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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四十年来，由于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为了提高

生活质量，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但是许多孩子、老人甚至妇女却留在家里，

成为“留守人员”，留守人员中的老人就称为留守老人。 

养老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更是国家和

社会关注的难点和热点。目前，养老产业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全面爆发前夕，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也是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文结合作者自身工作环境和特点，以南平市顺昌县大历镇为例，在国内外已

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对顺昌县大历镇

的留守老人养老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针对留守老人现象严重的田后村、龙头村

和大历村开展调研，从现有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几个特点入手，比如政府重视程

度不足、落地政策不均衡和意愿不强等方面，对留守老人养老困境进行分析，提出

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尤其是在“互联网+”的社会新形态下，如何利用这个平台

进行跨界融合，以图破解农村养老难题，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农村；留守老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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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income gap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r.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cultivable land per capita in rural areas, farmers’ income from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doesn’t keep up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more and more farmers choose to 

go to the cities and become migrant workers. This increases the families’ incomes, 

pushes the cities’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ities’ development.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leave rural areas for working, leav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at home, resulting what we called “the stayed groups”, whose material and 

emotional lives have both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ose aged in the stayed groups are 

called “the stayed elderly”, which is a big number.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is a topic has been much-talked-about, also a difficulty 

draws the whole country and society’s great atten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China 

is in a transforming period 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pension servic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s a positive method for solving the aged tendency of population and 

meeting the increasingly growing needs from pension service industries, also an urgent 

task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is essay combines the real facts and features in the writer’s working environment; 

cites Dali town, Shunchang county, Nanping municipality as a example; reviews relative 

literatures from home and abroad; uses survey methods like questionnaires, personal 

interviews; pays field trips to conditions of providing for the  stayed elderly in Dali 

town, Shunchang county, especially representive Tianhou, Longtou, Dali villages; starts 

with a few characteristics in today’s staye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like the absence of 

cognitive beliefs, unbalanced local policies, weak willingness, etc.;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 of providing for the stayed elderly; introduces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solving problems, especially in this new “Internet plus” social pattern, how can we use 

this platform and integrate cross-boundary resources to give new thinking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providing for the staye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areas；the stayed elderly；the pens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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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养老问题关乎着国家长期稳定，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乎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构建的重要问题。2016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进一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同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第十个国际社工日活动上强调，将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济困和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妇女

和老人的政策措施。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养老事业越来

越重视，尤其对农村留守人员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政府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

也有更深刻的认识。 

留守老人，是指那些因子女(全部子女)长期(通常 6个月以上)离开户籍地外

出务工或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在家留守的60岁及60岁以上户口在农

村的老年人。截至 2014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124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5%。①福建省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96 万，占总人口的 13%。②无论是按国

际标准还是国内标准，我省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不争的严峻事实。未来二

十年年，福建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以每年超过 3%的速度增长。 

大历镇地处国家贫困县——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该镇交通不便，只有一条

省道通过全镇部分村庄，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带，没有规模企业为依托，第三产

业发展滞后，几代以来当地百姓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济收入在全县倒数

第二。由此导致大量地青年劳动力输出，对农村经济、教育、养老都产生了不同

程度地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老人和儿童。据统计，大历镇 2014 年总人口 9312 人，

外出务工人口约 4893 人，其中男性 2672 人，女性 2221 人，老人 1788 人，留守

老人 1454 人，占总人口 15.6%③，部分村庄，全镇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居多，

留守妇女随着外出当月嫂和保姆的女性增多而逐渐减少，据了解超过一半的老人

处于“留守”状态。如今，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受到各级部门重视，而留守老人却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① 民政部.《2014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第 8页. 
② 2014 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G]. 2014.第 24 页. 
③ 2014 年顺昌县统计年鉴[G]. 2014.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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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4 年底，福建省养老机构 1930 家，床位 13.644 万张。已建成和动

工的市县社会福利中心 71 所，乡镇敬老院 860 所。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2218 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297 个。但是，南平市备案的养老机构共

31 家，而顺昌全县养老机构才 7家，其中县城 5家，12 个乡镇共 2家，规模很

小，全县未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差距不小，缺口很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

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迁移，农村青壮年人口总量都将继续减少，不

论从当前看，还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

此，在新形势下大历镇留守老人如此庞大的数量，面临的养老问题更是值得广泛

关注和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留守老人这一名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而逐渐出现

的，比农民工的概念出现时间晚一些。1980 年以前，国内此类研究文献少之又

少，找不到相关文献记载，1980 年以后，随着改革步伐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向城镇迁移或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浙江等地涌入，“留守

老人”这个名词逐渐进入国内学者视野，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0 年，国内

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总体上重视程度不够。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进

程的加快，老年人养老问题突显，而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从

2005 年起，北京大学的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心在山西和广西两省开展了《农村子

女离家打工给留守老人带来的变化》的研究，另外一些学者则将留守儿童、留守

妇女和留守老人这类特殊人情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2009 年，黄剑琪、张国强

所写的《孤独晚霞：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全方位介绍了当时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

并分析了相关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村留

守老人，这两年，国内新闻常常报道留守老人晚年的凄惨生活，包括自杀、遭遇

性侵、饿死多日无人问津等等悲剧，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媒体对留守老人的关

注。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研究也集中同国外一致，

也集中生活料理、经济供给、精神慰藉和对隔代教育心理负担重等几个方面，具

体如下： 

一是生活料理方面。国内学者基本持统一态度，认为随着子女外出务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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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老人的生活照料会受到影响，由于收到认知、经济水平、健康等因素的影响，

传统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水平低下，以及长

期与子女分离导致的代际差异，都影响到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同时，部分

农村留守老人还要肩负起照顾留守儿童，负责家里耕作的义务，更加加重了他们

的负担。 

二是经济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子女进城务工对留守老

人有正面推动作用，比如老人的就医、养老娱乐生活都会有显著提高①；二是持

消极态度，如周祝平等人通过边际分析提出，没有数据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会给予

老人更多的赡养费，提高老人收入，甚至一些子女外出务工，仍需老人贴补，使

得一些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更加拮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研究中，持消极态度

的多于积极态度。 

三是精神慰藉方面。这是当今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许多农村留守老人因长

期孤独生活，并且长期被忽视，产生了抑郁症等各种心理疾病；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他们对精神需求显著提高，但由于农村硬件条件的匮乏，很难满足他

们的精神寄托；子女即使经常有电话沟通，在传统佳节还是无法消除农村留守老

人的寂寞感；此外，他们对隔代教育也有很重的心理负担，觉得力不从心。因此，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面临着巨大冲击。 

第二，就研究思路而言，国内学者通常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分析留守老人

产生原因，比如子女迁出、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文化方面；二是从留守老人养老

问题的解决方法入手，这部分研究的学者较多，基本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来

分析解决。三是从农村留守老人的性别入手，这又常常与留守妇女中年老部分挂

钩。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 

1.问卷研究法 

   由于研究的对象为留守老人，考虑群体的特殊性，部分调查内容比如年龄、

性别等量化分析因素用结构式问卷调查分析。 

                                                        
① 姚远.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科学,2003,01: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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