、 法律咨询等服务项 目 ， 社区服务人员及志愿者在收到讯息的情况下提供上口

服务 ， 满足养老需求 ， 这种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已在河南省多数地区进行了试点推行 ， 农村地

区的居家养老信息平 台 也亟需提上 日 程 ， Ｗ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

Ｓ、 动员多种社会资私 建立社会化农柯养老服务体系

巧 图 ６－１ 所示 ， 目 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要来源子家庭和政府 ． 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在公

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的作用 尚未得到重视 ， 市场机制的 引 入能弥补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资金及设施不足 ， 促进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 ： 非营利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有着 自 治性与

专业性的优势 ， 能提供多亢化、 灵活性的养老服务 。 因此 ， 动员家庭 、 政府 Ｗ外的其他责任

主体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是建立社会化 、 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要途径 。

图 ６
－

１ 基于供给一需求模型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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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黄锦英 ． 广西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供给研巧 【
０

］
． 广西 民族大学 Ｉ２０１２ 年 ．

（
一

） 巧宽巧场眷利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绘的渠道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 ， 市场营利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要方式是民

办企业涉足养老服务业即建立养老机构 ， 巧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中存在着财政投入不足 、 制度

设计缺位 、 提供的养老服务难Ｗ满足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 日 益増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等问题 ，

因此需要 引入市场力量弥补政府失灵 ， 优化资源配置 。 然而 ， 企业是Ｗ营利为 目 的的 ， 较长

的投资周期与较低的投资 回报率是阻碍企业投资养老服务业的主要因素 ， 再加上受制于农村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 ， 民办养老机构往往因为超出农民实际或也理支付预期而得不到

青睐 ， 进
一

步降低 了企业进入农村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 。

针对民办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运行维艰 ， 政府首先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企业投资农

村养老服务业予Ｗ优惠和扶持 ， 例如相关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 降低民办养老机构的资金

周转风险 ， 政府及村集体在场地与设施方面也应提供扶助与支持 ， Ｗ低偿或无偿的方式转让

闲置场地与设施 。 其次 ， 企业在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 同时应该 了解农民的养老服务需求 ，

壮大社会工作队伍 ，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内容与专业化的人员配备 。 最后 ， 政府应通过制定针

对性的政策规范民办养老机构的组织运营 ， 加强监管 ， 为市场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提

供制度保证 。

仁 ） 培育非营巧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祀会资本

非营利沮织Ｗ其 自 主性 、 公益性 、 非营利性的特点在养老服务供给中能有效弥补政府资

金与人力投入不足 、 市场投资有限等缺蹈 ， 缓冲 了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对政府的皮力 ， 使政府

能够专也于宏观职能 。

１

但是 ，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化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中长期处于缺

位状态 ， 迭
一

方面是 由 于政府的培育和重视不足 ， 另
一

方面跟非营利组织 自 身存在的姐织管

理缺陷有关 。 在养老服务社会化迸程中 ， 非营利组织主要见于城市而鲜见于农村地区 ， 因化 ，

培育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 ， 动员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是化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关键

环节 。

首先 ， 非营利组织应提离 自 身资金筹集与资源整合能力 ， 提高 自 身公信度 ， 充分吸收农

村地区的物力与人力资源 ， 鼓励号召农村妇女及青年参与养老服务志愿者团队 ， 为农村高龄 、

失能 、 留守 、 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 。 其次 ， 政府应制定
一

系列促进农村非营利

组织发展的政策 ， 如 引 导建立各种农业经济组织 、 农村老年人协会 、 计划生育协会等巧间组

织 ， 并为其提供场地设施与政策优惠 。 最后 ， 城市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应惠及并带动农村地区 ，

非营利组织在城市养老服务供给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已得到 了 认可与好巧 ， 在Ｗ城促乡理念的

带动下 ， 农村非营利狙织可 ＆学习其在资金筹集 、 设施利用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 ， 増加 自

１

祁峰 ． 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角色 、 优巧及对策叫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 ０ １ １ ，
（
１ ０

＞
： ７Ｗ８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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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社会资本存量 ， 促进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供给 ， 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 。

四 、 构顏务型政府 ， 完舊农材化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賊措施

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发展需要政府职能 由
＂

大包大揽
＂

的行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

担负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 ， 在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中与市场及非营利姐织

合作 ， 给其更多 的参与空巧 ， 如图 ６－

２ 所示 ， 虚线框内是社会福利的政府与私部口合作的供

给方式 ， 这里的私部 ｎ包括市场及非营利组织 。 具体到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 ， 政府应为多主

体参与创造条件 ， 从优化制度设计、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拓宽社会化筹资渠道Ｕ及重视农村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完善农村化会养老服务体系 。

图 Ｓ－

２ 公共物品与公巧服务供给方式

公共物品与公巧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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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ＩＬ －ｊｙ＿ｙｙＬ ．

二 ！ 二ｉｌ ！

资料来源 ： Ｅ ． Ｓ ． Ｓａｖａ ｓ ： Ｐ ｒ ｉｖａｔ ｉ ｚａｔ 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化 Ｂｅｔｔｅ ｒ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 ｎ

［
Ｍ化Ｇｈａ化 ａｍ

，
ＮＪ ：Ｇｈａ化 ａｍ Ｈｏｕ巧

Ｐｕｂ ｌ ｉ ｓ ｈｅ ｒｓ
，
１９８７ ．

（
一

） 优餘柯巧会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

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主要指有关养老服务的总体规划布局 Ｌ
：Ａ及涉及养老服务主体 、 内

容 、 方式的具体措施 。 首先 ， 我国 目前对养老服务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 ， 总结发达国家建立

养老服务体系的经验可知社会化与产业化是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 因此 ， 政府一方面要将社

会养老服务发展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中 ， 对社会化养老的政策 目标、 财政投入 、

设施供应 、 城乡布局等方面进行科学 、 系统的规划 － 落实基层政府与村集体在农村养老服务

供给中的贵任并将其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之
一 １

； 另
一

方面 ， 巧府耍通过政策引 导 、 优惠扶持

等方式促进养老服务的产业化发展 ， 加大对养老服务产业的财政投入 ， 鼓励多元化会资本进

１ 林闽锅 ． 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及实现途径 ［
Ｊ
］

． 人 口 与社会 ， ２ ０ １４ ，
（
１

）
： ７

－

１ １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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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养老服务市场 ， 如 日本政府推行的
＂

银色产业振兴室
＂

项 目通过政策引导促进老年用 品研

发与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发掘 ， 实现了养老服务在政府主导 、 市场运作下的产业化发展
１

。

其次 ， 关于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具体实施细则 目前主要有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出 台的 《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 河南省根据国务院指导意见在 ２０１４ 年发布 了 《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 。 然而 ， 两个 《意见 》 中都没有对农村社会化养

老服务的主体 、 内容 、 方式等作 出具体规定 。

针对制度设计的缺位 ， 政府应明确其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 联合农村社区 、 村

集体及其他民间组织调研农村养老服务实际需求 ， 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设计 ， 考虑到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巧试点推行 ， 最后要结合实施反馈予Ｗ不断优化 。

仁 ） 健全农柯化会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 引 导和保降 ， １９９６

年出 台 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是第
一

部全面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 ， 为养老服务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但是 ， 仅仅依靠这
一

部法律难Ｗ解决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中所面对的复

杂难题 ， 需要建立Ｗ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为中屯、的
一

《列养老服务法律法规 满足不断提

高的城乡养老服务需求 ， 将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纳入规范的法律体系 内 。

另外 ， 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结合本地养老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条例 ，

目 前河南省内 的多数城市都推行 了有关养老服务发展的地方性规章 ， 但有关农村养老服务事

业的条例还很稀缺 ， 基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及地方有关养老服务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同时也

要了解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状况 ， 因地制宜的推动本地养老服务的发展 。 最后 ， 法律法规与

政策条例 只有被依法落实才能发挥作用 ， 地方与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

律规定 ， 不要抱着
＂

天高皇帝远
＂

的傳幸也理愚弄农民群众 ， 在具体工作中应深入群众 ， 倾

听农民养老服务需求 ， 巩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群众基础 。

（三） 巧宽农村养老服务的狂会化筹资渠道

目 前 ， 除 了家庭的经济供养外 ， 政府财政投入及村集体经济支持是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

主要资金来源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养老服务的资源分布及财政投入存在着地区差

距和城乡差距 ， 农村地区尤其是河南省 内贫困县市的养老服务得到的肋政扶持、 村集体投入

及社会捐赠都处于极低水平 ， 因此拓宽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筹资渠道成为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

发展的必然选择 。

首先 ， 中央财政应加大对养老服务尤其是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 ， 河南省政府应提高

民政事业费支 出及农村养老服务支出 占地方財政支 出的 比例 ， 加大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资

金扶持力度 ， 另外还要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 ， 将补贴扶助对象从农村五保老人 、 低保老人扩

１ 刘晓慨 我 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势及路径选择化 人 口研究 Ｉ２０ １２ ， 间 ： １０４ － １ １ ２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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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高龄老人 、 失能老人及空巢老人 ， 经
＇

巧条件较好的地区政府可 ！＾ ；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予

Ｗ补贴 。 其次 ， 政府还应构建井拓宽社会化筹资渠道 ， 培养化会公益意识 ， 鼓励个人 、 企业 、

非营利组织进行社会捐赠 ， 提离公益资金募集和使用的透明度 。 目前河南省的社会捐赠增长

较快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化会的慈善资源尚未被充分整合 Ｉ 而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农村养老

服务发展的 比例更是低到忽略不计 ， 因此 ， 拓宽社会化筹集渠道并建立完善的筹集 、 分配及

监督制度是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物质保证 。

（四 ） 重撇柯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专业化的社会王作及志愿者团队是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人才保障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 ，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层次和水平也相应增长 ， 对养老服务的巧量有着较高

的需求 。 目 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有着 巨大的缺 口 ，

一

方面由于社会工作与养老服务者的社会

评价不高导致人员流动频繁 ， 另
一

方面 ， 现有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剌不健全影响 了

养老服务供给的专业性 。

因此 ， 首先要转变对化会工作者的片面认识 ， 重视化会工作人才的培养 ， 提高其社会地

位与工资待遇 Ｗ降低职位的流动性 ， 使其专注于专业技能的提高 ； 其次 ， 要建立健全养老服

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 使用 、 激励与评价机制 ， 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与标准化考核剌度 ， 养老服

务工作者在掌握专业社工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加强老年护理与精神关怀知识的学习 ， 丰富养老

服务的 内容与层次 ； 最后 ， 政府要鼓励引 导化会公益组织与志愿者参与养老服务Ｗ弥补专业

化服务人才的不足 ， 据统计 ， 发达国家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数约 占总人口 的
一

半Ｗ上 ， 英国每

年有 ４８％的人参与志愿活动与公益活动 ， 而我国参与过各种慈善沮织及志愿活动的人数不足

７％ ， 农村地区更加少见志愿者的身影
１

， 仅仅依靠流动性强 、 非制度化的青年学生及志愿者

难 （＾＾满足农材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 ， 专业化 、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是发展农村

养老服务事业的人员保障 。

１ 陈成文 ， 孙秀当 ． 社 区老年服务 ： 英 、 美 、 日Ｈ国的实践模式及其启示川 ． 社会主义研究 ， ２０ １０ ， 阳 ： １ １ ６
－口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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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 ■ 

 ｌ

ｌ  － ？
  ＂ ＂  —

、

家庭社会资本 （基础 ）规范型社会资本 （农村化
  ＞

！ 会养老服务制度设计 ）

社区社会资本 （主体 ）！务的社会资本支＞ｆ


、
／网络型社会资本 （市场 、

非营利组织、 农村互助


１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
机构化会资本 （増补 ） Ｉ

供给 ）

‘

Ｉ
＂

－ 型政府的支持作用

通过对河南省农村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现状的分析 ， 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与福利多元理

论 ， 本文提出 了构建与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 试图从社会资本

角度探索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道路 。 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 ：

第
一

， 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制约 Ｔ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 ， 社会养老服务作为公共服

务的
一

种 ， 其供给与需求的发生机制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参与 ， 社会资本在提高公民参与 、 降

低交易成本 、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社区合作与凝聚等方面对农材杜会化养老服务有促进作用 。

因此 ， 应培育农村个人及团体层面的化会资本 ， 整合养老服务资源 ， 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构

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

第二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发展方向 ， 农村化区在信任 、 互助 、

合作 、 互惠方面有着独将的社会资本优势 ， 应在借鉴城市化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转变传

统养老观念 、 构建社区规则 、 培育社区组织 、 增进社区信任 、 建设社区信息分享平台 。 其中 ，

Ｗ农村幸福院为主体的农村豆助养老模式有效整合了政府 、 村集体 、 杜会及农村化区的社会

资本 ， 它在河南省农村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提供 了有益借鉴 。

第Ｈ ，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多种社会资本共 同参与 ， 目 前农材养老服务供

给主要来源于家庭和政府 ， 市场机制的引入能弥补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资金及设施

不足 ， 促进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 ， 非营巧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有着 自 治性与专业性的优势 ，

能提供多元化 、 灵活性的养老服务 。 因此 ， 动员家庭 、 政府 Ｗ外的其他责任主体参与农村养

老服务供给是建立社会化 、 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要途径 。

第 四 ， 重视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 的主导作用 ， 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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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府担负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 ， 从优化制度设计 、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拓宽

化会化筹资渠道Ｗ及重视农村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完善农村杜会养老服务体系 。

由于数据分析及个案访谈的资料较少 ， 再加上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信息的不完

全公开及个人调查能力的不足 ， 本文在描述现状与 问题时所例举的数据资料存在着
一

定程度

的局限 ， 数据多来 自统计年鉴及文献资料 ， 实际调査资料较少 ，

一

定程度上削弱 了路狂选择

及政策建议的实践性和说服力 。 另外 ， 本文虽然基于化会资本理论研究农村养老服务 ， 但多

局限于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视角 ， 宏观层面社会资本考査较少 ， 且社会资本作为
一

种理论工

其难 ！ 涵盖与解释实践中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全部问题 ，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还需不断

接受实践的检验方能解决发展中 的 问题 ， 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理论和实践还有很大的研巧

空间 ， 需要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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