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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武汉市东西湖区红光大队为个案，通过 20-60 岁与 60 岁以上农民的对比研究，分析我国农

民的养老意识与行为选择，以及农民养老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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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得比较多，但是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主要存在

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主流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对养老体系、养老方式及养老现状的分析与

阐述。事实上，我们认为养老问题不仅仅包括养老体系、养老方式，还涉及到养老主体、养

老客体、养老效果、养老环境、养老态度、养老意识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

十分宽泛的范畴。因此，如果只局限于从养老体系、养老方式角度来研究养老问题，就大大

地缩小了研究的视角。其二，我们认为研究养老问题，不仅仅要从农民之外的角度研究，农

民本身的养老意识与行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即从农民对其自身养老的思考与选

择角度出发，分析农民养老意识的现状及缺陷，分析现实中农民对养老的选择及对未来的期

望。因此，笔者通过设计问卷，充分考虑农村养老的主体、客体、效果、环境、态度、意识

等综合因素，并通过农民自身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回答来全面研究农村的养老问题。 
 

一、调查地点与样本简介 
为了解农民的养老意识及其选择，我们于 2003 年 7 月中旬选取武汉市东西湖区红光大

队作为调查地点。此次调查活动采取问卷访谈的形式，由我们的访谈员详细地讲解调查指标，

并忠实地记录访谈对象的回答，一共获得问卷 203 份，有效问卷 201 份，有效率达 99.01%。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1  调查人口分布情况 

性      别 调查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总人口（常住） 总户数（户） 

20-60 男性 56 9.88% 567 260 

20-60 岁女性 46 8.11% 调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调查户数（户） 

60 岁以上男性 62 10.93% 35.45% 118 

60 岁以上女性 37 6.53% ------- 占总户数比重 

总  计 201 ------- ------- 45.38% 

 
二、村民的养老意识 

养老不仅仅是老年人所要考虑的问题，20-60 岁的青中年人口也要考虑养老问题。20-60
岁的农民虽然还没有进入养老阶段，但也会不可避免地思考将来的养老问题。这部分农村人

口的突出特点是目前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流动性大，年龄结构相对较轻。因此，笔者的研

究将 20-60 岁与 60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从而分析不同年龄层的村民在养老意识与

行为方面的差异。 
（1）农民对养老年龄的界定和老年生活的预期。我国对城镇居民养老年龄有明确规定，

即男 60 岁，女 55 岁退休（从事特殊工作岗位的职工可提前退休）。但是，我国对农民的退

休年龄却没有明确规定，甚至可以说农民根本就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但是，随着年龄的



 

 

增大，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逐渐下降，这样就必须脱离生产活

动，进入养老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率不高，很多农

村老年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可以说是“活到老，干到老”。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村

老年人就不需要养老，那么如何界定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年龄呢？我们设计了“您觉得您应该

什么时候开始养老”这个指标来调查该问题，调查结果如下： 
表2  调查对象意愿中的养老起始年龄 

养老起始年龄 人数（人） 百分比（%）

60岁 33 28.0 
不能自理时 61 51.7 

儿女成家立业后 14 11.9 

当别人觉得我老时 2 1.7 
说不清楚 8 6.8 

 
可见，农民的退休年龄取决于农民他们自身的自理程度，因为选择“当自己不能自理

时开始养老”的占 51.7%。不能自理意味着农民没有劳动能力，不能依靠自己照顾自己，这

也是对我国农民“活到老，干到老”生活状况的反映。当然，选择按照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退休的也占到不少比例，约为 28.0%。农民对退休年龄的界定取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具有

很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农民对自身老年生活水平的预期也不是很高。根据调查，农民希望

老年生活水平达到温饱的占 38.1%、希望和现在差不多的占 18.6%，而希望老年生活很富裕

的约 43.2%。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现实中农民对老年生活水平预期不是很高，但又希望老年

生活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两难的选择也是对当前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反映。 
（2）老年人的权利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要保障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医和老有所乐。同时，要切实保护老年人的

房产权、受赡养扶助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对于这样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

老年人对其的了解程度如何呢？被调查对象中很清楚的只有 2 人，占 2.4%，知道一些有 11
人，占 13.3%，仅仅听说过的占 20.5%，而不知道的则达 53 人，占 63.9%。虽然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很不了解，被调查对象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还是很重视，在人身

权利、受赡养扶助权、财产权、再婚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的选择上，分别占 39.8%、34.9%、

20.5%、1.2%、3.6%。由于我国传统道德中爱老敬老的习俗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子女一般还

是很愿意赡养老人的。红光大队 60 岁以上农民 78.3%没有与赡养人发生纠纷，只有 21.7%
的发生过纠纷。纠纷发生后，选择忍气吞声的占 44.4%、选择家庭成员协商占 38.8%、选择

大队干部调解的占 5.6%，选择吵闹的占 11.2%，而选择到法院起诉的为 0，这充分说明村

民“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 
（3）村民对养老环境变迁的适应心理。养老环境是指人们养老的氛围，包括政策环境、

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之前相比，农村的养老环境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农村经营模式的转变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广。 
首先，我们调查农民本身对农村养老环境的看法。具体的变化如下表所列： 

表3  调查对象对农村养老环境变化的感受 
养老环境的主要变化 人数（人） 百分比（%）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32 27.1 

国家更加重视 24 20.3 

集体提供了更多资助 4 3.4 
人们的赡养意识增强 8 6.8 



 

 

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意识增强 22 18.6 

没有变化 28 23.7 

 
其次，我们还调查了农村人口迁移对农民养老的影响。在调查对象的回答中，觉得影

响很大的占 18.6%，而回答“一般”、“不大”、“不清楚”的则分别占 18.6%、40.7%、22.0%。

可见，农村人口迁移对养老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其理由是“年轻人外出打工赚更多的钱，既

减轻了自己的负担，也可以给些钱给老人养老”，所以并不会影响养老水平。同时，当我们

调查农村人口迁移后赡养老人的方式时，56.8%的选择给钱或寄钱，这样养老主要集中于经

济供养，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就得不到保障。 
最后，家庭结构变小也是影响农村养老环境的重要因素。红光大队农户绝大部分只有 1

个或 2 个子女，比重分别为 60.2%、29.7%，累计百分比达 89.9%。那么，子女数目减少对父

母养老的影响如何呢？被调查村民觉得影响不大的占 39.8%、一般的占 26.3%，累计百分比

达 66.1%，而觉得很大的只有 29.7%。可见，子女数目减少对农户养老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其原因是由于子女数目减少，抚养子女的支出相应减少，农户可以扩大积蓄为自己养老储存

资源。另外，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户依靠子女养老的程度明显降低。 
（4）村民的独立意识与“养儿防老”意识的对比分析。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村长期存在

的养老观念，至今在一些地方影响很大。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自我供养能力的提高，这

种意识逐渐减弱。我们将通过 20-60 岁和 60 岁以上农民对此观念的认识来分析农民养老观

念的变化。 
表4  调查对象对“养儿防老”观念的认知程度 

         认知程度 
百分比 

对 不对 说不清楚 

20-60岁 45.8 29.7 24.6 
60岁以上 54.2 25.3 20.5 

     
可见，不赞同“养儿防老”观念的比重有所上升，从 25.3%上升到了 29.7%，这也说

明村民的独立意识增强了。虽然老年人还有养儿防老的意识，但主要是担心在丧失自理能力

时无人照顾，而在生活能自理时，独立意识则非常强。这种意识是因为社会变化加快，年轻

人的生存压力加大，无暇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老人。 
 
三、农民的养老行为选择 

（1）村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主要存在4种养老方式，即社会养老保

险、家庭养老、社区（集体）养老和自我养老。选择何种养老方式对农民养老的质量和效果

影响很大，而了解农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对实行正确的养老政策也有重要意义。分析农民对

养老方式的选择首先就要分析农民对养老方式的了解程度。在此，我们主要是调查农民对农

村两种新型养老方式即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的了解程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很清楚、

知道一些、听说过、不知道的分别为7.6%、34.7%、28.9%、28.8%，而对农村社区养老很

清楚、知道一些、听说过、不知道的则各占3.4%、28.8%、22.0%、45.8%。可见，被调查

对象对这两种养老方式还十分不了解，那么对调查对象宣传这两种养老方式就很有必要。通

过我们的解释，他们对将来养老方式的选择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  调查对象对养老方式的选择 

养老方式 人数（人） 百分比（%） 
自我养老 43 36.4 

社区养老 10 8.5 



 

 

社会养老保险 43 36.4 

家庭养老 15 12.7 
养老院养老 3 2.5 

商业养老保险 4 3.4 

  
（2）村民对养老主体的选择。养老主体指养老资源的提供者，是养老义务和责任的承

担人。当前，农村的养老主体主要包括自己、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村集体以及国家。

选择不同的养老主体意味着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如选择自己则表示采取自我养老方式，选

择子女则表示采取家庭养老方式，选择国家则表示采取社会养老保险方式，而选择集体则表

示将采取社区（集体）养老方式。那么，20-60 岁与 60 岁以上的农民是如何选择养老主体

的呢？我们将从下表所列数据看出： 
表6  调查对象意愿中的养老主体 

     养老主体

百分比 
自己 儿子和儿媳 女儿和女婿 国家 大队 

20-60 岁 53.4% 24.6% 4.2% 16.9% 0.8% 
60 岁以上 22.9% 20.5% 6.0% 38.6% 12.0% 

 
   从数据可知，20-60 岁的农民的自我照顾意识大大增强，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则认为

国家、子女和大队应承担很大的养老责任。 
 
四、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示对老年生活很满意的为 9.6%，基本满意的占 48.2%，而觉得不

满意和不清楚的则为 37.4%，4.8%。它们的主要困难如下表所列： 
表7    调查对象老年生活的主要困难 

主 要 困 难 人数（人） 百分比（%） 
无人照顾 3 3.6 

精神空虚 5 6.0 

劳动强度大 4 4.8 
有病治不好或没钱治 15 18.1 

为后代担心 13 15.7 

没有经济来源或不稳定 29 34.9 
没有困难 14 16.9 

 
在造成村民养老困难的原因中，收入水平低占 44.6%、国家和集体没有资助的占 14.5%、

失去自理能力的占 14.5%，子女没能力或不孝顺占 3.6%，其他方面的因素占 22.9%。 
 
五、对策 

（1）以房屋和土地为核心强化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土地和房屋是老年人的主要财产，

是老年人一生的劳动成果，也是老年人居住权和生存权的根本保障。因此，必须强化对房屋

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受益权的控制，才能保证老年生活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老年人

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

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租赁的住房，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



 

 

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2）加强进入老年前的经济储备、健康储备和情感储备。[1]经济储备是指在进入老年

前及以后把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作养老的经济储备，改变把钱全部用在子女身上的传统做

法。健康储备就是要多进行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情感储备则是指要处理好同子

女等家庭成员的关系。老年人只有做好这三种储备，才能掌握养老的主动权，提高自我的保

障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规定，国

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

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当前，

只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

大项目，使农民通过自己缴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来保障年老时的基本生活，并

在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时候，接受国家的救济。 
 

综上所述，对农民养老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的范畴。农民的养老意

识与行为，是对农村养老主体、客体、环境、资源、习俗等综合因素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是

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民养老问

题的解决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迎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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