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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摘要：本文从农村老年妇女人口统计特征、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

的定性、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类型及其成因、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

对策等四个方面对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

论，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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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supporting issues about old women in rural. It will ex-

plore the demography characteristics of old women in

rural, the nature of the supporting issues about old

women in rural,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supporting is-

sues about old women, which can provide more and better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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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开始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90 年 代 以 来 逐

渐获得发展（王述智，张仕平，2001），而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

研究大概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起步时间相同， 大约都开启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关注和解决农村老年妇女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

在各年龄组人口中的效益均衡，促进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全面和

完善（徐勤，2001），也符合国际、国内的老龄问题和妇女问题行动

倡议，尤其是诸如 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等倡导的社会性别平等化

（徐勤，2001；郭未，张蕾，2009），因此，对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

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综述，既有现实意义，也可为未来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参考。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四个方面：

一、农村老年妇女人口统计特征的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相关数据资料、

国家统计局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53 年、1964 年、1982 年、2000
年、2010 年)、全国妇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 查 数 据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 和 中 国 老 龄 科 研 中 心 的

2000 年、2006 年全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农

村老年女性人口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最新的主要研究结论

有：

①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女性化、农村化特点。越到高龄，老

年人口的女性化程度越显著，而且绝大多数老年妇女居住在农村

地区，2010 年， 我国有 56.7%的老年妇女居住在社会经济条件相

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规模达 5130 万左右（谭琳,贾云竹,2013）；

②农村老年妇女的受教育水 平 很 低，2010 年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为 3.8 年，分别比城市和镇的老年妇女低 2.5 年和 1.0 年（谭琳,
贾云竹,2013）；

③农村老年妇女的丧偶率相比很高，2010 年“六普”数据 显

示，丧偶老年妇女总规模已达到 3345 万，丧偶老年妇女占整个丧

偶老年人口的 70.5%，即每 10 个丧偶老年人中有 7 个是女性，其

中，农村老年妇女的丧偶率为 38.6%，比城镇老年妇女高 5.4 个百

分点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2）；

④农村老年妇女人口健康状况较差，2010 年“六 普”数 据 显

示，处于“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及“生活不能自理”这两类亚健

康状态的农村老年妇女人口比例分别为 18.7% 和 3.9%， 均显著

高于城市和镇的老年妇女（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我国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年人口存

在显著的女性 化 特 点， 且 越 到 高 龄 女 性 化 程 度 越 高 （曾 毅 等，

2010），根据“六普”长表数据估算，201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总体规模约为 520 万， 其中女性占 58.4%；80
岁及以上女性高龄失能老人占 65.7%。其中，65.3% 的失能老年妇

女生活在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 （谭琳,
贾云竹,2013）。

二、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地位（定性）研究

已有研究将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定性为老龄问题的重点

和难点，主要的观点有以下五个：

①特殊问题说。农村老年妇女是特殊的弱势群体（蒋美华，段

新燕，2010； 余思新,2010）， 农村老年妇女问题是一个特殊现实

（姜木枝，2003；张洋勇，2003）；老年妇女是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

中的一大难题（谭琳，1996）。

②核心问题与棘手问题说。美国老年学家劳·卡·鄂尔松认为

“老年问题是妇女问题”，日本家政大学教授通口惠子认为“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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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是妇女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失去配偶的寡妇的经

济问题”，这一论断适用于我国(熊必俊，董之鹰 ,1995)；农村老年

妇女的脆弱性决定了其养老问题是养老安排中最棘手的问题，是

家 庭 内 部 各 种 矛 盾 （危 机 和 压 力 ）的 中 心 （聂 炎 ，2012；章 敏 敏 ，

2013）； 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是老年问题的核心议题 （黄鹂，

2007；谭琳,贾云竹,2013）。

③关键问题说。 老龄问题的关键是老年妇女的养老问题，随

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老年妇女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会越来越大,老龄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老年妇女问题（人口研究编

辑部，2001；秦秋红,王苗苗，2012）。

④叠加交叉问题说。 老年妇女养老问题是一定社会、经济和

历史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及妇女问题的交叉叠加，农村老年妇女的

养老问题是农村家庭养老的重点和难点（谭琳，1996）。

⑤人道主义问题与发展问题说。农村老年妇女问题不仅是一

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男女平等、社会发展问题，是性别

平等议题中的重要内容（徐勤，2001）。
由此可见，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比一般的农村养老问题更

复杂更难，不仅包括一般农村养老面临的所有问题，还面临更大

的挑战（张洋勇，2003）。
三、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类型及其成因研究

已有研究将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主要归纳为如下七个类

型：

①经济保障被动且水平低的问题。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受
社会歧视,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身劳动、配偶

供养和子女赡养，没有养老金或养老保险，收入来源少且不稳定，

经济保障很被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所能够获取的物质保障

将 会 越 来 越 少（姜 木 枝 ，2003；张 洋 勇 ，2003；丁 振 明 ，2011；蒋 美

华，段新燕，2010）。

②精神生活贫乏问题。 由于受教育水平低、繁多沉重的家务

劳动负担、空巢、或者复杂的婆媳关系，农村老年妇女的精神生活

匮乏问题突出（姜木枝，2003；张洋勇，2003）。

③生活照料问题。 低生育率带来的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

心化，城镇化带动下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流迁，家庭养老的生活照

料功能弱化（姜木枝，2003；张洋勇，2003），农村老年妇女在家不

仅得不到应有的生活照顾，反而还要肩负起照顾老伴或者孙子女

辈的任务（丁振明，2011）。

④医疗保障和服务问题。由于长期承担沉重的家庭劳动以及

生育过多子女而致的健康问题，进人老年期的老年妇女大都存在

妇科疾病、并发症、慢性病等各种健康问题，这些特殊的身体状况

需要专门的医疗服务 ,也需要经济基础，而现实的专业医疗供给

贫乏， 即便有这样的供给， 很多老年妇女也支付不起 （张洋勇，

2003），因而医疗保障问题突出。

⑤养老安全隐患问题。农村老年妇女的居住环境往往简陋粗

糙、居住设施少之又少，由此所致的室内跌倒、滑倒、摔伤等安全

隐患随时存在和发生（张洋勇，2003）。

⑥养老问题与贫困问题的叠加。老年妇女是贫困发生率很高

的人群，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是一定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

的贫困问题与养老问题的交叉叠加（张洋勇，2003；邬 沧 萍 ,邓 春

黎，1998）。

⑦自我供养的养老功能和行为弱化。 由于高龄、劳动能力的

丧失，以及当前土地收益的下降，农村老年妇女自我供养的劳动

养老、储蓄养老、土地养老等三种方式的养老功能和行为趋弱（聂

炎，2012）。
四、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解决对策研究

综观已有研究，主要有如下四种对策：

①构建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政策体系。大多

研究都主张这一对策（姚远，2005；徐勤，2005；谭琳,贾云竹,2013；
姜木枝，2003；王增文；佟新，2008）。 由于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和老

年人问题的女性化(如老年贫困的女性化、丧偶的女性化等)，联合

国在其相关的老年行动纲领计划中一再呼吁各国在制定社会政

策行动时必须给予老年妇女群体特别关注。

②统筹综合治理。 将老龄工作与妇联工作有机地结合，将老

龄妇女工作作为妇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谭琳，1996，2007）。 农

村地区往往同时面临养老问题与贫穷问题，养老问题和扶贫问题

需要统一考虑和解决（邬沧萍,邓春黎，1998）。

③法治治理。不少研究主张通过法治来治理农村老年妇女养

老问题（杨永峰，2011；熊必俊，董之鹰,1995；王莉莉，2007），对于

照顾配偶、小孩或其他家属的老年妇女 ,要通过立法给予补助和

津贴(熊必俊，董之鹰 ,1995)，将遗属津贴制度纳入到社会养老保

障体系中来，从法律上切实保障老年妇女的晚年生活质量（王莉

莉，2007)。
④赋权和增能的老年社会工作干预。丁振明基于老年社会工

作的赋权和增能视角，主张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社会行政四种专业方法提高农村老年妇女自身的适应能力和自

养能力,帮助其解决面临的经济收入低、健康状况差、居住条件恶

劣、社会文化活动少等问题（丁振明，2011）。
五、评论

已有的成果从农村老年妇女人口统计特征、农村老年妇女养

老问题的定性、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类型及其成因、农村老年

妇女养老问题解决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

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依然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

①缺乏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专门研究。学术界关于农村

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多偏重于全体农村老年人口

养老问题的研究，大多是把老年人当作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群体进

行研究，这没有很好地回应现实中的老龄问题，缺乏从社会性别

视角关注农村老年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忽视了这一弱势群体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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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声音，老年妇女遭受年龄歧视的同时,还遭受着性别、区域歧视,
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地区更加的明显（李晓

娜，2013；王晶,朱淑鑫，2014）。

②缺乏动态的追踪研究。已有成果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多地采

用了问卷调查、访谈法、参与或非参与观察法、文献法等传统的研

究方法，缺乏追踪研究。 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不同，

农村老年妇女所面临的养老风险问题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农

村老年妇女研究问题进行追踪研究，通过追踪研究，找出其演变

发展的逻辑、机制及趋势。

③缺乏较大规模和系统的经验研究，已有成果的代表性存在

问题。 我国地域（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差异明显，东中西部、

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由此所

导致的农村老年妇女养老问题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表现必然

也有较大的差异。而目前已有的研究皆缺乏绝大规模和系统的经

验研究，那么，研究结论在代表性、适用性以及推广方面也必然存

在局限性。 □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

年 项 目 （博 士 项 目 ）“西 部 地 区 老 年 人 生 活 满 意 度 变 迁 研 究

（2000-2010 年）”(项目批准号:2014BS09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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