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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对策研究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杨竹晴
(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摘　要】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除了受自身能力不足、农村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紧缺等因素的影响，其长久依赖的家庭更是在社
会变迁的过程中受到冲击，“反哺式”家庭代际关系的特质已经有所松动，老年生活更是会因此受到影响。因此，本文从代际关系视
角出发，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当前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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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导致了大

量农村老人留守在家的同时，也加重了农村老龄化的程度。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家庭是多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养老的首要选择，但

目前我国家庭结构逐渐向小型化、核心化方向发展，传统家庭养老

功能被严重削弱。作为维系家庭基础的代际关系也随着社会的变迁

发生了深刻变化，代际关系不平衡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在市场经

济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子代的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思

维冲击了传统孝文化。对于农村留守家庭来说，留守老人与其子女

的代际关系因空间距离的拉大而有所不同，老人的老年生活也会受

到影响。因此，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逆反哺”代际关系趋势等

现状，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农村留守

老人的养老问题，以期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好地解决提供新

思路。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家卫健委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

专题调查数据，经过筛选处理，最终获取农村有效样本10724个，其

中完全留守老人2446位，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共计8278位。

（二）样本特征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发现，完全留守老人有2446人，男女占

比分别为54.12%和45.79%；从年龄上来看，60~64岁老年人居多，占

48.16%，8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最低，为1.84%；从婚姻状况来看，有

配偶老人比无配偶老人所占的比例高了5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

学及以下学历的老人占53.6%，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的老人仅占

2.53%；从健康状况来看，多数老人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不健康但

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所占比例为26.33%和2.37%。  

三、农村留守老人家庭代际关系现状

（一）代际经济支持以子女“反哺”父母为主

经济支持主要是从子女给的钱数和老人住院看病自费主要来源

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子女给的钱数方面，以2000元以下居多，未

给钱的所占比例次之。完全留守状态下，子女没给老人钱的比重占

17.71%，比其他留守状态的老人所占的比例高出0.83%和1.66%。

在住院看病自费主要来源方面，自费主要来源于自己或配偶的

老人中，完全留守老人占比50%，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所占的比例

分别高出10.18%和8.98%；住院或看病花销来源于子女的老人中，完

全留守老人占了48.77%，比其他留守状态老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低了

10.43%和9.53%。

（二）外出子女照料角色有所缺位

子代对亲代的生活照料是从子女照料资源的及时性和可获得性

两方面进行考察。在子女照料的及时性方面，72.22%的完全留守老

人认为子女能够在自己需要时及时提供照顾，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

人的占比分别低了5.28%和17.83%；17.43%的完全留守老人认为子女

不能及时提供照料，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的占比分别高出2.19%和

11.83%。

在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保姆或护工是主要照料者的老人

中，完全留守老人占比为84.79%，比其他留守状态老人的比重分别

高出3.91%和0.08%；配偶是主要照料者的老人中，完全留守老人占

7.73%，比其他留守状态老人比重分别高出3.2%和4.28%；子女或子

女配偶是主要照料者的占比最低，为7.48%，比其他留守老人占比分

别低了7.11%和4.36%。

（三）代际重心有所下沉

亲代对子代的照料支持则是从帮子女干农活和提供隔代照料两

方面进行分析。在提供隔代照料方面，极少或从不帮子女照看孩子

的老人占比最高，每天帮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占比次之。完全留守

状态下，27.76%的老人每天帮子女照看孩子，3.46%的老人照看孩

子的频率为每周一次，16.98%的老人照看孩子的频率为每月不超过

一次，51.8%的老人极少或从不帮子女照看孩子。在帮子女干农活方

面，完全留守状态下，51.63%的老人未帮子女干农活，比半留守和

非留守老人的占比低了13.66%和11.22%；29.45%的老人有帮子女干

农活，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的占比高出9.62%和8.87%。

（四）留守老人与子女间的情感交流相对较少

精神慰藉是从代际之间的联系频率和老人是否跟子女谈论心事

两方面考察。从联系频率来看，与子女每周联系一次及以上的老人

中，完全留守老人占比47.27%，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的占比分别

低了3.71%和25.96%；与子女每月联系不超过两次和子女超过三个月

才有联系的老人中，完全留守老人占比分别为37.12%和14.23%，高

于其他留守状态老人所占的比例。

在代际之间的心事交流方面，经常与子女交流心事的老人中，

完全留守老人占32.88%，比半留守和非留守老人的占比低了0.76%和

9.89%；从不与子女交流心事的老人中，完全留守老人占9.73%，比

半留守老人的占比低了2.72%，比非留守老人的占比高出2.58%。

四、农村留守老人家庭代际关系引发的养老问题

（一）缺乏足够的物质经济支持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而言，其经济收入多是由个人劳动收入、子

女支持等构成，但由于留守老人的收入水平较低且渠道单一，劳动

收入会随着劳动能力的减弱而变少，经济自养能力比较差，子女的

经济支持便是老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调查数据显示，外出子女

是留守老人重要的经济支持者，但经济支持力度较低，在老人生病

或住院等特殊时期，仍有较多老人住院看病的费用是由自己、配偶

或者其他亲属提供。另外，老人有时还会承担孙辈的生活、教育等

费用，这无疑加大了留守老人的经济压力。

（二）缺乏足够的照料支持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下降，患病的可能

性会增加，对子女的照料需求会更加迫切。但成年子女的外出造成

老人的居住方式呈现“留守化”，难以为父母提供实质性照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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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数据显示，相较于其他留守状态的老人，完全留守老人的子

女照料资源的及时性相对较低，在生病住院的特殊时期，子女或子

女配偶更是难以及时为老人提供照料。对于隔代型留守家庭来说，

成年子女的外出不仅使不少老人陷入“照料风险”，更导致农活责

任、抚育下一代的责任转移到老人身上。

（三）缺乏足够的精神慰藉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比较落后，老年文化活动

开展并不是很多，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较为单调，此时子女的陪伴

就十分重要。子女作为提供精神慰藉的主要成员，因其长期外出务

工只能通过通讯工具与父母交流，面对面交流被“电话亲情”所取

代，更有甚者忽视了与老人的情感沟通，成为了留守老人保存在通

讯录的子女。综合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情况发现，相较于其他留守

状态的老人，完全留守老人与子女的联系频率较低，也不会经常与

子女交流心事，代际间的情感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

五、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大农村养老保障力度

一是要加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养老保障

的标准和水平，对于那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经济困难的独居、丧偶

和留守老年人家庭更是要予以政策倾斜照顾。二是完善农村医疗保障

体系，提高补偿标准，扩大医保用药范围，简化报销手续，整合医疗

服务资源，进行城乡医疗服务对接，实现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三

是完善临时救助制度，拓展临时救助资金融资渠道，丰富临时救助方

式，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突发性、临时性等基本生活困难。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孝道法治氛围

一是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对某些概括性或者只是原则性阐

述的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细化，提高相关法律的准确性。二是加大

执法力度，相关部门要严格贯彻落实有关法律的精神，情节较轻者

予以从轻处罚，而对拒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打骂、虐待老人等情

节严重的不孝行为进行严厉依法处置，切实保障留守老人的合法权

益。三是开展全民普法活动，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理解的

形式进行法律宣传教育，让有关法律真正走进乡村。

（三）弘扬优良传统文化，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一是要将孝文化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通过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公告栏等多种媒介，播放公益广

告或张贴宣传画广泛宣传孝道文化，增强群众的尊老敬老意识。二

是将孝文化教育融入到学生的课堂教育和实践活动中，从小培养孩

子的尊老敬老意识，使孝文化真正融入到学生生活当中。使孝文化

真正融入到学生生活中。三是树立典型榜样、典型家庭，对恪守孝

道、孝敬父母等敬老爱老行为进行广泛宣传并予以表彰，加强乡村

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的乡村新风尚。

（四）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积极养老意识

一是老人要转变“家长制”观念，改变绝对权威的作风，注重

与子女的有效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包容。二是留守老人要树立

老有所为的思想，提高经济自养能力，继续发挥自身价值。三是要

学会自我调节，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培养适合自身的兴

趣爱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主动学习新科技并将其运用到生活

当中。四是要提高健康意识，改变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培养健康的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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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保障女儿养老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上，首先在法律层面承认

了子女拥有同等的继承权，②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③

这些法律条文是女儿养老的有力保障；其次在思想层面，要深入改变

农村地区传统思想，国家通过广泛的宣传营造男女地位平等的文化氛

围，构建女儿养老的社会文化基础，会逐渐改变农村地区传统的单系

继承养老的赡养模式；最后，国家可以对女儿养老的农村家庭提供一

定的政策偏向，缓解农村家庭女儿养老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 

（二）进一步提高农村女儿养老认可度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养老压力的增大，现

代社会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仅靠儿子来满足养

老需求并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因此让女儿积极承担养老责任，不仅可

以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同时还能够提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另外，要积极转变农村地区思想观念，树立男女平等、不偏不倚，女

儿养老也很好的观念，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对女儿养老的认可度，只有

充分发挥儿子和女儿协调的养老服务功能，才能更有助于缓解农村家

庭养老压力。

（三）女儿主动参与到农村家庭养老中

女儿养老虽然在农村地区家庭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

大多数女儿养老都是基于被动，多数农村家庭养老中的养老主体一般

是儿子，只有没有儿子或者父母与儿子有矛盾的情况下，女儿才会成

为养老主体，一般情况下女儿大多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在社会发展

巨大变革的今天，女性传统思想观念开始改变，社会地位得到巨大提

升，女儿作为家庭的一员，应主动和儿子共同担负起养老责任。

注释：

①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治家警语.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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