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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三三制暠农村养老模式研究 

———基于江西某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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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社会变迁、家庭结构转型、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老弱者空巢化、未富先老、贫困老龄化等,使
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的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一情况在对江西某村老人进行结构式

访谈和深度调研、对收集到的资料做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后的结果中得到了印证。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历

史传统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三三制暠多要素(农技教育、优生优育教育、社会养老意识教育、

土地流转经营方式创新、商业大病保险与意外保险等)相结合逐步社会养老的国家责任型的制度性养老新模式。

这种模式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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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60岁

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1]。国务院2011
年8月17日常务会议预期,“十二五暠时期中国将出

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

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26%
迅速增加到16.00%[2]。“我国农村老龄问题研究暠
课题组指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
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已超过18.30%[3],足见我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加之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出现大量“留守

村暠“空心村暠,隐性老龄化更趋严重。
农民富则国富,农村稳则社会稳。面对如此巨

大的农村老年群体,政府和社会都应早作准备。作

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老有所养暠主要通过家庭

实现。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

的变迁,农村老年的生活保障将难以通过家庭来实

现,很多农民的晚年生活并不乐观[4]。2010年春

节,走访江西某村,发现家庭养老面临困境。对子女

的极限抚养和家庭财产的诸子均分决定了养老是儿

子的责任和义务[5],老年人以放弃自己对财产的权

利来换取儿子的孝顺,正在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所

幸的是,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制度实践———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的统计,2011年一季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参

保人数共计1.74亿人,达到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有5
003万人[1]。而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农

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23亿人[1]。可见,
即使是目前较低水平的新农保,其覆盖面仍然很窄。
鉴于此,笔者在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村家庭养老

演化的同时,以外力的介入来构建一种“三保障多结

合的国家责任型农民互济性积累式的逐步社会养

老暠的制度新模式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暋暋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调研的对象是江西某村(以下简称“赣村暠)的老

年人。该村8个村民小组约有120户人家,600多

人,男性多于女性。以父母年纪计,年纪在40~60
岁的家庭一般育有2~4个子女,年纪在60岁以上

约有5个子女,但年纪在22~35岁的以独生子女为

多。全村110位老年人,70岁以上者48人,48人中

女性为29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老年人口占村庄

总人口的18.33%,与“我国农村老龄问题研究暠课
题组指出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0%的数

据基本吻合,属于高老龄化阶段。村中青壮年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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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在外求学深造或务工经商,留守人员多为中老

年人和小孩。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仍然保留着较为

传统的农耕方式。但劳务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正在

解体着这个村庄的原生态农耕模式。
此次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办

法。首先,以问卷的形式访谈该村的110位老年人,
由笔者询问并按其回答填写。问卷中包含的基本变

量有:年龄、性别、职业、家庭结构、经济水平及来源方

式。其次,深度访谈该村的典型个案。典型个案基于

3类人群:“五保户暠、生活相对优裕的老人和生活凄

凉的老人。最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比

较分析。定量分析主要是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清理、
编码与录入,然后利用SPSS做统计分析。比较主要

是针对“五保户暠与一般农户,老年与非老年。

暋暋二、赣村老人生活现状及其困境

1.徘徊于低水平生活中的忧与喜

总体而言,在家庭经济地位、家庭决策地位和村

庄的活动能力等方面,老年人大多处于弱势地位。
当老人遇到生活困难时,解决的渠道相当有限。但

徘徊于低水平的老年生活中,也已出现了相对宽裕

与相对落魄的分化,从下面对老年人当前生活自我

感受的访谈摘录中可见一斑:
我现在生活越来越困难,老啦,走走路都气喘,

唉,想当年我挑个上百斤还能走上几十里山路。更

糟糕的是,我那几个儿子都没出息,还整天闹矛盾,
家里长家里短的,也说不清楚(访谈对象5)。

唉,别说了,我都快被那4个儿子给气死了。你

说啊,我自个要种地种菜,他们几个还尽把孙子孙女

往我这儿送,带得好还好说,带得不好就难说了(访

谈对象11)。
我以前结过婚,一年后她生病走了,也没生小

孩,到现在也就一个人过的,趁现在还能动,多挣些

钱,自个养自个。作为“五保户暠,有些补助,平时也

不常在家,到村里其他人家做短工,这日子也就这样

(访谈对象26)。
没,什么都没有,现在主要靠儿女接济,自己以

前积了些钱,现在种点口粮。……我们村好像有几

个人有些补助,一些是“五保户暠,都没子女的;1个

是老干部,现在回乡闲着;2个是儿子当兵,现在有

些抚恤什么的(访谈对象3)。
自己的事情还得靠自己,现在这年头,谁都靠不

住。“养儿防老暠恐怕也是一厢情愿了。前不久,我

们村还有个酒鬼不但不养老,还把老父亲辛苦养的

几头牛给卖了(访谈对象15)。
我以前在外面一个工厂做事,现在还乡养老,生

活上还可以,那些养老金在这里是足够的,平时种点

菜,买点肉补充一下,挺实在的,在家没什么去处,就
常常到村中的小店和村委会逛逛,和他们都挺熟的

(访谈对象25)。
以上,可看出低水平下的老年生活喜忧参半,光

靠儿女养老已难以为继,需要发展老人自我养老与

社会养老。

2.子女量与质比较中的愁与乐

在老年人自理能力下降时,客观上不得不依赖

子女。而这时老年生活的好坏就更取决于子女的质

量而非数量。参见以下2个案例的比较:
案例一:十分愁苦的老李及其老伴。老李比其

妻子小2岁。几年前不幸得了大病,现已瘫痪在床。
其妻还能自理,但视力和听力欠佳。要照顾瘫痪在

床的老伴,生活难度更大。老人育有4男3女,其中

2个儿子常年在外。可他们互相推诿,无人乐于来

照顾父母。一个亲戚看不下去,提出要把他们叫到

一起商量一下,可也只是说说而已。这样的事情,亲
戚即使想管,也多半是有心无力。老人的3个女儿

都嫁在附近村镇。大女儿和小女儿的丈夫都是地道

的农民,生活相对困难。二女儿嫁给了邻村的“赤脚

医生暠,除了看病,也做点药材生意,家境相对宽裕。
其实,以该村目前的生活水平,老人不患病,还是可

以的。然而,疾病使他们痛苦不堪。无法得到照料

的老李只好整天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每次家

里来客,老两口总会流泪诉苦,痛骂4个不孝子。
案例二:相对幸福的老余及其老伴。老余患高

血压、哮喘和冠心病,常年靠药物维持,刚刚去世。
其妻年满68岁,患有轻微的心脏病。老余育有2儿

1女,大儿子是教师,小儿子在深圳有一份不错的工

作,家庭条件在村庄中是比较优越的。儿女都很孝

顺,经常向家里寄钱或回家探望父母。老余的老伴

脾性好,悉心照料他多年,他一直是白白胖胖的,直

到去世。其儿女对父亲的去世感到自责,对母亲更

加孝顺。儿女们经常给母亲送水果蔬菜和猪肉。春

节后,老余的妻子跟小儿子到深圳生活去了。
比较发现,老年人的生活与其子女品质和经济

能力具有极大的关联。按老乡的说法,老余的儿子

是有能耐的“文化人暠,是“明事理、知廉耻暠的,很注

意在村庄的形象。但老人们也谈到村里像这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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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耐而又知廉耻暠的人并不多,相反有的子女竟把老

父亲辛苦饲养用以养老的几只牛强行卖掉。也曾有

一儿媳对其公婆和外人说:我老公不孝顺,源于他是

个文盲,而这怪他老父母没让他上学。而在村中,这
个岁数的人大多是文盲。此外,子女的数量会严重

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一般而言,独生子女对父

母的照顾会因为责无旁贷而更好一些。所记录的

13户独子家庭中,有11户是已婚独子与父母共同

居住;而在49户3个以上子女家庭中,37户是父母

与已婚的儿子分开居住。多子家庭中很容易因为利

益牵扯和责任分担形成矛盾,造成子女越多养老越

无保障。因而,儿女的质量比单纯性的子女数量更

为重要。“多子多福暠可能会“多子多祸暠,养儿防老

难以为继。在家庭结构变迁、老年人口增加及养老

成本加大的今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体弱多病不能自理下的苦与痛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这个最大的本钱对于该

村的老年人来讲只能听天由命。那些自己患病、老
伴去世、多子女互相推脱养老义务的老人,既难以从

子女那里获得照料,也难以从家庭外获得资助,生活

十分艰辛。长年劳作和身体机能下降的体弱者极其

普遍,治疗却难以跟上。据村中赤脚医生统计,60
岁后,关节炎、风湿痛等发病率在90.0%以上,就医

率不足57.0%,治愈率不到8.5%。而这里的治疗,
是在赤脚医生那里的简单治疗,很少有老年人到县

级以上医院治疗。体弱多病是老人最担心但又难以

避免之事。患上大病,大多在乡医院治疗无果后,就
回村“等死暠。

暋暋三、影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
因素

暋暋以上描述反映出赣村老年人的总体生活并不如

意。这既是老年人自身资本积累不足所致,更是社

会变迁下制度保障乏力的结果。从文化知识、社会

地位、自身素质等方面来看,该村老年都是一个沉默

的弱势群体,几乎成为一个被整体遗忘的角落。

1.老人自身职业、经济收入和子女状况影响农

村老人生活质量

(1)老人自身职业和经济收入与其晚年生活保

障的延续性关系。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高

低是其获得资源的直接因素,人力资本越高就越能

获得有利的地位[6]。据调查,农村老人目前的生活

状况与其以前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老人以前职业为非农职业的,其目前生活状况

较好 的 占 51%,一 般 的 占 30%,而 较 差 的 只 有

19%。比较发现,务农者其目前生活较好的低了十

几个百分点,而生活较差的却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两
者间反差很大。同样,老人以前的经济收入与其目

前的生活状况存在类似的正相关。
(2)子女素养和经济能力直接影响老人生活质

量。在该村,成年子女是否主动以及多大程度上赡

养父母主要依赖于子女的自觉性。而这受到子女是

否与父母同住、子女的住处与父母的远近以及子女

的综合能力有关。该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迫使老

人留守,使老人难以有效获得生活照料。表1反映

出儿女的养老意识越强,农村老人当前的生活状况

相对较好,反之则糟糕。
表1暋农村老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与其子女

养老扶老自觉意识的关系 人数

老人生活状况
子女的养老意识

较高 一般 较低 总计

还行 23 45 9 77
不行 4 10 19 33
总计 27 55 28 110

暋注:子女养老的自觉意识是由老人主观评定的,主要指标是老人眼

中的儿女是否有良心。

而表2显示农村老人当前的生活状况是其子女

经济水平的正反映。在乡土社会,养老是儿女的责

任,但这只是习俗,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村庄中

也没有专门的组织干涉此事。子女能否较好地承担

养老责任,全凭其良心或村庄舆论压力。这时,子女

的经济水平会直接决定其赡养父母的能力。子女只

有在有余力时才能更好地去尊老扶老。笔者的访谈

感受和前文的2个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
表2暋农村老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与其子女

经济情况的关系 人数

老人生活状况
子女经济情况

较高 一般 较低 总计

较满意 12 17 6 35
过得去 10 25 9 44
不满意 6 10 15 31
总计 28 52 30 110

暋暋2.社会和家庭结构变迁影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思想在

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老

年人的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实现。传统社

会中,老者是智慧、权力和社会凝聚力的象征。传统

“天下孝为先暠的行为规范的隐性基础是传统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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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家庭资源的占有与掌控[7]。然而,市场经

济下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农村老人逐渐成为家庭中

的边缘人群。主干家庭减少与核心家庭增多使老人

的家庭资源占有量以及权威急剧下降,对家庭的掌

握和贡献日益下滑,传统孝道根基动摇。老人难以

便利地从其辛苦抚养了数十年的子女那里获得生活

援助,而且多个儿女生活圈叠加时,相互推诿,互踢

“养老皮球暠。如表3所示,子女越多更易使老人生

活不好。老人所剩的劳动力成为儿女争夺的对象,
更成为互不履行养老义务的托辞,“他/她跟哪个不

是更好吗? 经常帮他做事,也没看怎么样啊。暠
表3暋农村老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与其有子女

数之间的关系 人数

老人生
活状况

子女数

0 1 2 3 3人以上 总计

较好 2 8 15 6 5 36
一般 2 3 15 7 11 38
较差 1 2 13 8 12 36
总计 5 13 43 21 28 110

暋注:调查发现该村老人的养老主要由儿子负担,其中小儿子负担的
占多数。女儿一般有养老的义务但不具体履行。

在该村所有的老年人中,能靠养老金或积蓄自

我养老的仅有28人,其余不同程度上依赖儿女养

老。这种依赖是建立在老年人的付出或者说是互惠

基础上的。但目前该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迁居,乡
土关系解体,养儿防老渐成空谈。

此外,近年来村民“离土又离乡暠“进厂又进

城暠,弱化了对留守老人的照料,加剧了农村家庭

的“空巢暠化。调查发现,“独居暠更易使老年人的

生活陷于孤独无助(见表4)。随着年龄的增大,老
年人不仅需要经济支援,更需要日常照顾。一旦

农村青壮年离开村庄到外寻求机会,留守老人(尤
其是其中的高龄体弱者)的养老问题凸现。诸多

因素迫使人们的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意识逐渐增

强。在我国,农村老人在有劳动能力时基本上都

是自我养老。可谓活到老干到老,只要身体允许,
就会不停地劳作。但近20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转

移促使农村自我养老主体日益普遍化和明晰化。
越来越多的老人自养家庭的出现,老少共居家庭

表4暋老人的居养方式与其目前的生活状况 户数

老人生
活状况

居养方式

独居 独子供养 小儿供养 轮流供养 总计

较好 2 10 30 8 50
一般 3 1 19 12 35
较差 3 2 10 10 25
总计 8 13 59 30 110

暋注:在独子供养户中有5户的户主外出务工经商,小儿供养户中有

21户。

老人工作分工的变化以及老人再就业的增加就是农

村自我养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潮下出现的新内容

与新趋势。与此同时,宗族势力与家族观念的衰微

直接导致族权弱化,削弱了宗族在农村社会中的作

用,致使宗族团体及“熟人社会暠的乡土机制已难以

调解农村的养老纠纷。

暋暋四、“三三制暠新型农村养老模式的
构建

暋暋当前我国南方山区农村总体经济落后,医疗卫

生水平偏低,“人口老龄化暠和“老人贫困化暠现象普

遍存在。面对在基本生活、家庭保障、医疗保障、内
部关系和心理情感上的五大问题,老人们显得无助

和脆弱,老年妇女的情形则更糟[8],这些问题在赣村

更是凸显,亟待解决。结合对以赣村为例的当前农

村老人生活现状的分析,基于对当下我国农村保障

现状的梳理,认为应当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和农

村实际的“三三制暠多要素结合的逐步社会养老的新

型农村养老模式。该模式的落脚点是实现普惠式的

农村社会养老,立足点是“三保障暠多要素的落实。
以下将具体阐述这一构想。

1.“三三制暠农村养老新模式的主体

“三三制暠农村养老新模式(见图1)由三大主体

9个层面构成。第一个“三暠指该模式以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这3种制度为主要内容。这是新模

式的内容主体,即内容要从低保、新农合、新农保这

3个层次出发,建立起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支撑

点。第二个“三暠指该模式集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和

社会保障于一体。这是新模式的形式主体,即在目

前形势下,根据我国农村实际和国情实力,目前难以

一步到位实现国家财政兜底的农村社会保障,只有

通过家庭、土地、社会这3种形式来实现。第三个

“三暠指该模式由农民、农村集体组织和国家三者共

同承担责任。这是新模式的责任主体,即在当前国

情下,农民自身、农民家庭与村集体、国家政府都要

各自自觉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只有明确三方的权责,
才有利于措施的执行和落实。在过渡期,国家用相

关立法来鼓励农民自身积累,倡导家庭内部进行代

际互惠的“反哺式暠养老。当然,国家更应积极行动,
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国民待遇,为最终实现社会养

老转型做好准备。
“三三制暠中,第一个“三暠保证了农村老人“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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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靠、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暠,能够最低限度地保障农

村老年人的生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第二个“三暠
充分发挥了3种保障各自的优势,服务于农村老人

保障的实际需要,是当前形势下,实现终极目标的现

实路径。第三个“三暠,妥善处理了农民、农村集体组

织和国家三者在农村老人保障责任中的主次关系,
逐渐由农民自身承担责任为主转型到国家承担责任

为主。责任的明确有助于在相关阶段,各责任主体

积极履行自身的义务,为最终目标的实现保障一条

畅通的道路。

图1暋“三三制暠农村特色养老新模式

2.“三三制暠农村养老新模式的要素

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低水平的农村养老保险

覆盖面仍狭窄,至2011年,仍有应保而未保的缺口

约7279万人[3]。这就需要调动起各方面的最大能

动性。在当前情势下,要实现各大主体功能的有效

发挥还需要中华优良传统教育、农技教育、社会养老

意识教育、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创新、商业大病保险

与人身意外保险等各要素的辅助结合。新模式在明

确政府责任的情况下,融合了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
既符合现代社会保障的理念,又建立在我国传统与

现实的基础上,增强了养老支持的力度。
中华优良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将提

高广大农民的认识水平,使得邻里更加友善,家庭更

加和睦,使老年人“心有所傍暠。农技教育,在提升农

民素质,提高农民自我保障水平的同时,可以促进生

产,增加社会财富,增强国家落实社会保障的能力。
当前土地仍然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承载着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民生存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承包经营

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之间的冲突限制了土地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构建[9]。因

而,实现土地流转十分必要。土地流转方面可以用

土地的使用权置换养老保障权益,具体办法有:(1)
老年农民转让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由集体经营,分享

收益,以此保障其生活需要;(2)通过授权某种非政

府性公共组织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以此换取一笔

可观的现金或者期权等来保障老年农民的生活所

需。同时,养老知识的普及将提高农民的保障意识,
学会未雨绸缪,购买大病和人身意外险,在年老时得

到更为充分的保障。盘活这些能够服务农村老年保

障的养老资源,可有效缓解我国农村社会化养老服

务体系尚未建立之前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要有效盘

活各要素,政府应敢于担当,发挥自己巨大的动员能

力,主动做好相关立法及协同组织工作。

3.“三三制暠农村养老新模式的目标

新模式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在国情国力上的适合

农村实际的普惠制社会养老。全社会农村人口老龄

化的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以及土地收益

的下降等使得发展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已成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需[10]。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的热情来逐

步地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文中所

提“三三制暠模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鉴于目前这辈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实行社会养

老几乎不可能。因此,“三三制暠这种区别对待、强调

国家责任逐步实现的模式将在改善农村老人家庭养

老环境、鼓励发扬传统美德、培育新型现代农民、促
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增强经济水平和保障能力、发挥

家庭养老自觉性、提高农民社会养老意识、加大投保

意愿与投保行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这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办法,不断提高普惠式养老金标准,可
最终建立国家责任型的、农民互济性的社会养老,彻
底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整体改善老年农民的生活

水平,打造出一个个更加美满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百年根基,助力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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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hineseRuralPensionModefromthe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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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llageinJiang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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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Socialstructurechanging,ruralfamilystructuretransformationandexportofyoungla灢
borstothedevelopedareasyetjusttheoldandweakleft灢behind,theruralold灢agesecuritymodeldepen灢
dingontraditionalfamilypensionandlandendowmentischallenged,whichisdetrimentaltothecon灢
structionofthenewsocialistcountrysideandaharmonioussociety.Basedonthedataconcludedfrom
thestructuredinterviewsonthewholeold灢agedofGanVillage,thispaperprobedintotheproblemby
meansofquantitativeanalysisandcomparativestudyandinturnproposedanewruralsecuritymodel
combiningtraditionandthecontemporarysystemfortheold灢age.Itisanew modelnamedTriangular
Systemwithseveralelements,includingagriculturaltechnologyeducation,popularizationofthepolicyof
soundchildrearing,enhancementofsocialsecurityfortheold,thenewmodeloflandtransfer,commer灢
cialinsuranceforseriousillnessandaccidentinsurance.Thisnewmodelaimstosteadilypropelthecon灢
structionofanewsocialsecuritysystembasedonstateresponsibility.

Keywords暋countryside;oldagesecurity;vacuumofcaringfortheaged;socialsecurityforthe
old;Triangular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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