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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机构养老的落地困境、经营策略

与发展路径

——基于河南省平桥区的田野调查

何倩倩

摘要： 庭农民家 的现 化代 了转 冲 传统的 老型 击 养 式模 ， 老机构养 成为 对 村应 养老 题当前 农 问 的新

择选 一之 。作为 会社 化养 务老服 体系的 要组成部分重 ， 在满足机构养老 “养” 一 ，的同这 实质功能 时

要与农民家还 庭的 对 。需求 接 ， 村 。本 来在 家政策 农 机构养 展 文通 田野 查国 的推动下 老快速发 过 调 分

村析农 机 养 运构 老 行状况，经研究发现：一些 老机 通养 构 过“ 化在地 ”经营 略策 了 本低 服务成降 养老 ，

实现了 力与农民养老 付能 的匹需求和支 配， 了养老有效化解 机构进入 村农 时 。面 供需错位 境 发临的 困

展 村农 老机构养 ，要实现 与家庭 老机构养老 养 在 能功 上 ，的互补 充 利在 分 用 村农 会 的 础社 内生资源 基

，上 设建 、布 ，度 局合 的 老 机构 通过 供规模适 理 养 服务 提 “ 本、低成 基础性”的养老服务来缓冲家庭

来 ， 对能弱 的冲击 为应 老龄化提养老功 化带 人口 供积极的 。行动支持

关键词：养老需求 家庭养老 机构养老 发展 径路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对极应 人 老 化积 口 龄 一 计响是 项影 国 民生的国 战略家 。 索 善的养 服 体探 建立完 老 务 系， 高提 村农

力养老 务的社会化服 供给能 ， 大 义有重 的理具 论和现实意 。作为 化养老社会 服务供给 一方式之 ，机构

养老是 体系的重 分养老服务 要组成部 （董红亚，2012）。 村 办 办农 养 机 分为公 构 民老 构 机 与 机构： 者前

， ， 对 村 ； 采 。本性 政府 资 农 特定 难 体 取市场化 式经营 研究具有兜底 由 投 经营 针 困 群 后者 方 聚焦于农

村 办 。民 养老机构 在促进 构养机 老 展方面发 ，国家先后 了出台 《 办国务 公厅关 开养老服院 于全面放 务

升养老 务质 的 干意见市场提 服 量 若 》《 办务 公 推 务 展的 见国 院 厅关于 进养老服 发 意 》等政策文件，激发

村农 力老 活养 市场 。在政 大力策 支持的 下， 村 ， 也农 地 构发展迅区养老机 速 但同时 临诸面 多 战挑 （王

三秀和杨媛媛，2017）， 在存 “低水平 衡均 ”运营（林宝，2017） 劲不足和后 （韩沛锟和程瑶瑶，202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编号：18CZZ03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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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一 研究 出些 指 ， 村机构养 发 面 境农 老 展 临的困 是由供需错 造成位 的（例如 芳张增 ，2012；高

矗群等，2018； 东刘 生，2018）。为 供需错位 题破解 难 ，部分研究遵从“ 术 率技 效 ”的改进思路（安超

杰王 秀和 ，2021）， 力 本化人 资从优 （肖云 涛和陈 ，2013）、改变 划空 规间 （刘剑，2013）、 硬改造提升

件设施等方面 议， 对出建 以 精准提 期 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黄俊辉 李和 放，2013；吕 等雪枫 ，2018）。

村机构 老农 养 在整体环境和 务 量服 质 不断方面 改善， 村农但 未养老市场 态并 真正疲软的状 改变，农民

对 老服 购买养 务的 力不足等 依然广泛 在问题 存 。

事实上， 排高度嵌 展中养老安 入家庭发 ， 村农 构养 服 供给机 老 务 的 力点 仅着 若 以满足个体需求偏

心好 核为 ，则 能不 触及 老养 问题的实质，也就 走出机构 老无法 养 的发展误区。 村 问题的实农 养老 质是：

村农 术市场 育不仅受经 件和服务 等外在 约养老 的发 济条 技 因素的制 ，还受到 会家庭和社 文化的深层次

影响（ ，刘红 2009）。目前，农 尚民 未进入“ 体个 化”时代，“ 本庭家 位”观念 然依 村在 庄中占据主导

地位。因此， 民农 的行为 受深 ，家庭角色的约束 而“同居共财” 也 了模式 农的家庭生活 决定 民的行为

是 立建 在亲属 系和伦 础之上的关 理角色基 （桂华，2011）。所以，农民的 老决养 策虽然表面上 是 体看 个

服花钱买 务的私事， 本但 质上是“ 庭家 理性” 配下的支 动行 略策 择选 （ 有春张 和杜婷婷，2021）。

基于上述认识，本 庭文将家 而非个体视为 对养老 务 象机构 的服 ，着重分 老机构与 庭之间析养 家 的

， 一 办 村位问题 并 以民 养 机构 主 的社会 养 服 在 发 路径供需错 进 步探析 老 为 体 化 老 务体系 农 地区的 展 。

本 料来的 自河南文 经验材 省信阳市平桥区，笔者分 于别 2019年 4月和 9月在该 行区进 了总共 45天的

田野考察。在调研中，笔者聚焦于“ 到底需要 么样的农民 什 养老服务” 一 心 ，这 核 问题 在完成对 地当

村农 养老状况 家 情况前 调和 庭 期 研的基础上， 了重点考察 桥平 区 心各乡 养 中 的管 与 行镇 老服务 理 运 过

程。 ， 了围绕研究 题 笔者收集主 当地 济发展水的经 平、 况老龄化情 、城镇 率等化 ，信息 并 了分管访谈

业务 基层干的 部、 机构的工各养老 作人员、 住的入 村农 年人 其老 及 对属等 象家 。 深 访 础在 度 谈的基 上，

从 政局笔者还 民 、 门 了镇 集 相关 政 文乡 等部 收 的 策 件。 至截 目前，笔者 对仍 该调研点保持着 踪跟 研究。

二、研究思路

大既有研究 都从“机构―个体” ， 本 ，视角分析养 务供需错 问题 聚 人需求 身老服 位 焦于老年 体现

。 ， 了 三 ：一明的个 化取 但 上述研 忽 以 题出鲜 体 向 是 究 视 下 个问 是在 村农 会 境中社 语 ， 年 有老 人并没

孤立 家 之在 庭 外， 一老 直被看养 作“家事”而非老 的年人自己 “私事”， 一 长这 响农 养观念将 期影 民的

；二 较 ， 村老态度 是 会保障水 和收入 情况下 农 不具备 买机 养 服务的在社 平 水平 低的 老年人尚 购 构 老 能

力， ；三 。他 的 不 源 支持 农 老安排 高 统 家庭的发 性目标之中们 养老离 开家庭资 的 是 民的养 被 度 筹在 展

， 。 ，本表明 农民 单位 庭而非个人 此 文提出以上分析 养老的决策 是家 基于 从“机构―家庭” 来视角 解

村 。 村释机构养 区发展 所面 的 需错位 题 养 供老在农 地 中 临 供 问 农 老服务 给不是“ 部局 地”满足 个某 人

要的需 ， ，而是 向 为 的农民家 旨在回应包面 作 整体 庭 括养老失序和家庭 家庭 化问题发展在内的 现代 。

养老 所提供的 务机构 服 不仅要具备“能养” 一这 实质功能， 在更深 次上还应 层 对接家 的庭 多元 求需 。

本 。究 机 供 置于 庭 求中进 考 具研 将养老 构的服务 给 家 整体需 行 察 体 ： ，究思路是 先 描述农民研 首

， ，的变化 揭 需求 特征 进而从 角度分析 老机构 间供需错养老目标 示农民养老 的新 家庭 养 与家庭之 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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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 ， 一具体表 其次 过 例分析 致 呈 机 的 践过 并 炼养老境的 现 通 案 细 地 现养老 构进入农 实 程 进 步提 服

； ， 村 。务 给 家庭养老 求的经营策 农 社会整 机构 的发展路径 研供 匹配 需 略 最后 从 体出发提出 养老 具体

究思路 图如 1 。所示

图1 家庭养老需求与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的逻辑关系

三、机构养老与农民家庭的供需错位困境分析

农民 现代化转家庭 型 了 统的养 模式冲击 传 老 ， ， 了对民 养老目 因 发 产 老农 的 标 此 生变化 生 机构养

。 ， 村 ， 。务的 求 庭养老 重 补 构养老在 的发展并不 着供需错服 需 作为家 的 要 充 机 农 顺利 面临 位困境

（一）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农民养老目标变化

长 的历 程中在 期 史过 ，“‘家庭养老’ 一已成为 种 度化的早 制 传统，但‘ 庭养老家 ’ 东绝不为 方社

会所专美。事实上，在 界范围世 内， 大各 多国 来赡养由家庭 老年人”（ ，光穆 宗 2000）。家庭 老养 集物

资源质 供给、生活 料照 和 藉神慰 于精 一体， 中其 ，“能养”是基础，“尊”和“孝” 构成维护等 养老秩

。文化序的 伦理 在“能养”方面，传统时期 力的家 养老是 农业剩余 有生产 的老庭 将有限的 向不再具 能

年 一人 移的 种 式转 方 （ 华杨 ，2019）， 人 面使老年 在物质层 上能够 持维 生存。 伦理方在 面，赡养 人老 是

子 应女 承担 。的 任责 传统时期 老尽管物的家庭养 质水平不高，但老 在年人 吃穿 心方面舒 。 ，此因 传统

时期的家庭养老 赡 ，指 养好老主要 年人 涉及“养” 。的具 层面体

入进 城镇化 ，阶 以段 后 农民 ，大追 活 分家 正积极 求美好生 部 庭 经历 大简单家 再 产 化家从 庭 生 到扩

庭再 产生 的现代化转型，并 了成 新的发形 展性目标，例如提 活质量高生 、实现 跃升等阶层 （ ，李 萍永

2018）。 对 来了一农民 发展性目 养老模 带 系 的 战家庭新的 标 传统的 式 列 挑 ，家庭 老 功养 在 能、内涵、形

式 了 。对 来 ， 村 了赡 本 ，等 面都 生 变化 农 说 养 题早已超 养行为 身的和目标 方 发 深刻的 民 农 老问 越 范畴

一 ， 、孝 、 。社会转型 列衍 问题 例如家 理变迁 道 失 留守 空虚等 在涉及 所诱发的 系 生性 庭伦 缺 老人精神

， 本 ，背景下 民家 新 养老目 不 包 老 活 序 还 括 养老与家庭转型 农 庭 的 标 仅 括维持 年人基 生 秩 包 处理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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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展 标的关系 题 以及回应 潜在的家 机 这 家庭发 性目 问 养老背后 庭现代性危 涉及 资源的 分配重新 、

养老 则规 重建 理重塑和养老伦 等 。多个维度

， 对 了 ， 了 。 村随着养 目标 变 农民 机 养 服 需 养 发展 供 被视老 的 化 构 老 务产生 求 为机构 老 提 空间 农

力 大 ，为 巨 养 场 这构成潜 的 老市 展发 村 本 力农 机构养老的基 动 。在理想状态下， 老机构养 服务会自发

填补家 老的缺位庭养 。 而然 ， 村 ，在农 供给过程养老服务 中 陷入“ 体视角个 ”和“ 术技 视角”的 老养

机构 法 应无 适 村农 势形养老 和 庭农民家 求的 化需 变 ， 极回应不能积 庭 体家 整 诉求，导致机构 老在养 农

村地区发展滞缓。

（二）农村机构养老供需错位困境的三重表现

力 ， 村 ， 。作为家庭 新型 量 机构养老 农 的过程 不顺利 的排斥 养养老之外的 养老 进入 并 遭遇农民 老

村农 地区机构在 “ 冷遇 ” ： ， 了的 要 因是 养 服 供 重 年 个体 需 家庭主 原 老 务 给过于 视满足老 人 的 要 忽略

本 一 。 ， 村是 老 策 单位这 客 事实 从家庭 看 农 机构 供需 困境表现在养 决 的基 观 整体角度 养老面临的 错位

三 。个方面以下

1.在 源资 配置 ， 本养老成方面 机构 显 养老支化与家庭 持 力能 弱化之 存在错间 位

在 庭 转家 现代化 型过程中，城 化等镇 了破 部关系 均 状打 家庭内 的 衡 态， 年人在家 中的老 庭 地位迅

速下降， 分家庭中部 养老从 义务应尽 演 为家庭负担变成 。 ，当下 彩结婚 礼、 子进 买房和城 女教育等构

成农民 展性家庭的发 目标，完成 些这 标目 需要 耗消 巨量的家庭资源。以 ，区 例 当 青平桥 为 地 年人 婚结

，一需要 城 购 普通商品 的价格为到 区 房 套 房 30 ， 车 、 、彩万 上轿 购置 和婚元左右 加 房屋装修 礼 庆仪

，式支出 结婚 将近百花费 ，万元 来了给多数 带普通家庭 大极 力压
①
。 对 力，面 外部压 子 榨不断压代 老

年人 源资 ， 了成 剥削 代 关形 性 际 系（杨华和欧阳静，2013）。 家 发展 重在 庭 的 压之下，农民的 力入收 能

大与 目标之间 在着巨 的差家庭 存 距。 得农民不 不调整家庭 ， 家庭策略 将 一向下 代资源 倾斜， 保障优先

年轻 的婚姻人 和子 等目标实女教育 现。 庭发展新的家 性 了目标 定 庭资源 置决 家 配 构结 。 源家庭资 更多

被 配分 到有利 家 的于 庭发展 ，方面 本维 家 功能的而 持 庭基 支出呈现出收缩的特点， 了 对化 家庭 老弱 年

人养老的 力代际 能支持 。这就导致子代仅为老年 少人 供 量资提 源， 少不 老年人通过降低 本 需求基 生活

来 少对减 庭资 的 用家 源 占 （庞丹丹，2021）。在家庭 较收 整 源 限的 况入水平 体 低且资 有 情 下， 既要养老

满 老足 年 料人 活照 需求的生 ，又 能影响不 家庭的发展性目标，需 二在 者间维持最底线 衡的平 。这意味

少 来着 仅有 量的 老资金农民 养 购买养老市场服务。

， 一 。老相比 构养 服 属于 种 现 支 场与家庭养 机 老 务 高 金 出的市 服务 者 研的以笔 调 桥平 区某 通普 养

心老 为中 例：一级 对标准针收费 力有 知能 但需要认 提供 理服务全护 的老年人，每月收费 2800～3000

元；二级 对收费标准针 自理和专介于 护之间的老年人， 月每 收费 2400元；三级 对准针 能收费标 够自

①
案例材料来自于笔者对平桥区农村的调研。在子女结婚方面，当地的规矩是男方必须在所在区或市有一套房子。按照

市场价格计算，购房加装修至少需要花费 50万～60万元。作为必需品的彩礼为 12万～18万元。近年来，价值 10多万

元的汽车逐渐成为结婚的标配。此外，“三金”、礼节、婚纱照等婚事花销为 5万～8万元。总的来说，农民娶妻的成本

高达近百万元，这成为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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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年 在但 龄 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收费为 1800～2200元； 级四 费标收 准 对 力针 何认知 的没有任 能

老年人， 理费用每护 月 3660元。老年人失能程度越高，护理介入程度越深，收费 高就越 。按照这家

机构的养老 最 收费低 计标准 算，一 民家庭每 承担个农 年最低要 约 2 元的 老万 养 ， 了出 这超 当 农支 过 前

村 均居民人 可支配 入收 ， 老支养 出构 重要负成家庭 担（刘琪等，2022）。 养老导致机构 民货币化开农 支

增加， 得养老从使 “ 本零成 ”“ 本低成 ” 变为转 “ 本有成 ”“ 本高成 ”。

对 来 ， 本 ，于正在 现代化的 民家庭 低成 的养 老迈向 农 说 要实现 老 需要养 机构 对供相 价提 廉 的养老

。 一服 当 些务 前 地区 老养 机构的 费收 了超出 民远远 农 家庭的实际支付 力能 。 此因 ， 养老机构 在 村农 发

力展的阻 在于其 供与无法提 现阶段农民家庭有限 相匹配的资源 养老 务服 。

2.在服务 容内 ，方面 一 老服务单 化的养 供给 化的与多元 家庭需求 间 在错位之 存

民 养 是 家 整体 展农 的 老安排 高度嵌入 庭 发 之中的，会根据 庭家 命生 的变化周期 进行适应性调整，

以期 本成最低 地满足 的需家庭再生产 要。 民的农 养老要 庭与家 的 一发展 目标协性 调统 ， 能因为养既不

误家庭 展老问题耽 发 ，也不 因 家庭发 而 全能 为 展 完 不顾老年人的感受，导致“弃养 人老 ”或者“ 年老

杀人自 ” 恶 事等 性 件 生发 。 ， 对 择正因为 此 农民家庭 服务的选 虑如 机构养老 是在充分考 老年 身体人 状

况、 力家 动 配置情庭劳 况、 力家庭增收能 庭生命周和家 期等 判后作出 理性因素 的 断。

当老年 力 ， ，人具 自 能 为 在 于农 家 中的备 养 时 他作 生产者存 属 民 庭分工 “半耕” ，分部 对农是 民

力庭劳动 的 充家 补 ，对支持家庭发展 重要作用具有 （夏柱智 雪峰和贺 ，2017）。 一阶段在这 ，农民对机

。 ，一老服务的 求最低 增加 部分构养 需 随着年龄 老年 力 ， 、生活自 能 下 加 独居 身 残 等人的 理 降 上 体 疾

，况特殊情 老年 料 。子照 求有 增人的 需 所 加 女 果被如 “拴”在 照 老家 顾 年人，必然会影响 庭家 经济收

，入 无法 家庭的发完成 展性目标， 。 ， 对至还 入贫困的风 该阶段 家甚 有陷 险 在 庭 机构养老服务 在存 一

定需求。 状况继随着身体 续恶化，老年 ，从半自 向 全 渡 状 的老人 理 完 失能过 进入失能 态 年人 去彻底失

力，行动能 将 料 。重 照 负担 在加 家庭 年人老 完全失能的 ， 择农民家庭阶段 有两种选 。 一种第 择选 是将

老年人交给养老机构。与健 老人和 人康 半失能老 相比， 料 ，失 照 和护 费用 高能老人的 理 最 桥区的平 收

费 准标 是每月 3000 ， 料元 会 据照 求以上 并且 依 需 层次 加增 而不断提 。村 少庄 有 数富裕高 中仅 民家农

庭能够负担起 此如 料高额的照 费用，大 中低部分 收入农民家庭被“ 门外拒之 ”。这使得 民农 家庭虽有养

老服务购买意愿，但 法无 直接 化转 为 。际 买行动实 购 ，此 景在 背 下 择家 选农民 庭通常会 第二 料种照 方

式， 子 料担照 责即 女承 任。 村， 子在 桥 常见做法 女平 区农 是 料轮流照 失能老人， 助老帮 年人度过最后

。光时 对 ，结 桥区的调查合 平 表 1 了 。现 农民家 在不同 的机构养 求呈 庭 养老阶段 老服务需

表 1 平桥区农民家庭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

养老 段阶 老 人 况年 状 家庭 老养 持支 老机构养 需求 支现金 出 力家庭 动劳 投入

一 ：阶段 自 养第 主 老 自理 值支持价 少最 低最 少最

二 ：第 阶段 走向市场 半失能 少量资源 最多 高最 较少

三 ：第 回归家庭阶段 失能 料活照生 较少 较高 最多

，本 ，结合上 认为 农民 排是农 家庭 合 种因素 作 的 策述分析 文 的养老安 民 综 各 而 出 理性决 ，具有高

的度 活性灵 、 略 段性策 性和阶 。 ：一 ， 对理 的 构 服务应该 含两个方面 础层面上想 机 养老 包 方面 在基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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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人“养”的需要， ； 一 ，据老年人的 提供精细 的服务根 特征 化 另 方面 在更高层次上满足 庭家 对养

老 多元 需的 化 求， 、 力 。使机构 老 务 资 工 发展 段养 服 与家庭 源 劳动 分 和 阶 相匹配 当前，大部 养 机分 老

一 ，服务内容 重于前 方面构的 偏 紧盯老年人个体的需要。 ， 一种单显然 这 化的服务 了供给忽略 农民家

庭的 展性目 化需求发 标和多元 ，导致 庭农民家 机构 老养 服 购 意愿不务 买 高。

3.在 感情 满足 ，面方 机构养老中 情体 缺 庭养老 值 挥 之间存在 位亲 验 失与家 价 发 不足 错

在现代化 中转型过程 ，家庭养老在功能上虽然 弱化不断 ，但其内在的“血亲价值” 仅没有不 被瓦

解（ 远姚 ，2000），反而在 上被强某种程度 化。在中国“ 本家 位”的文化 统传 中，家庭 值在价 实现与精

藉神 方面慰 的作用 。 ，不可动 因 要 好家庭养依旧 摇 此 维护 老的 十 （ ，独特且 分 化价值 穆珍贵的文 光宗

1999）。家庭是老年 精神归宿人的 ，其 的亲密互提供 动、 心 藉情感关 等价值和精神慰 是 方式无其他养老

法替代的。 义在 个意 上这 ， 较 ，庭 老 质 至家 养 虽然物 水平 低 甚 在功能上不够健全，但其价 的 场值 在 让

老年 较 丰人能够 得 为 富的精获 神体验（ 雪峰贺 ，2022）。

力，机构 挖掘 养老的潜 利养老应充分 家庭 用孝 与亲情道 来满 入住足 老年人 感需要的情 。然而，当

老机构前养 的布局和 理 不利于 庭管 均 家 老养 发价值的 挥。 布分在空间 上，养老 构机 本 ，一考虑出于成

，般 城 地 供集中养 服务在 郊 区提 老 表现出“郊区化” 势趋的 ；在管理方面， 构养老机 按照“ 出事不 ”

和“风险规避” 采的逻辑 取 闭式管封 理， 一机构变成将养老 座 年人熟 环境远离老 悉 的“孤岛”。以上安

可排 能使老年人脱离 社家庭和 区， 村破坏 老农 年 养老生人的 态，造 老成 年 与人 、社区情 社会网络和境

生活场景的隔离（王迪和 玺杨稳 ，2021）。老年人的 活空间和生 统生 活系 因此在 期内发 变短 生彻底转 ，

从而使老年 乏家庭 情滋人缺 亲 润，在 神上产精 生“营 不养 良” 多等诸 问题（ 宗穆光 ，2012）。

， ，构养 或 在形式 替 家 老 但是机 老 许能够 上 代 庭养 机 养老构 服务往往以现实 心能满足为功 核 ，只

料方式 变注重照 的改 ， 了忽略 情感 的重要性体验 ， 成为机这 构养老的先天弊端。 少不 老年 子产生被人

心抛弃 恐 理女 的 惧 ，一些老年 子 ，人 女 老被 送往养 机构后 会通过绝食、 病装 等极端做法进行 议。抗 这

些因素造成机构 老在养 村农 养老 于被话语中处 “排斥”的状态。 一 ，种新 老方式 机构作为 的养 养老不

仅 ，是养 形式的老 变化 还涉及生活系统、心 和情感 足等 面理适应 满 方 。 ，此因 在提 标 化供 准 服务 基的

更 地满础上如何 好 足老年人在 、情感 价 等值 面方 的 观需求主 ，是 构养老机 服务供给对 民家庭需接农 求

所 的要解决 本 一根 之问题 。

四、养老机构提升服务供给效率的经营策略

对 ， 村与城市机 老服务供 体系已 状况相比构养 给 相 成熟的 农 构的发养老机 展 。还处 起 阶段于 步 在

践实 中，一 ， 村 ，些 构 民 庭的 老 导向 主 适 农 的特殊性 索养老机 以回应农 家 养 需求为 动 应 养老 探 村农 养

， 村老服 提供方式 构在 会务的有效 实现养老机 农 社 长的良性成 。本 将结合具部分 体案例分析 构养老机

村适应农 略的经营策 ，呈现 老机 的 务供给 农 家 相养 构 服 与 民 庭需求 匹配的 程过 。

（一）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探索与尝试

平桥区 于位 区中部地 ，属于 通 业普 农 区县，全区总人口 82万，60岁以上人口 13万人， 龄化率老

达 15.8%。平桥区自 2011 村 ，开始 统筹解决农 问题年 探索 养老 推行 盖全区覆 23 综合性养个乡镇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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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最初服务试 的设想是： 村试 为农 老点 年 办人 供 的提 公 性质 综合养老 ，服 建成 家务 居 、 托管社区和

一体 的 老化 养 服务体系。受制 多重于 因素， 计划 浅该 最终搁 ， 建成的已 养老 来置下设施被闲 。2014年

， 了后 为 整合资前 源， 部分试点 镇原 乡 探索 资建设的将政府投 心 包养老中 承 给私 经营人 ， 动 老机推 养

构 行运 从“公建公营”向“公建民营”转变。全区有 4 心所 务中养老服 通过收 为 群众费 周边 提供 老养

服务。 村 心王 养 成立于老服务中 2013年， 一入住 人 共笔者调研时 老年 10人，其中，90 上老年岁以 人

2 ，人 80岁－90岁的老年人共 7 ，人 70岁－80岁的老年人 1 。人 齐村 心老服务 成立养 中 于 2013年，

一者调研 入 老笔 时 住 年人 共 12 ， ，人 其中 90 上 年人岁以 老 1 ，人 80岁－90岁 人共的老年 8 ，人 70

岁－80岁 老 共的 年人 3人。邢村 心养 服务中 成立老 于 2015年， 一调研时入笔者 住老年人 共 16人，均

活能自理的为生 75 。上高龄老岁以 人 在 扶政府 持的引导和 下，平桥 成区逐步形 由本地 营主 主经 体 导、

以家庭 老养 心求需 为核 、 有具 村农 。地 性养 服特色的 方 老 务市场

这 4所 心 布 心 心村养 服 中 乡镇中 区 或者中 附近老 务 分 在 域 ，服务 到周边辐射 10公里左右。这些

养老服务 心中 内部 较 ，基础 比 完善 包 起居间设施 括 、 间公共活动 、卫生间、餐厨间、 安室等保 ， 满可

足老年人“拎包入住” 要的 求。4所 心务养老服 中 人 为的承包 均 当 中地 年农民。这些经 者营 长 本在期

活地生 ，对当地 、 习农 的收入水平民 生活 惯、 老诉求养 、 村 较 。家 情况 比 熟悉 经营庭生活和 庄 等都 主

体 本的 地身份 常重要非 ， 接市场和 键中介他们是连 家庭的关 。 ，具体 行在 运 上 心养老服 中务 承的 包人

一 夫以般 妻为主， 成形 “ 庭承 经家 包 营”模式，仅在旺季对外 工雇 。

，多年探索 桥区这经过 平 4 心所养 已经老服务中 开始在村 ， 了 ，找 了根 逐 开 市场 到庄下沉扎 步打

自 存空间身生 ， 一 力。 来展 出 定的示 活 总体 看，这 4 心所养老服务中 的发展 一蹴并 而就非 ， 分可 为以

下 3个 段阶 ：

一 排是 斥期。 例案 中的养老 心服 中务 在 步起 阶段 较 ， 大艰难 最 困 是 养老观念比 的 境 传统 的掣肘。

最初，当地 对 十农 老 分不信民 机构养 任， 子 还是无论是 女 老年人都无法接 出现的养 形式受新 老 。在这

一 住时期入 的老年 限人数量有 ， 心养老 务中 强服 勉 持经营维 。

二 培 期是 育 。 来桥 看结合平 区的情况 ， 地当 心养 服老 务中 村沉农 需下 要 1年到 3年 场培育期的市 。

动推 村农 养老机 两构发展有 个关键点：一 体是经营主 要 的养老服务将新 理念传递给 ，农民 使农民转变

对 机构的态养老 度；二是 民家庭 养老 求 纳将农 的 需 吸 进养 服老 务 ，机 务构的服 框架中 据根 民农 养老需

求来调整服务 、 、内 确 价 准 制定管 方式容 定 格标 理 。在 心养老服务中 与农民家庭的互动 中过程 ，经营

采体 取多重主 经 略营策 ，促进养老服务供给匹配 民家庭农 的养老需求。 一 心这 阶段 养老 务 持续是 服 中

发 的展 键关 期。

三 定是稳 期。 住 数增随着入 人 加，养老机构的口碑 步 立逐 建 ，养老服务 心中 开 进入稳定经始 营期，

实现扎根与盈利。 区现阶段该 4个养老服务 心中 的入住率均保持在 80% 上以 ，当地农民逐步接受了机

一构 兴养老这 新 养老 式方 。

（二）养老机构服务供给的适应与调整

分析平桥区这 4 心所 老 务养 服 中 的 ，展 发发 历程可以 现 村 。机构 老 场并非 有 利养 在农 市 没 盈 可能

破解 办养老 构发展困境机 的 法在于 一探索出 套契合 村农 需要 营社会 的经 ，策略 实现 服务供给 家养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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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庭需 度匹配求的最 程

1.采用“半市场化”经营机制减轻 庭 老家 养 负担

一 来 ， 本说 老 运 固 资产般 养 机构的 营成 包括 定 入投 和 本成人工 ，等 这些 了决定 养 构老机 收费水平

的高低。如果采用纯 化市场 方式运行， 大、 本 ，前期 运营成 高养老机构 投入 必农 面临着民 然 收 高费 的

问题， 一 了度上抑制 构养老 务需在 定程 农民的机 服 求。 ， ，降 养老服 价 提 人低 务 格 高老年 入住率 这是

动养 服推 老 务 力潜 转化市场 为农民 力 。现 买 的关键实购 对 ， 心 了一案例中的养 探索出 套此 老服务中 降

本 营策低成 的经 略， 在政府即 、市场 会等多元 体参与 形成和社 主 的基础上 了“半市场化” 营机制的经 ，

扶 、 、撬用政 持 我雇工 社 资 式利 府 自 动 会 源等方 降低经营 本成 。 心述做 使 中的养 服 中上 法 得案例 老 务

一 势， 划 心 ，地养老市 竞争中具有 优 便宜 算 收费 符合农民的 位 机在当 场 定的价格 的养老服务 标准 理价

择。构养 逐步成 民养老的 机构老 为当地农 新选 养老 “半 场化市 ” 营经 制机 具体 括包 ：

，采先首 用“ 民公建 营” 。体 国家 源 为的经营 制 资 投入成 促进 老养 力。场 的初始动市 发育 例中案

的养老服务 心中 初最 由地方 ， 心 本设 每 务中 的成 在政府投资建 个服 200万元左右。 了 大为 壮 方养老地

和吸引经服务市场 营者加盟，地方政府探索“ 建 营公 民 ”的经 体营 制，对经 施营者实 减免租金的 策政 。

了 ， 了上 举 降低 经 者 前 入 减轻 经 者的负担述 措直接 营 的 期投 营 。 对 心 扶 一政 务中 的 持府 养老服 在 定程

了 ， 本 了避免 目要价 为低 养老服务 供打下度上 其盲 成 的 提 基础。

，采取其次 “家庭经营”的运行 。模式 了 少 本，为 人工 入 压缩服 成 例 老减 投 和 务 案 中的养 服务中

心 了成 似于形 近 “夫 店妻 ” ， 心 。承包经 运 模 庭成员负 维持养老服 运转 他的家庭 营 行 式 家 责 务中 日常

们 ， 也 。 ，既是 者 是劳动者往往身兼数职 管理 其中 子妻 从事精细化的生活 料 ， 、包括做饭照 工作 打扫

、为老卫生 年 、剪指 洗 服等人 甲 衣 ；丈夫 ， 也则 责 拓 时负 开 市场 同 兼顾 工管理 作，例 、如 间夜 查房 帮

老年男 入 者性 住 等洗澡 。这种运行模式 大 了 力最 程度 动 的投入地节约 劳 ， 本具有成 低、 率高 点效 的特 。

，最后 撬动社 部资源区内 。一 力来 少 。是 纳社区 减 雇工支吸 闲置劳动 出 4 心服务中个养老 在用工

十面方 分灵活，且 工雇 本部 人全 为 地熟 。这种用工方式 本不仅 低成 ， 务而且服 提供 立 熟 系建 在 人关 上，

有利 降低于 本交易成 。 面在用工方 ， 村 心 长王 养老 人马服务中 负责 院 样说这 ：“ 了我们这 季到 旺 ，人忙

来 ， 村 一 、 来 。一 来， 找 。一不 的时候 些老人 妇 般是随 叫随 用 人很方 个过 就会叫 里 女过 帮忙 时 时 工 便

月 1500元 ， ，是 忙 饭 打 卫 人聊天钱 主要 让他们帮 做 扫 生和老 等。”

二是 活盘 社区关系资源来 少机构运营的减 负外部性。 心案例中的 主动养老中 不仅 吸纳“ 村院外 内”

的老年人，将 心养老服 中 变成务 村庄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 且而 与村卫 室生 、村党 部支 、村 务室警 、

热心群 等 立众 建 了 。系紧密联 了来 力， 一 了有 降低 地 的阻 在 程 上 养老机这些做法 效 自 方社会 定 度 减轻

本构 展的隐性成发 。对此，齐村 心 长服务中 负 为养老 责人谢院 认 ：“ 村我 壁 人是隔 ，村医就在 服务养老

心中 ，村旁 委会边 也离的 不远， 村 、村 ， 。和 医 干部 好 和他 有私 交 平时走走 情我 的关系很 们 人 情 人 ，

（ 心） 。一来二 大 了，一 ，老 遇 况 需要 家 往的 家 熟 旦 之后 你有养 服务中 到突发状 还 人 的帮忙 都 悉 熟悉

，事 别人不可个 能不帮忙。”

2.提供“基础性”服务对接 庭家 最 养老迫切 需求

， 对 。首 分养老服 象先 细 务 这 4 心所 中养老服务 接收的都是高龄能自理的老年 和 龄半自人 低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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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这两类老年人的 老养 求需 较比 切迫 ，是农民家庭养 的老 “ 点难 ”和“ 点痛 ”。从服务 给角度供

， 类看 这两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对 料 术照 专业技 的 对较 。 ， 类要 低 更为重要 这两 老求相 的是 年 料的照人

本 对较 ， 。成 能负担得相 低 农民 起

， 。 本定基础 的养 服 标准 结 地 济 平 老 出水 低其次 确 性 老 务 合 经 发展水 和农民养 支 平 等 ，养老特点

心服 中 自 位为务 将 身定 “托老院”，从填补家庭 做起缺位环节 ，为老年人提供 下以 四 面个方 料的日常照

服务：一 ， 一 三 、 、热 菜，是保障日 饮食 让 餐能够吃 口 乎的 保证 食 律常 老年人 日 到及时 可 饭 饮 规 ；二

对 ，是创 相 净 生 期 老造 干 卫生的 活环境 定 给 年 洗人 衣服、 褥，被 带老换 年人 太晒 阳；三 化解老是 年人

，孤独情绪 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会及时排解老年 ， ， 也人 良情绪 同时 居住的同 群体 能的不 集中 辈 够为老

年 心人提供 理支持； ，处理突 意外 况四是 发 情 如例 协助老年 。就人 医等

小 ， 心做 养 服务 重从 好 事入手 老 中 点提供“实用性”和“基 性础 ”的 ，务 满足老服 年 、人吃得好

住得 、 、 ， 村陪伴 及时 性需 应农 老暖 有人 就医等基础 求 回 年 ， 了人 民家庭诉 体现和农 求 机构养老对家

庭养老的“补充” 。功能

3.采取“弹性化”管理 制 现机 实 “家―院双栖式” 老养

了 养为 解决 老机构与农民家庭 间之 的“ 区隔空间 ”及 所 致其 导 的“ 情缺位亲 ” ，问题 案例养老服

务 心 了 ，采农民家庭 行 适 调试 取中 根据 具体情况进 应性 “弹性化” ，理机制 即管 老养 空间 闭上的半封

和时间上的灵活 ，性 实现“家―院双栖式”养老。 来 ，具体 说 老养 务服 心 采 ，用 管中 夜晚 全封闭式 理

大白天 适则 度扩 老年 ，人的 动 围 老活 范 允许 年人在 构周边机 2 。公里 在以内活动 “弹性化”管理机制

，老下 年 于人处 养老机构 庭之间与家 的“ 渡过 ”状态， 全进入既没有完 养老 ，也没有彻 脱离机构中 底

。庭家 如例 ， 村 较那些 离 比距 庄 近的老年 ， 、常 假回 甚 吃 住在 老人可以经 请 家 至能够 养 务服 心，中 其

他时间则回到村庄参加农业生产， 村其他 民保与 持人际交往。 习这种 机制更加适 民的生活管理 合农 惯，

让老年 ， 了离熟悉环 上得到 善照 满 老人在不脱 境的基础 妥 顾 足 年人的心 。理 验体 如邢村 心老养 服务中

长责 杜院负 人 所说：“ 来 村都是农 人住进 的 老 ，一 子 了自 在惯辈 由自 ，不能 城里那样管像 ， 话管太严的

。 来 ， 议。 村 ，老人们 人住 前 我们会跟 签安全协 人的家 红白事什会闹情绪 老 进 之 家属 老 里或 上有 么的

一 ， 。 ，们说 声 们都 他 回去 有 老 特 集跟我 我 让 们 些 人 别爱赶 三隔 差五 热 ， 也想 出去 闹 放就 跑 凑 我们 会

他们 去出 沾沾‘人气’。”

，半封闭化 空间中 老在 的 年 ， 心被管得那 务中人并没有 么死 养老服 为老年 了一人预留 定的“ 性弹

空间”，为“家―院” 了的空 造 有利条间联动创 件， 实现有助于 “家―院双栖式” 老养 。 上做法 优以 的

势 ： ，于 挥 的 值 满 老在 持续发 家庭养老 价 足 年 心 ，理体验 老人的 让 年人 间上和在空 心理 一有 个上 逐步

。适 的过程应和接受

五、发展农村机构养老的路径探析

， 村 、 ， 少子在 部因 影响下 农 留 人 空巢老 现象日 口老龄化城镇化等外 素的 守老 人 趋普遍 人 和家庭

一 大了 力。 ，进 步增 民家 养 压 考虑 家 养 能 化 现实 况化 农 庭 老 到 庭 老在功 上逐步弱 的 情 中国 需亟 一探索

符套 合 村农 的实际 机构养老服务 ，找 村供给模式 到农 老机构持养 续发展的办 ，探索法 民与农 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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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服务相匹 ，给方式供 在 位发展定 、服务内容、布局导向、经营规模、主体 育培 等方面充 考 农分 虑

村 。的 和 社会 际民家庭 养老需求 农 实

（一）发展定位：明确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农村社会的关系

村 。 ， 。养老的 展 位 两个方面 先 要明确机 家庭养老 会化农 机构 发 定 包括 首 构养老与 的关系 在社 养

， ，服务体系中 养老的定 是弥补 的不足 而老 机构 位 家庭养老 不是完全替代家庭 。养老 构 老的作机 养 用

：在 实 庭于 现与家 养老的 能 补功 互 ，与 合融 发展 过机构 家通 与 庭的 力来 ，造新的养 秩序 降低合 创 老 家

庭转型对 年人的老 冲击和伤害。 来体 说具 ：一 价值方面是在 ，应 家庭养老 基础性明确 的 地位。“无论是

， ， 一 心发达国 展中国 在老 人 活中 家 始 是 题家还是发 家 年 生 庭 终 个中 话 ”（ ，姚远 2001）。在 预 的可 见

， ， ， ，时 内 老仍在 老 系 于基础性 位 因此 应重 庭养老的 构等期 家庭养 养 体 中处 地 视发挥家 价值 确保机

力 ， 。二 ，量的进入是 进家庭价 而不是 价值 是在 实现不 社会 体 高外部 在增 值 消解家庭 分工方面 同 主 的

。 村未来 ，效合 农 的 态 庭 老与 构 深度协 这 求 发挥不同 老主作 新 养老形 依赖于家 养 机 养老的 作 要 充分 养

势， ，体的优 主体之间重视养老 的合理分工 使不 老资源走向同养 与融合互补 。三 ，是 规则方在 面 确保

。 力，构养老是 庭养老 则 机 养 是在强 农 家 支 老 人福 而机 在维护家 规 构 老 化 民 庭代际 持能 提高 年 利 不是

。老年人 斥 家将 排 出 庭 阶段现 ， 力 村以养 机构为代表 进入农老 的社会 量 养老领域，其对 庭养 补家 老的

充功能在于： 被让 现代化 型转 吸纳的农民， 家庭在 养老 一之外多 种 择，养老选 老让 年 在人 生后期人 有

，尊 地 冲严 老去 缓 家庭 变功能 化对老年 生 接冲击人 活的直 ， 一 大 。止 老 进 步扩 化防 养 问题

反馈模式

市场化运行 机构替代家庭 落地困境

“在地化”运行 机构融入农村 养老转型

路

径

一

路

径

二

传统养老

家庭本位

图2 农村机构养老发展的路径

， 村 。 一次 要厘清机 农 社会的 效的 养老服务 定 封闭在特 环境之其 构养老与 关系 持续有 机构 不是 定

养老行为中的专业 （李永萍，2021）， 了是超越 内部 野而 其 视 ， 构起自 与 会 内建 身 社 情境的 在关联，实

村 落 。 ， 浮 村 ，现 构养 在 的 地生 换 之 养老不能 于农 社会之机 老 农 市场 根 言 机构 悬 外 而是 要嵌入需 村农

。 义：一 ， 、构的 性具有两重 面 养老机 要在服 务内容和 等方社会 养老机 嵌入 含 方 构 务水平 服 服务方式

村 ， 村 。 一 ，面 应农 会 需求 探 具 农 养 给 式 另 面 构要主 融 农适 社 的 索 有 特色的 老服务供 方 方 养老机 动 入

村 ，充分利用社会 “ 人关系熟 ”“人情互助”“ 网络亲属 ” 一 来等 系 老资 补自身的天列非正式养 源 弥 然

。足 通过调 社会资不 动 源发展“ 地化在 ” ， 本 力的养 质是积 地援 社 量和传 养 资老机构 其 极 引 会 统 老 源

来 对 村养 题应 农 老现实问 ， 老年让 人“在 家庭和 区 得 性熟悉的 社 获 连续 、综合性 服务的 ”（宫伟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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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老发展应农 机构养 当避免图 2中“ 一路径 ” 现的所出 “落地困境”， 探索而应 “ 二路径 ” 显示的所

发展方向。

（二）服务内容：提供低成本、基础性的养老服务

村农 对 ，的经济 相 滞后社会发展 农民在 大 进量 城且农民 庭 历家 经 现代化转型的 下背景 ， 限有 且低

长水 际反馈 期 在平的代 将 存 。 村 了会的特殊 决定 养老农 社 性 机构在 内容服务 上需与农民家庭的发展阶

、段 村养老资源 农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家庭农民 有限的 力 了付能 限 养老 构养老支 制 机 供提 服务

内 和的 容 层次， 大 。老 给 平在 期 实现 的 越养 机构的供 水 短 内无法 跨 了述 决定上 条件 村农 机 养老服务构

本、 。低 的特征成 基础性

村当前农 养老 了 、 ，受城 人口老龄化 观因素影 外 还受 庭生活方 影除 镇化 等宏 响 到农民家 式转变的

， ， 村 力 料响 例 农 青 年 动 外出 工 成 缺如 壮 劳 务 造 老年人 乏照 。 所 待的 不 可及的农民 期 并 是遥不 老养 产

品， 就近便捷而是 、 美价廉物 、 ，便宜 务实用的服 以满足收入不高的老年 、 、 、 、吃 穿 住 就医人在 应

等方面的急 础性基 需要。

养老 构提供的机 基础性 务服 双 ： ，具有 保底 作 首先重 的 用 村 本为 老 人 活农 年 的基 生 保底。 村农 老

年人是家庭现代化 型之痛 主 承转 的 要 担者，养老机构 为老要 年人支 生活秩序撑起日常 ，填补家庭 老养

的 缺位功能 。 ，其次 为 发展保底家庭 。 着城随 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日益被 大入进城卷 潮中。城镇化

了塑 农民重 的生 生产 活方式，对长期 或外出务工 者 斗奋 进 的城 农民来 ，妥善安 好说 置 老年 当于解人相

决了 庭的后顾之家 忧。 老机构养 一 了在 定程 间度上克服 空 脱域 产生的所 日常 料 ，题照 难 契合现 段农阶

民家庭发展要求。因此， 村 的养老 构向农 延伸 机 应 供提 层次但 效低 有 的 ，服务 让 村住入 其中的农 老年

人获 不 庭得 低于家 所能 供提 料生 和主的 活照 观 。体验

（三）布局导向：实现机构养老服务的均衡覆盖

布优化空间 局是 村提高农 机构养老服务供给 率的效 关键所在。 大绝 多数 的地区 村农 布老年 分 比人

较分散（王红霞，2019）， 划规 村农 养老机构布局 以应 老年 口的 际人 实 布状况分 为 照参 。 了除 考虑交通

便捷性因素外，老年人 择 子向 女居住倾 于选 离 地较近 养 构的 老机 （戴维等，2012）。 选址方面在 ，养老

布局应以机构的 心村乡 原点镇或者中 为 ， 其服务覆盖确保 村庄周边 。其合理 在于性 ：新 老空建立的养

间 、 、 ，与 会交往 间 市 空 行政空 高 同 很当地的社 空 场 间 间 度 构 具有 强的“ 化在地 ” 。征特

养 机老 构“ 家庭靠近 ”的 布 ，间 不 利于养老 务可达性目 还有助于空 局 仅有 服 标的实现 养老机构与

家庭 动和资源互的联 补， 二 ，进 者的功 融合 形促 能 成“家―院双栖式” 。一 ，养老 方 机构提面 在养老

料 ，照 的 础 充分发供 基 上 挥家庭 ，的 持情感支 作用 使 年 既能 享 构养老老 人 够 受到机 便 服的 捷 务，也没

有切断其 家庭和社区与 的联系； 一方面另 ， 村农 老年人的“恋土”和“恋乡” 节严重情 ，养老机构“靠

近家庭”的 布空间 局符合农民“就地养老”和“ 老就近养 ”的文 预期化 。 构机 老养 “靠近 庭家 ” 做的

法是在不破坏 养 生态 前 加新的 老 素家庭 老 的 提下增 养 要 ， 构将机 提供的 老服务养 融入老年人 悉的熟 生

活环境中， 老满足 年 地养老的诉人就 求。

（四）经营规模：发展适度规模的小微型养老机构

2019年 4 布月发 的《 办国 院 公厅 养老服务 见务 关于推进 发展的意 》提出，“ 持养 机 规模化支 老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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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一 力 力锁 发 在 领 着 打 批 响 和竞 的 老 商标品牌连 化 展 支持 养老服务 域 造 具有影 争 养 服务 ”
①
。 模规

势 一化经营已 机构发展成为养老 的趋 之 。 规模 养老机构能 养老资源 经济发展 化的 提高 的 社会效益，降

本。 了 村 ，三 。一低养老机 成 为 更 地促 养 服务政 在 地 个 重 考虑构的管理 好 进 老 策 农 区实施 问题需要 点

是 村农 口老年人 基数 然虽 大庞 ，但这 不等同于并 大的机构养老 需求巨 服务有效 。大部分身体健康的农

村低龄老年人靠自我养老（李俏和陈健，2017），对机构养 需求老服务有 的老年人占比较低。相关 究研

表明， 一机 养老服 潜 需 效 还 在 定 困构 务 在 求向有 需求转化 存 的 难（ 辉等黄俊 ，2014）。 大盲 扩 老目 养 机

。二 了 ，一规模很可 导致床位空 问题 是养 现其 效应 般将机 建在距离构 能 置浪费等 老机构为 实 规模 构选

较 。对 来 ，年人家 方 于脱离 住养老 构的 年 说 他们老 庭 远的地 家庭并入 机 老 人 面 着将 临 心应生活适 和 理

。三等 题 是排斥 问 了前 动打破当 社会流 村农 社 均 构会 质结 ，农户走向分化，不同家庭在 、收入 生经济

计 、安排 居住空间、发展周期等方面 大存在 异巨 差 。这意味 养老机着 构 对面 的是农民多元化和 化差异

的需求。而养 机老 构“规模化”“ 准标 化”“ 一统 化” 。理理 的 老需 特等管 念与农民 养 求 点相悖

因此， 村发 农 构展 机 养老，应避免“一刀切”地追求规模效应，而 村结合农 实要 际情况具体分析，

，能地优化资 置 提高养 资源的尽可 源配 老 使用效率。 采 办 。养老机构 规模经 的 法 模 度应 取适度 营 规 适

， 本 ， 力 村并不 指 个 数 合 实际 求 构服务 给 与 效需求之 的平是 某 具体的 字 而是结 地 寻 养老机 供 能 农 有 间

， ，又 。 势：一衡 既保 益 兼顾服 机构 度规模经营 多重优 是 度规模证机构收 务效率 养老 的适 具有 适 经营

，着入住人 充分发意味 数有限 可 挥“ 小 头船 好调 ” 势， 。 村的 满足农 多 化 诉 需优 民 元 的养老 求 农 养老

求具有“小 散而 ”的特点，涵盖衣、食、住、行、 ， 小 。用 种细 琐碎 务构成 适度 的养由各 事 规模经营

村 ， 来 ，老机 养老 点 根据入住 人的需要 整养老 内容 提供 老服构可结合农 的特 老年 调 服务供给 精细化养

。二 来对 ，务 适度 模 营意味 养 机 以 理 段 接 民 差异化 求 足是 规 经 着 老 构能够 灵活的管 手 农 家庭的 需 满 不

。 ， 村发展阶段 庭的养老需 化的养老 些分 农 社会内部同 家 求 与规模 机构相比 那 散在 的“ 年公寓老 ”等

小 型养老微 机构 力很强的适具有 应 ， 较大存在 的生存空间， 扶 对应当 为 府重点 象成 政 持 。

（五）主体培育：激活农村内生养老服务力量

适 主合 的经营 体是 村农 构养推动 机 老良性发展 一的重要 素因 之 。 择在 机构经营 体选 方面养老 主 ，

存 路在两种思 ：一种思路 本 办乡兴 机构是支持资 下 养老 ，引入 力外 激发部 量 村农 力养 服务市老 场活 。

来外 本进入资 村农 往往面临养老服务定 不高价 、 润 间利 空 ，微薄 挑等 战 存 不 不在定位 清和经营 善的情

况，“留不住”和“办不活” 较等 题 突问 比 出。 一种思路是另 村活农激 力内生养老服务 量， 本吸纳 地劳

力 ， 长 村 才。 ，机构 营主体 培育 愿意 期留 农 的养 从实践效 更动 作为养老 的经 那些 在 老服务人 果看 后者

村 。 ： 本 ， 来加适 农 实 其 因在于 营 体 用 更 方便 调 资源 降 运应 际 原 经 主 能够利 地人身份 加 地 动社会 低 营

本成 ； 悉的文化 境中在熟 情 ，经营主 与入住老 任关体更容易 年人建立信 系。 村农 心虽然面临空 题化问 ，

一 力但仍存 定的沉在 淀劳动 。 村 ， 村乡 振兴战 农在 略背景下 返乡 业人 不 增加创 数 断 ，他们为 展发 村农

养老 了 力服 入 的活务市场注 新 。 村 力 ，活 养老服 量激 农 内生 务 以 乡创业青 吸收进可 将返 年 村农 养老产

业中，通过财政补贴、 划 才 训和人 方式土地 拨 培 等 ，培育 村农 才服务专业 人养老 化 。同时， 村整合 庄

①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16/content_53832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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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守妇中 女、 力守老人 人低龄留 等 资源， 本形 土化的成 老养 务服 队伍。

六、总结

本文沿着“ 对 家机构 接 庭”的 村思 研 构养老 展路 究农 机 发 ， 一 了定 上拓展 机 养老问题的在 程度 构

。机构养老 仅要研究视野 服务供给不 考虑老年人本身，还要 虑老年人 后的家考 背 庭。 对应 人口在积极

， 村 。本 村老 家战略 景下 地 地制宜 探 农 会 径 通过 析 养龄化的国 背 各 因 地 索 养老社 化转型路 文 分 农 机构

，老实 案 发 动践 例 现 推 机构 落养 顺利 地的关老 键在于 、资源在 内容 现和价值上实 机 老服务供给构养 与

庭家 对 。需求的 效 接有 村结合农 ， 村 未来阶段与农 养老需 特点 农 老 的发 方 是发展 民家庭的 求 看 养 展 向

庭 构 老的通过家 养老和机 养 力合 构建 的出新 村 。 来 ，农 养 形 具 在发展定 上要促进机老 态 体 说 位 构养老

， 布家庭养老 空间 引导养老服 给组织与 互融互补 在 局上 务供 “靠 家庭近 ” 村 ， 大和 广 支付能融入 庄 为

力 本民提供 成有限的农 低 、基 性 养老服础 的 务，进 促而 进养老机构 家与农民 庭、 村农 社 的会 有机 合融 ，

满足 民 养 求并减轻 民家庭现代 产生的阵农 的 老需 农 化转型所 痛。此外， 村农 机 老发展 构养 ，要跳出“就

问题谈养 服务养老 老 ” ， 村 ，找 。的 立足农 社 到机构 老的 度 础和实 依 机思维陷阱 会的实际 养 制 基 践 托

村 ，才 长 力。只 社 能获 远 动构养老 有嵌入农 会 得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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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Development
Paths of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in RuralAreas:AnExamination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Pingqiao District, Henan Province

HeQianqia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peasant families has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eldercare model.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new choic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eldercare in rural areas. As one of the market-oriented methods of eldercare

services provision,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substantive function of “support”, but also smoothly connect with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Driven by the national policies,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p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in rural areas and finds that some eldercare institutions have reduced the cost

of eldercare services provision through the “localization” business strategies, achieved an effective match with the eldercare demand

level and payment capacit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dislocation dilemma faced by

eldercare institutions when entering the countryside. To develop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in rural areas, we should realize the

functional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and family eldercare. On the basis of making full use of the endogenous

resources of rural society, we should create eldercare institutions with appropriate scale and reasonable layou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w-cost and basic” eldercare services system, we ca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weakening of family eldercare

functions and provide positive action support for copingwith an aging population.

KeyWords：EldercareNeed; Institutional Eldercare; FamilyEldercar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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