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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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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均寿命普遍提高，老龄化社会现象不断加剧。
与此同时，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独生子女政策已显现出一些负面效应，如家庭

赡养功能弱化、子女赡养压力加大等。农村村民养老问题是事关全部人口如期脱贫、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大事，结合河北实情，任何单一养老模式均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必须

探索建立以“土地养老”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以“家庭养老”为主提供居住环境，以“兴趣社团”丰富业

余生活，以“社区养老”给予看护照料，以“社会保险”完善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综合型的农村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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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养老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人 均

寿命普遍提高。据２０１７年我国卫生健康 事 业 发

展统计公报统计，２０１７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７６．７岁［１］，比２０００年 的７１．４岁 提 高５．３
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和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指出，未来中国人

口最大的挑 战 就 是 老 龄 人 口 负 担。２０２０年 平 均

５．９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老人，到２０５０年平

均２．７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人。随着

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

面对的课题。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统 计，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村６０岁以上老人已达１．００８亿，占全

部老人的５７．１％，超过半数，其中，８２％的老人依

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１１％的老人生活来源主要

是最低生活保障金［２］。农村６０岁 以 上 老 人 占 全

部老人比例超过半数，且大部分人依靠家庭养老，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事关是否能如期实现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事关是否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所以，必须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

２０１５年，河 北 省１５～６４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５　３５９．３１万 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７２．１８％，同比

下降０．８５个 百 分 点。６５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为

７５６．６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１０．１９％，同比上升

了１．０２个百分点［３］。这些数据反映：劳动力人口

占比数下降，老龄人口占比数上升。按照国际上

通常看法，当一个国家或地区６０岁以上老人占人

口总数的１０％，或６５岁 以 上 老 人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７％，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

社会。河北省６５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常住人

口的１０％，这 表 明 河 北 已 处 于 超 老 龄 化 社 会 阶

段。目前，河北省农村养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养老观念转变难。农村 地 区 老 人 一 般

不愿去养老院或者敬老院之类的养老机构。一是

安土重迁观念重。多数老人认为年龄较大不愿来

回折腾，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草窝的观念，且村里

邻里间熟人多，相互关系熟络，生活习惯、消费理

念、兴趣爱好相近，心理舒适度高。二是舆论压力

大。担心被认为是因子女不孝，无人赡养，被迫住

进养老机构，面子上过不去。三是消费理念节俭。
农村老人由于劳动能力丧失，经济收入骤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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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普遍比较拮据，消费习惯节俭，不愿让子女背负

较大的经济压力，舍不得花钱入住养老机构。再

者，农村子女养老观念局限。子女多数为各自生

计奔波，对父母的赡养多数以实物赠予为主，经济

方面给予相对较少，在父母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亦不愿意再额外负担老人住养老院的费用，再
则担心背上不愿赡养老人的“恶名”，所以也不愿

意让父母入住养老机构。
第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一是传统“孝”文

化淡化，尊老敬老观念淡薄。古时，子游向孔子问

“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不仅是

能养，还必须“敬”。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多
数人认为 赡 养 父 母 更 多 的 是 食 物 和 经 济 上 的 供

养，给点粮食和金钱就行，忽视精神上的慰藉，更

有甚者，连尊老敬老之心亦失。二是生活压力不

断加大。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 本 增 加，
子女必须同时面对赡养四位老人的境况，如遇疾

病，经济压力更大，部分农村地区已显现出子女赡

养的力不从心，家庭养老面临着巨大挑战。三是

外出务 工 现 象 增 多。随 着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农业机械化普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得

以解放，加上多数农村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农业体力劳动，大量劳动力从在土里

刨食转向去企业工作，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人员不断增加，出现了空巢老人现象，空巢老人在

交通出行、体力劳作等方面都面临挑战，生活照料

和精神慰藉更无从谈起。综上可见，由于子女活

动半径增加，子女数量减少，“你爸躺在地上，而你

在通讯录里……”这种养老困境会成为常态，更加

凸显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传统意义上子女守

在身边的家庭赡养模式面临巨大挑战。
第三，农村养老资源配置不完善、不合理。一

是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少，专业性差。每个乡镇都

有卫生院，但是专业养老机构少，部分养老机构环

境差，床位紧张。出现了“公立养老机构少，进不

去，民办养老机构花销大，没有能力住进去”的现

象。二是农村健身娱乐公共设施匮乏，适合老人

的公共健身设施更少，娱乐活动更少。农村妇女

晚上 利 用 空 闲 时 间 跳 跳 广 场 舞，但 男 性 参 与 少。
农村老人除了还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外，其他

老人几乎每天都是一个小马扎，找个人多的地方，
靠着墙根晒太阳、听人聊天、打盹。三是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养老金发放方面力

度小，商业养老保险不完善，推广力度不够，村民

的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不强。
目前，关于农村养老模式探讨的著作 和 文 章

汗牛充栋，本文在借鉴其他地区成熟养老模式和

相关理论探讨文章的前提下，结合河北省养老现

状，力争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养老模式。崔永军、
吕恒从养老责任主体不同进行划分，探讨了家庭

养老、社区养老、土地养老和农村社会保险养老四

种养老方式［４］。姚仁和、黄津梓通 过 创 新 养 老 模

式，将养老院和幼儿园的合理结合，利用现代互联

网科技，探讨从老人的生活幸福感、大数据技术的

智慧医疗等方面更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培

养孩子尊老爱老等各方面的品格，实现此养老模

式健康可持续的发展［５］。张沈生等从家庭养老和

机构养老概念阐述入手，深入剖析了辽宁省农村

家庭养老模式与机构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减弱，缺乏专业服务人员的

情况下，提 出 符 合 辽 宁 实 际 情 况 的 养 老 对 策［６］。
尹自涵从农村新型养老模 式———社 区 养 老 出 发，
提出“嵌入式”养老，引进长期照护制度，拓宽“医

养结合”新思路，强调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充分 利 用 农 村 现 有 资 源，为 老 年 人 提 供 生 活、精

神、情感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７］。郑庆

堂认为农村养老主要有居家养老、以地养老、社会

养老三种模式，应着力构建一个以政府养老模式、
合作养老模式、红利养老模式和集体养老模式为

主题的新型养老机制［８］。

二、河北省农村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主要是指子女等家庭成员供养父辈

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主要提供经济物质支持、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三方面的服务。目前，在河

北省农村家庭养老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养

老模式，虽然家庭养老相较于其他养老模式在基

本生活照 料 和 精 神 慰 藉 方 面 具 有 无 可 替 代 的 优

势，但家庭养老在老人赡养质量差异较大，衡量家

庭养老质量的优劣，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一

是子女的看望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条件，如健

康状况，经济实力，人际关系等。因此，家 庭 养 老

的标准及质量根据各个家庭情况的不同而千差万

别，养老标准难以统一。在河北农村其他养老方

式如社区养老、土地养老和农村社会保险养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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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辅助模式，在小范围内实行，无论在经济供养，
还是精神慰藉上均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自我养老

自我养老是指在农村年满６０周岁以后，经济

上依然保持独立，能够依靠以前的储蓄、现有土地

耕种或土地租赁收益、其他收入维持基本生活的

老人。自我养老能最大程度上减轻子女和政府养

老的经济压力。自我养老并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养

老模式，视农村老人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等条件变

化而改变。可以说，自我养老是指农村劳动力从

卸下养家糊口的责任走向家庭养老的过渡阶段。
迟早会因劳动能力的丧失，经济来源不稳定而走

向家庭养老或其他养老模式。

（三）社会养老

在河北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社会养老保险保障

措施有以下三种：

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新型 农 村 养 老 保 险，简 称 新 农 保。缴 费 标

准设 为１３个 档 次，分 别 是１００元、２００元、３００
元、４００元、５００元、６００元、７００元、８００元、９００
元、１　０００元、１　５００元、２　０００元、３　０００元１３个档

次。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

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新

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农村限于发展现状多数选择１００～４００元档次标

准缴费，政府每年补贴３０元，６０岁以上可以领取

基础养老金。按照１００～４００元档次标准缴费，每
月能领取养老金为６９～１０１元不等。

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城 乡 居 民

医保。２０１７年０４月１０日，省政府办公厅冀政发

〔２０１７〕５号 印 发《河 北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建 立 统 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意见指

出：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城

乡居民，以及各级政府规定的其他人员，应参加统

筹地区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具 体 到 县 级 要

求，具有本市城乡户籍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外来经商和务工人员及其未

成年子女在本市居住一年以上且未在原籍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可凭居住证参保。邢台地区，２０１８
年参保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１８０元（含

大病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享受待遇有：第
一，住院医疗待遇。第二，门诊医疗待遇。分普通

门诊和特殊慢性病待遇两种。普通门 诊２０１８年

城乡居民每人按６０元的标准提取门诊补偿金，家
庭成员共享。特殊慢性病待遇主要是针对核定的

２２种 慢 性 病 限 额 累 加 计 算，最 高 不 超 过１０　０００
元／年［９］。

表１　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点和补偿比

医院级别 起付点／元 补偿比／％ 封顶线／元

乡级医院 １００　 ９０

县级医院 ４００　 ８０
１５　０００

邢台市级定点医院 １　０００　 ６５

邢台市以上医院 ２　５００　 ５０

　　３．五保、低保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五保户是指老年、残疾或者未满 十 六 周

岁的 村 民，无 劳 动 能 力、无 生 活 来 源 又 无 法 定 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

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五

保供养待遇。农村五保供养包括下列供养内容：

①供给粮油、副食品、饮用水和生活用燃料；②供

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③提供符合基

本居住条件的住房；④提供疾病治疗，对生活不能

自理的给予照料；⑤办理丧葬事宜。农村五保供

养对象未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六周岁仍在接受

义务教育的，应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

需费用。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疾病治疗，应当与

当地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和 农 村 医 疗 救 助 制 度 相

衔接［１０］。
农村低保主 要 是 指 持 有 本 县 农 业 户 口 的 居

民，居 住 在 农 村 村 组，家 庭 承 包 土 地 的 农 村 村

民。共同生活的家 庭 成 员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和 实 际

生活水 平 低 于 当 地 农 村 低 保 标 准（具 体 询 问 当

地民政部门）。截 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河 北 省 共 有

农村低保 对 象１８９．１万 人，农 村 低 保 年 标 准 提

高到３　３００元［１１］。
现有农村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首先，家庭养

老和自身养老的经济来源无法保障且不稳定，社

会养老经济来源较少，无法满足和支撑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其次，农村老人缺乏丰富的业余生活，
精神孤单现象严重。第三，如何发挥老年人的特

长和优势，让老人合理健康地动起来等措施欠缺。
促使笔者对农村养老问题进行思考的起源是

爷爷晚年的生活境况。爷爷上了年纪后，特别是

奶奶不在以后，精神世界很孤单，每天都是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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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靠着墙根晒太阳、听

人聊天、打盹。我不禁在问，辛勤劳作了 一 辈 子，
养育了七个子女的爷爷，孩子们都在身边，也算孝

顺，在经济来源不是问题、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的情

况下，应该如何养老？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如何

才能在物质和精神上达到双丰富，这其实就是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追求，结合农村实际，提
出自己关于农村养老模式创新路径的思考。

三、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创新路径

（一）赡养理念要实现三个转变

１．由家庭养老向集中养老转变

党的十九 大 报 告 中 明 确 指 出，构 建 养 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

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未来，农村养老事业必

然走向集中养老，但集中的方式可以多样，相关配

套服务也会更加完善，有专职护工、医生、健康专

家、运动专家、后勤保障等，比家庭养老更专业、护
理更贴心、饮食更科学。集中养老也会尽量采用

老人易于接受的新民居社区养老、条街式、围院式

等集中养老等方式，让老人养老不离家，不离亲。

２．由以物质为主向物质和精神慰藉并重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丰富，基本

的衣食温饱问题都能解决，经济是养老的基础虽

然未变，但老人更多的需求已经转移到精神层面，
常回家看看应成为常态，娱乐建身活动应该成为

生活的主题，所以，赡养理念应实现由物质赡养为

主向物质赡养和精神慰藉并重过渡。

３．由静态养老向动态养老转变

多数子女认为，父母因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辛
苦一辈子，上年纪后，应该享福了，什么事情也不

要做，子女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让父母安心

养老即可。闲暇时以晒晒太阳、串门、聊天等为主

要消遣方式。但是，如无精神寄托，无事 情 牵 挂，
老人的精神世界就会萎靡，对老人的身体不利，故
赡养老人应让老人适当锻炼，多参加农村社团活

动，并 培 养 良 好 的 兴 趣 爱 好，丰 富 和 充 实 精 神 生

活。所以，赡养老人也要让老人适当动起来。

（二）赡养老人要秉承原则

１．经济主导原则

当农村老人在经济上能实现自我主 导，或 者

部分自由的前提下，首先，是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

感。其次，老人在生活条件上可以得到保障，自主

购买 基 本 的 生 活 必 需 品，不 会 为 衣 食 住 行 发 愁。
第三，在选择上更加多元化，自已可以支付养老资

金，在选择养老方式时可以实现自主选择，是住养

老机构，还是请护工等等，如此心顺则百事顺，有

益于晚年康养。

２．兴趣先行原则

兴趣是老人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精 神 食 粮，
它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丰富老年生

活；二是强身健体，实现以动养老；三是发挥余热，
将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特长分享传递给下一代，
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

３．完善保障原则

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多，如新农保、城乡居民医

保等，在此基础上，还要配备各种商业类保险，保

障人身意外、重大疾病等，保障老年生活高质量进

行，减轻子女负担。

（三）创新养老模式

任何一种单一的养老模式都不能解决农村养

老问题，必须满足经济来源稳定、居住环境可选、
兴趣社团广泛、社会保障完善等需求的多元化、多
层次、专业化、全方位综合型养老模式。

１．建 立 以“土 地 养 老”为 核 心 的 经 济 供 养 主

渠道

农村村民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土地 是 老 百

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等到年老之后，不能再从

事体力劳作，经济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

何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国家进行土地确权工

作，对土地进行三权分立，农村村民可以出售土地

的使用权，或者以土地入股，让土地在自己丧失劳

动能力之后，依然可以作为家庭稳定的经济来源，
保障农村村民的晚年生活质量。而且，在“土地养

老”作为主 要 经 济 渠 道 的 基 础 上，辅 之 以 其 他 收

入，如房屋租赁、子女供养、从事兼职等工作，特别

是可以根据商品房倒按揭这一养老新模式，尝试

进行农村住宅抵押养老，土地上的附属物（住宅）
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

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住宅现在价值以及预

计房主去世时住宅的价值等因素后，每月给房主一

笔固定的现金，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一直延续到

房主去世；当房主去世后，其住宅出售，所得用来偿

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通过

多种形式使老人晚年生活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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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善以“居家养老”为主提供居住环境

多数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在自己生 活 可 以

自理的情况下，一般不愿去住养老院，因为涉及到

费用、观 念 差 异、环 境 适 应、舆 论 压 力 等 问 题，所

以，应该重点考虑把居家养老作为农村养老主要

的居住方式，但是可以让大家就近组团，如围院式

居住、条街式居住、以卫生室、村支部、小学等为中

心的就近式居住等来进行医疗卫生、娱乐设施、心
理辅导、公共交通、保姆、厨师等资源共 享。通 过

共享公共资源，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服务质量，丰

富业余生活，总体而言实现养老不离家，更多关照

老人的心理需求和提高老人生活质量。

３．成立“兴趣社团”丰富晚年业余生活

老人的生活应注重精神生活质量，而兴趣社团

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可以强身健体，促进和谐，
所以，应该成立各种“兴趣社团”满足农村村民的养

老需求。如建立农村老年秧歌社团、农村刺绣针织

社团、农村邻里纠纷调解处、农村退休教师帮扶队、
农村棋牌文化社团、农村太极文化社团、农村老年

吹唱社团、农村老年字画书法社团、农村老年红娘

社团、农村老年饮食研究社团、农村老年木瓦工社

团、农村老年节事社团等。在强身健体的同时，热
心公益，传承文化，为促进邻里和谐发挥作用。

４．规范以“社区养老”提供病疾看护照料

现在，部分农村有新民居，可在新民居社区建

设社区养老机构，重点照顾五保户、行动不便、有疾

病需要专业人员护理的人集中在社区养 老，让 护

工、医生提供更专业的养老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

尝试“养老院＋幼儿园”的就近组合养老模式，让老

人给孩子讲故事，做些简单的互动游戏和传授生活

经验。孩子们可以选择每天一两个小时、半天或者

每周抽出一两天时间走进养老院，给老人们略显沉

闷的生活带去天真、活泼、童趣，一个个小天使，定
会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带去新的乐趣。

５．鼓励以“社会保险”完善供养制度保障

必须建立健全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 度，建 立

多渠道、多层级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在新农保、
城乡居民医保等基础上，还可以配备各种商业类

保险，如人身意外、大病等重大意外保险，保障老

年生活高质量进行，减轻子女负担。
在这五位 一 体 综 合 性 的 农 村 养 老 模 式 基 础

上，还需配备机动关爱小组，机动医疗小组等，负

责该村或片区老人的入户关怀活动，不定期进行

体检、送温暖等活动。
老龄化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负担，就像 从 来 没

有人认为婴儿是社会的负担一样。老人都是社会

经验、人生阅历、工作技能等方面的专家，可以从

事农业种养殖顾问、非物质文化传承、象棋、武术、
书法绘画、歌唱等方面的工作，还可以在调解邻里

关系，构建新乡贤精神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如

何调动老人的热情，发挥其特长，更大程度上创造

社会价值。老人是一笔丰富的资源宝库有待我们

更好地开发，而不能把赡养老人看成是社会的负

担，祝福所有的老人晚年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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