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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质性研究的范式深入考察 Ｗ 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方式。研究发现，
农村丧偶老年妇女主要存在自我养老、轮养、搭伴养老、女儿养老、随迁养老５种方式，丧偶

老年妇女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养老资源主动或被动选择不同养老保障方式，孤独是丧偶老

年妇女在不同养老保障方式下面临的共同问题，养老保障方式会随着丧偶老年妇女掌握的

养老资源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研究认为，应通过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改
善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环境、积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提升农村丧偶老

年妇女养老保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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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农村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低、健康状况差、文化程度不高，使得农村

丧偶老年妇女成为弱势群体。根据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 普 查 数 据，我 国 丧 偶 老 人 约 有４　７４８万

人，其中女性占７０．４％［１］。同时，农村丧偶老年妇女数量多于城市，庞大的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已经成

为社会中不容忽视的群体。
在经历丧偶的悲痛后，农村老年女性依靠配偶养老已不复存在，那么谁来养老、如何养老、养老将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该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条件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丧

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何去何从？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理念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尤其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老年津贴制度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农村丧偶老年妇女的养老保障方式有哪些？这些养老保障方式面临着哪些问题？应该

采取哪些措施完善这一群体的养老保障？弄清楚这些问题是认知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基

础，是制定符合这一群体身份特点的保障政策和改善其福利水平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

要体现。

　　一、文献综述

　　在老年丧偶妇女养老保障的研究上，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老年丧偶妇女搭伴养

老。姚远认为搭伴养老弊大于利［２］，宋健赞同但不提倡搭伴养老［３］，姜向群指出搭伴养老反映老年人

再婚难的问题［４］。谭琳等分析了搭伴养老对老年妇女的正面和负面影响［５］。②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

老保障问题。农村妇女自身发展受到对妇女社会偏见及传统观念的影响［６］，农村女性老年人是所有

老年人中经济独立性最差的群体，其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供养［７］。朱旭红指出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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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地位［８］，王莉莉发现丧偶老年妇女面临经济生活保障水平低、健康水平差、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欠缺的问题［９］，聂焱指出老年妇女子女养老、自我养老面临困境［１０］，王小璐等指出农村老年妇女养老

保障问题的原因在于“沉默的社会支持需求”和“隐匿的社会支持交换”［１１］。③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

老保障完善路径。王广州等指出随着少子化、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丧偶老人养老从现在的家庭养老

向社会养老转变［１２］。蒋美华指出社会工作将在农村老年妇女养老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３］。王晶认为农村

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完善需要转变养老理念、创新养老文化、完善家庭和社会养老模式［１４］。
可以发现，在现有研究中，除了部分研究针对丧偶老年妇女搭伴养老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外，

多数研究主要围绕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问题和路径展开整体性讨论，然而，这些研究并不能

较好地展现出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全景，并不能揭示出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

式的潜在问题，提出的建议可能与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特点难以吻合。同时，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已有研究较少使用深度访谈方法具体认识和分析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问题。故本文拟用

深度访谈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来具体认识和分析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方式和问题，以期找到

相应的对策。

　　二、研究方法

　　１．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在自然情境下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使用归纳的逻辑分析方法，
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流与互动，对其养老保障方式的选择获得解释性理解，进而对现有农村丧偶老年

妇女养老保障的完善路径提供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文采取目的抽样的方法。选择陕西省洛南县 Ｗ 村进行访谈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受到文化的重要影响。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区，选择传统养老

保障方式较多，现代文化浓厚的地区，则多选择现代养老保障方式。洛南县离西安、渭南等城市较近，
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较多，而传统文化也较为浓厚，因此选择洛南作为研究区域。另一方面，Ｗ村在

洛南县具有代表性。该村老年丧偶妇女有３２位，且常见的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在该村都存在。

２．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开放式访谈的方法，综合运用“三角校正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校正。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在 Ｗ 村对３２位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并形成５万多字的访谈录音。其后，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

析，结合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特殊性，选择了７位老年丧偶妇女作为 典 型 代 表，并 于

２０１５年２月份和３月份两次对典型代表进行入户访谈，具体访谈资料如下：
表１　对 Ｗ村典型代表的访谈概况

访谈对象 访谈地点 “三角校正法”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访谈次数 访谈成果

Ｆ大娘 Ｆ大娘家 Ｗ村村长

丧偶经历，养 老 保 障 方

式，养老保 障 方 式 选 择

原因，养老保障需求

共访谈３次，每次每个

个 案 访 谈 时 间 约 ６０
分钟

约１０　０００字访谈录音

Ｌ婆婆 Ｌ婆婆家 Ｌ婆婆邻居，Ｗ村村长 约７　０００字访谈录音

Ｚ婆婆 Ｚ婆婆大儿子家 Ｚ婆婆好友，Ｗ村村长 约８　０００字访谈录音

Ｇ婆婆 Ｇ婆婆租住房 Ｇ婆婆好友，Ｗ村村长 约６　０００字访谈录音

Ｃ婆婆 Ｃ婆婆三女儿家 Ｃ婆婆邻居，Ｗ村村长 约７　５００字访谈录音

Ｊ婆婆 Ｊ婆婆家 Ｊ婆婆邻居，Ｗ村村长 约６　５００字访谈录音

Ｙ婆婆 Ｙ婆婆大儿子家 Ｗ村村长 约８　５００字访谈录音

　注：表中用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来区分访谈对象。

　　三、研究结果

　　１．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Ｗ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方式

（１）Ｌ婆婆的养老方式：自我养老。自我养老属于传统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年妇女主动选择的

结果。在这种方式下，丧偶老年妇女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自己料理生活。Ｗ 村选择自我养老方式的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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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较多，多数选择该方式的丧偶老年妇女丧偶时间较短、低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她们年龄多集

中在６０～７０岁，有２～３个子女，女儿嫁在临近村庄，儿子外出打工，日常生活除了干农活、照顾孙子

（女）外，有的还在村里的砖厂打零工。如：

案例１：Ｌ婆婆，今年８５岁，７０岁时丈夫出车祸去世，有１个抱养的儿子，但在Ｌ婆婆

７４岁时患癌症去世。儿子和丈夫相继去世后，Ｌ婆婆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和儿媳、孙子、孙

媳妇吵架。其儿媳妇在Ｌ婆婆７８岁时在洛南县县城里找了一个退休工人搭伴养老，孙子

和孙媳妇在县城一个工厂里工作。Ｌ婆婆在家一个人居住，种地、做饭。

另外，还有４位年龄超过了７０岁的老人，选择自我养老。她们丧偶时间较长，身体状况较好，女

儿嫁在外地，与儿子关系不太融洽。如：

案例２：Ｆ大娘，今年７５岁，５８岁时丈夫因脑溢血去世，有１个儿子和１个女儿，儿子和

儿媳在西安打工，女儿嫁到外村。丈夫去世后，Ｆ大娘在家里种地，帮儿子带小孩。

（２）Ｚ婆婆的养老方式：轮养。轮养属于传统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年妇女被动选择的结果。在

这种方式下，丧偶老年妇女的生活照料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儿子承担。Ｗ 村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

观念，儿子养老被认为是应有之义。在丧偶老年妇女身体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老人常常被几个儿子轮

流赡养，轮养周期由儿子商讨，以一个月一轮较为普遍，轮养内容包括吃和住。如：

案例３：Ｚ婆婆，今年８２岁，５０岁时丈夫去世，有２个儿子１个女儿，女儿嫁到 Ｗ 村所

在的乡镇，２个儿子在西安打工。７７岁之前，Ｚ婆婆身体较好，一个人租住村里的房子居住，

７７岁时中风，卧床不起，开始由２个儿子轮流养老，以１个月为限，月底老人在２个儿子家

里“交接”。

（３）Ｇ婆婆的养老方式：搭伴养老。搭伴养老是指老年男女双方不进行结婚登记而生活在一起，

实现晚年相互照料的一种老年“再婚”生活方式［４］。搭伴养老属于现代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年妇女

主动选择的结果。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老年人搭伴养老在 Ｗ 村开始出现。在３２个案例中，有６位

丧偶老年妇女选择搭伴养老方式。这６位老人选择比自己年长５～１０岁的退休老人搭伴，并每月获

得退休老人给予的生活费，生活费大概每年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元。退休老人中，有１位从邮政局退休，有

１位原来是商洛市公务员，其余４位从企业退休，老年丧偶妇女获得生活费的多少与退休老人原来的

职业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老人给予的生活费高于其他单位。如：

案例４：Ｇ婆婆，今年７９岁，６８岁时丈夫因病去世，有３个儿子１个女儿，女儿在咸阳工

作，３个儿子在外地打工。在老人养老问题上，丈夫在世时确定Ｇ婆婆由小儿子负责养老。
丈夫去世后，Ｇ婆婆和小儿子及儿媳妇居住在一起，由于经常受到儿媳妇的“冷眼”。Ｇ婆婆

在洛南县Ｓ村找了一 个 丧 偶 退 休 的 老 干 部 Ｗ 大 爷，负 责 照 顾 老 干 部，老 干 部 每 个 月 给 其

４５０元生活费。

（４）Ｃ婆婆的养老方式：女儿养老。随着新型生育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性别观念有所改善，女儿也

成为老年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重要来源。同时，由于女性与男性相比心理更为细腻，在老年人养老需求

的理解、心理慰藉的满足上优于男性，女儿养老在现代社会发展不断加快。女儿养老是指由女儿承担

赡养老人的责任，包括外嫁女儿养老和不外嫁女儿养老（招婿婚姻中的女儿）［１５］。外嫁女儿养老属于

现代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年妇女被动选择的结果。不外嫁女儿养老属于传统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

年妇女主动选择的结果。Ｗ 村丧偶妇女养老保障中，选择女儿养老方式的案例较少，仅有２例。一

例为外嫁女儿养老，主要依靠几个女儿赡养。如：

案例５：Ｃ婆婆，今年９０岁，６０多岁时丈夫病逝，有１个儿子４个女儿，大女儿和三女儿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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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本村，二女儿、四女儿嫁到渭南市 Ｍ 村。由于儿子属于“妻 管 严”，儿 媳 妇 常 常 虐 待 老

人。Ｃ婆婆在６５～７５岁之间，农忙时节（种、收小麦和玉米）在家里帮儿子做饭、洗衣，其他

时间在二女儿和四女儿家里居住养老，７５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坐长途汽

车，不能再去外地的女儿家里养老。７５～９０岁之间，除农忙时节帮儿子做家务外，主要在三

女儿家居住养老。

另一例为不外嫁女儿的养老，丧偶老年妇女主要依靠抱养的女儿与入赘的女婿养老。如：

案例６：Ｊ婆婆，今年８２岁，７４岁时丈夫病逝，有１个女儿，女儿是Ｊ婆婆抱养的，并从

Ｗ 村招了一个上门女婿。Ｊ婆婆抱养女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养老。丈夫病逝后，Ｊ婆婆身体

变差，整日 需 要 吃 药，并 隔 三 岔 五 地 打 针，女 儿 对Ｊ婆 婆 很 孝 顺，嘘 寒 问 暖，但 女 婿 并 不 太

上心。

（５）Ｙ婆婆的养老方式：随迁养老。随迁养老指老人跟随居住在外地的子女进行养老。随迁养老

属于现代养老方式，多是丧偶老年妇女主动选择的结果。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空巢老人增加，作为

丧偶的空巢老年妇女，选择与子女同住进行养老，这种现象越来越多。Ｗ 村共有２例。如：

案例７：Ｙ婆婆，今年７０岁，５４岁时丈夫病逝，有２个儿子，大儿子在洛南县一家企业工

作，二儿子在西安市一个设计院工作。丈夫去世后，Ｙ婆婆跟着２个儿子一起生活，儿媳负

责老人生活起居，老人在儿子所住小区也认识了一些同龄老人，每天打打太极拳，聊聊天。

２．选择的困境：Ｗ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潜在问题

（１）自我养老方式潜在的问题。自我养老的实现条件，是丧偶老年妇女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

一旦丧偶老年妇女身体状况变差，自我养老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成为影响

丧偶老年妇女选择养老保障方式的重要因素，生病后，老年人难以独立生活，自我养老将走向失败。

在访谈 中，丧 偶 老 年 妇 女 多 担 心 身 体 变 差 之 后 的 养 老 问 题，如Ｌ婆 婆 说：“虽 说 一 个 人 住 没 有 人 说

话……我现在自己还可以做饭，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卧床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啊？希望身体不行的

时候就赶紧‘过去（死掉）’。”
（２）轮养方式潜在的问题。轮养需要老人在不同的环境中转换，适应新的环境就成为老人面临的

主要问题。另外，“久病床前无孝子”，较少有老人获得长时间的细心照料。而老人与子女在思想观

念、兴趣爱好上存在差异，则使得双方交流中存在障碍，老人不得不面临长时间的孤独。对丧偶老年

妇女更是如此。在 Ｗ 村的访谈中，轮养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较低，常常带有“包袱心理”（认为自己给儿

子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如Ｚ婆婆说：“我２个儿子家里生活条件不一样，大儿子家做的饭软点，二

儿子家做的饭硬，我很难吃到合适的饭菜。２个儿子忙啊，我也不能总让他们做这做那，儿媳妇们和

我不贴心，除了吃饭，我就一个人坐着等死……对儿子来说，我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同时，现代性向农村社会的渗透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年青一代越来越秉持一种基于理性计

算、权衡利弊的工具理性逻辑来理解和实践家庭养老的行为［１６］。这种变化使得子女在老人轮养问题

上，常常进行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影响到老人养老的效果。
（３）搭伴养老方式潜在的问题。由于缺乏婚姻法律契约的保护，搭伴养老的老人面临着不稳定的

“婚姻”关系，一旦男性老人去世，丧偶老年妇女将再次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人
们对于老年人再婚还存在一些否定的声音，如果丧偶老年妇女的子女不支持搭伴养老，而老人选择搭

伴的后果将面临“老无所依”。一方面，搭伴老人的子女因为“婚姻”的非法性不会履行养老责任；另一

方面，丧偶老年妇女的子女因为老人的搭伴养老行为可能拒绝履行养老责任。如Ｇ婆婆说：“Ｗ 大爷

死后，他的子女不让我在他们家住，回到自己家，小儿子和儿媳妇也不让我进门，说我老了老了还丢

人，还找老伴，那就让 Ｗ 家照顾啊，我和 Ｗ 大爷只是搭伴过，人家子女怎么能管我呢？现在儿子不管

我了，村里其他人也因为我找老伴不太理我，我每个月靠养老钱（新农保）租房住，但钱根本就不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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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混一天算一天。”
（４）女儿养老方式潜在的问题。对于丧偶老年妇女而言，孤独是老人晚年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女

儿体贴的照料与交流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丧偶老年妇女女儿养老方式有较多限制条件，如女

儿数量较多、女儿与其居住较近等等。另外，女儿养老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第一，女儿养老面临合

理性危机。在儿子养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农村较少有女儿养老的现象，女儿养老与农村传统养老文

化相背离，面临合理性危机。第二，老人儿子的无理要求。一方面，选择女儿养老的丧偶老年妇女常

常面临儿子不孝的境况，不得已选择女儿养老。另一方面，女儿养老还会面临儿子提出的诸多无理要

求，如老人一旦生病，儿子会提出“既然你（老人）已经由女儿养着，生病也应该由女儿负责”“原来从我

家出去的时候身体健康，现在病了，我不管。”甚至出现老人生活不管、生病不管、死亡不管的“三不管”
问题。第三，老人自我感知的问题。女婿和女儿在女儿养老问题上常常存在不同意见，不认可女儿养

老的女婿，可能会对老人颇有微词，如“光景是你（老人）儿子的，养老却靠女儿”。老人有时会对这些

表现出强烈的反应，导致女儿与女婿产生矛盾。如Ｃ婆婆说：“我多亏女儿多，还靠得上，儿子指望不

上了，二女儿和四女儿比较孝顺，但家太远，去不了，大女儿被丈夫管着，不让我去，现在只能靠三女儿

了，但三女儿家也有老人，家里条件一般，女儿要照顾婆婆还要照顾我，很辛苦……女婿的脸色不好

看……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５）随迁养老方式潜在的问题。随迁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融入问题。由于城市和农村

在日常生活、文化、与邻居的亲密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丧偶老年妇女尽管跟随儿子进入城市，但

较难融入城市生活，甚至有时会面临周围人的歧视与冷漠。城市生活中的“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社会服务上的排他性等问题，使得老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如Ｙ大娘说：“儿子家里条件好，对我也

很孝顺，都争着让我住他们家，我现在每天打打拳，谝一谝（与好友聊天）。但有时总会怀念家乡，想想

那些老姐妹……而且，总觉得自己与城市格格不入，自己太土了，想法呀、说话呀、看病呀，都和别人不

太一样。”

３．向何处去：Ｗ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发展方向

随着２００９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２０１４年农村基础养老金的增加，以及２０００年以来

农村高龄老年津贴制度的实施，丧偶老年妇女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部分丧偶老年妇女通

过种地、养殖、打零工等可以补贴家用，甚至出现了丧偶老人向子女的代际反向转移。然而，这５种养

老方式的丧偶老年妇女面临共同的问题是孤独。这说明丧偶老年妇女对心理慰藉的需求更为迫切。
对于选择自我养老方式的老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身体状况变差时的“老无所依”问题。对于选择

轮养方式的老人，频繁转换生活环境、“包袱心理”让其对生活产生一种无助。对于选择搭伴养老方式

的老人，再次“丧偶”或“离异”后的养老资源从何获得，是其关心的主要问题。对于选择女儿养老方式

的老人，如何调整女儿与儿子、平衡女儿与女婿的关系，成为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对于

选择随迁养老方式的老人，融入城市生活是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这５种养老方式存在的

主要焦点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综合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来应对。
同时，这５种养老方式之间可能会出现转换。如当丧偶老年妇女自我养老难以实现时，可能会向

轮养方式转换；搭伴养老难以继续时，可能会走向自我养老；随迁老人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后，可能会走

向自我养老等。当然，这些养老方式的转化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自我养老要求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轮养要求有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儿子，搭伴养老则要求有合适的“配偶”，女儿养老要求有抱养的女儿或

数量较多的女儿，随迁养老则要求老人有随迁的意愿。一旦符合不同养老方式的条件实现时，丧偶老

年妇女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转换其养老保障方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３点结论：
第一，丧偶老年妇女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养老资源主动或被动选择不同养老保障方式。丧偶老

年妇女掌握的养老资源存在差异，其会根据掌握的养老资源选择不同养老保障方式，这种选择既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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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选择也有被动的选择。
第二，不同养老保障方式面临不同的问题，但孤独是丧偶老年妇女在不同养老保障方式下面临的

共同问题。每种养老保障方式均有其存在的条件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养老保障方式下的丧偶老年妇

女均会面临孤独的问题。
第三，当丧偶老年妇女养老资源发生变化时，养老保障方式会发生转变。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

方式受到身体状况、子女数量、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当主要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丧偶老年妇女养

老保障方式就会发生转变。
基于以上结论，对于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发展与完善，本文提出以下３点建议：
第一，进行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从理论基础、理念与目标、原则、发展路径、

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设计出适合农村丧偶老年妇女群体特

点、促进丧偶老年妇女社会融合、实现丧偶老年妇女福利改善、多元参与、多种方式并存的养老保障制

度体系，并从财政体制、管理机制等方面提供支持。
第二，改善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环境，增加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养老资源。一方面，

改善传统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障方式的环境。对于自我养老，应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医疗保险和医疗

基础条件，改善丧偶老年妇女身体健康状况，保障自我养老的实现。对于轮养，应积极宣扬农村孝道

文化，改善儿媳与婆婆的关系，提升轮养老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改善现代丧偶老年妇女养老保

障方式的环境。宣传搭伴养老、女儿养老和随迁养老文化，塑造现代养老文化，改变“老人再婚不好”
“养老靠儿子”“老人不远行”等传统观念。提升城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效果，促使丧偶老年妇女融入

城市生活。
第三，积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建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实现丧偶老年妇女“同吃”

“同住”“一起聊天”。推进农村丧偶老年妇女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鼓励社会工作者进入农村，为老年

人提供心理慰藉等服务。推进农村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增加丧偶老年妇女的养老保障方

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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