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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

问题之一。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水平日益提升，城

乡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也日益增多，由此引发农村

大量的“空巢”家庭出现。“空巢”家庭中的老人生活状况到底如何，是值

得社会共同关注的。 

关键词：     留守老人   空巢家庭   社会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

到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由此加大，而且二者之间呈现出逐渐加大的趋

势。由此，农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前往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务工，造

成许多农村老年人留守家中，无人照顾。这样，就导致了空巢家庭的出

现。所谓留守老人或空巢老人，指身边无子女共同生活，只剩下自己或

老俩口独自生活的老人。 

      随着“民工潮”的拥进，目前媒体舆论、政府官员与学者多在关注民

工艰苦和边缘化的生活状态，而对于更多的滞留在农村的民工家人却关

注不够，例如留守老人。留守老人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比起非留守老人

所遇到的困难更多，虽然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得到了明显的

提高，但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仍然不容乐观，外出务工子女的经济支

持能力不可过高估计，所以留守老人更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而

关注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维护留守老人的自身利益，解决他们在生活

上所遇到的困难，为其在养老居住模式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整

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法和结构式访谈法对大塘村部分老人就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1）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及他们对

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2）留守老人的养老居住模式意愿。 



 

 
三、留守老人基本生活状况 

    
利川市大塘村位于利川市城西郊，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共79

人，其中留守老人35人。笔者对其中部分老人进行了调查，其生活状况

令人堪忧。 

    1、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经济来源不稳定 

      子女外出务工的确带来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但是单靠外出打工

子女的给父母的支持还不能给予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撑。在调查中发现

70%以上的老人按当地标准平均每月的日常费用都在200—400元。老人

们平时除了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以外，还有求医问药的费用。此外，有

些子女外出务工而将小孩留在家中由老人照顾，这也增加了老人们的负

担，平时还要给孙子、孙女一些零用钱。 

      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也不稳定，在调查中50%—60%的老人的经济来

源都是不太稳定或者一般。老人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子女给钱，部分老

人还靠自身劳动来维持生计，而只有个别老人靠退休金维持生计，拥有

养老积蓄。 

    2、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老人的医药支付能力较差，

部分老人生病时缺乏生活照料。 

    大多数老年人一般体弱多病，普遍患有慢性病。虽然子女外出务工增

强了老人医药支付的能力，负担起了老人大部分的医药费，但一旦生了

大病昂贵的医药费也让子女整个家庭难以支付，存在着“生得起病。拿

不起药”的现象，有病不医的情况不在少数。调查中，绝大多数老人出

于习惯或现实经济状况考虑没有做过健康体检。在医疗保障方面，大部

分老人都无任何医疗保障。 

    留守老人由于子女不杂身边，无人照顾，往往在突发疾病时得不到及

时抢救，生命时常受到威胁。同时有些留守老人难以自己照料自己，生

活自理能力较差。 

    3、大部分留守老人情绪稳定，但缺乏精神慰藉、孤单寂寞对老人是

对大的伤害 

     大部分留守老人对于子女外出务工表示理解与支持，认为在家难以谋

出路，现在通讯方便，外出侄女也经常打电话回家。同时，对于目前的

生活都普遍表示出较满意，因为老人们习惯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艰苦的

生活相比较。但缺乏精神慰藉、孤单寂寞是留守老人面对的最大精神问

题。老年人一旦面对“空巢”，会觉得自己存在不再具有价值。随着老年

人年龄逐渐增大，对子女的情感依赖也不断加强。然而，及至老年正需

要儿女做依靠的时候，儿女却不在身边，心头涌起孤苦伶仃、自悲、自

怜等消极情绪在所难免。 

    4、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过于单调，一般除了看电视、聊天以外，老

人们就没有什么其它的消遣的方法了。而一些老人甚至为了省电连电视

都不看，也有些老年人表示在家中电视都是由孙子或孙女控制，而所看

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同时，当问到老年人是否有进行体

育锻炼的必要，多数表示没有必要。而想进行一定体育锻炼却没有条

 



件，没有完善的体育设施，而所在村也没有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协会组

织。 

     5、在养老居住模式选择上，大部分留守老人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老人们由于传统与经济状况的原因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都认为在

家中养老各方面都比较便利，同时希望子女能常常回家看看，陪自己聊

聊天。而且在家养老的费用较老年公寓等要低。 

四、“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 

       当前中国的“空巢”家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空巢”家庭中的老人

在社会关系、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了来自社会不同程度的排

斥。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导致“空巢”家庭的产生呢？笔者根据调查，

总结如下： 

    1、迫于生计或为了获得更好的求学机会，子女不得不外出务工或学

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差距的加大，

城乡之间的差距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前往沿海及大中城市务工，他们认为

外出务工能够比在家种地更可能获得广阔的收入，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这是“空巢”家庭产生的最重要及最普遍原因。 

    2、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代际间的生活习惯也是造成老年人

与子女分开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一代多追求生活享受，而老年人

多是艰苦朴素，从而老年人与子女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存

在着差异，因而为了避免生活上的矛盾与摩擦，老年人宁愿选择单独生

活在一边。 

3、婆媳矛盾无法避免，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既可以避免因家庭矛

盾引起的争吵，也可以避免影响子女繁忙的工作。这也是导致分家出现

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关于养老居住模式的几点建议：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人口数量迅速膨胀，养老服务

需求急剧增长。而留守老人又是老年人中一特殊群体而且随着留守老人

数量不断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照顾的养老服务功能日益弱化，因此

留守老人的养老的养老问题是值得普遍关注的。 

    1、 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居

家养老是以老年人生活在家中、利用社区服务解决基本养老为特征，既

有利于老年人就近就便接受养老服务，又有利于发挥家庭养老在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优越性，再加上其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非常适

合在未富先老的国度里解决数量庞大的留守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开展

居家养老服务，离不来社区、家庭、社会的力量。社区可以通过建立托

老所、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康复中心、老年活动室等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从而让老人们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得到慰藉。而家庭在解决老人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强化家庭成员的责任。老

年人的子女应该尽自己赡养和孝顺老人的义务，不但要在经济上赡养老

人，更要在生活上照顾老人，在精神上慰藉老人。而社会力量的参与，

是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的有效途径。应在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的

社会风气，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加



到为老服务的行列中来。 

    2、 政府出资及社会各界投资兴办养老院、老年公寓等养老场所。这

为一些不能自理、病残老人提供了养老场所。空巢老人中的高龄老人、

病残老、生活不能自理老人，需要较强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护理，有必要

选择这种机构进行养老。 

 
六、总结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未富先老”的时期，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面

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完全可以化弊为利，迎接挑战。在这个过程中，解

决好“空巢”家庭的压力是一重要的方面。解决好留守老人的问题，不仅

有利于让老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克服人口老龄化的消极

影响，也有利于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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