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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部地区 749 位农村老人的调查 

姚兆余，王诗露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通过东部地区农村 749位老人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多数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较弱。自理能力较

好、对家庭照料的依赖以及牢固的传统观念是农村老人不愿意参加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

况、家庭结构和个人生活状况对农村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从农村老人养老需求出发，构建以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基础，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社区服务和社区互助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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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rural aged to be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car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749 rural aged in the east region 

YAO Zhao-yu, WANG Shi-l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eastern rural area, this article found out that the will of most rural aged to 
be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care was weak. The main reason lay in three aspects: good self-care ability, dependence on 
family care and the strong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addition, the age, educational level, marital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and 
personal life condition also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ill of the rural aged to be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care. 
Therefore, when constructing a rural soci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rural aged cure 
demands, ba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d 
living at home and agency endowment, community service and community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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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越来越严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1.7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3.26%，比 2000年人口
普查时上升 2.93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

年 4 月 28 日)。如何顺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构建符合农村老人晚年生活需要的养老保障体系， 
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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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意愿是影响养老政策制定和推行的重要

因素。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养老意愿这一主题，在

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其研究文

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居民养老

模式选择进行研究，如李建新等通过二分类变量模

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居民养老意愿进行了探讨，
[1]郅玉玲对江南三镇村民的养老意愿进行了分析，

认为家庭养老是大多数农村居民选择的养老模式。
[2]二是运用变量模型、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家

庭规模、职业状态、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如宋宝

安对中东部地区的研究，[3]孔祥智等对东南部地区

的研究，[4]熊波、林丛对武汉市江夏区的研究，[5]

均属于此类研究。三是对不同个体特征村民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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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进行探讨。如郭继对浙江省农村中青年女性养

老意愿的分析，[6]肖云和文莉对青年村民养老意愿

的分析，[7]高歌对河南省叶县农村中青年养老意愿

的研究，[8]均得出青年对养老院等社会养老形式接

受度低、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仍然占有相当分量的

结论。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存在一些缺陷：首先，

局限于某一地区，因而所得的结论只能是局部的经

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结论；其

次，多将农村居民尤其是青中年作为研究对象。事

实上，未进入老年状态的农民由于缺乏对老年生活

的感受和体验，其养老意愿只能是一种假设和主观

臆想，而不是在经历老年生活后做出的判断和选

择。有鉴于此，笔者对北京、河北、山东、江苏、

上海、浙江和福建等东部地区农村老人进行问卷调

查，以期了解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看法，分析农

村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为当前农村养

老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二、调查设计与样本特征 

本文的“机构养老”主要是指老年人交付一定

费用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举办的各种养老院、敬

老院、老年公寓、福利院等机构安度晚年。相应地，

“机构养老意愿”就是指人们对养老这个行为所持

有的看法及态度。 
1．变量及其测量 
为了解农村老人机构养老的意愿和态度，设置

“您认为哪种养老方式比较好”、“您是否愿意去养

老院生活”、“不愿意入住养老院的原因”等问题进

行考察。 
自变量是影响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各种因素，

主要有：第一，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第二，家庭结构，包括现有子

女数量和家庭规模。第三，个人的经济状况，主要

指个人月收入。第四，个人生活状况，包括对生活

自理能力、晚年生活的自我评价及精神生活状况。 
2．数据来源 
采用结构式问卷调查的形式，在北京、河北、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等东部地区农村开

展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770 份，回收问卷 752
份，其中有效 749问卷份，有效率为 99.6%。本次

调查的对象均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因此，在问卷调查时主要采取访问记录的方

式，由调查员根据问卷内容向调查对象进行提问并

记录他们的回答。 
3．样本特征 
研究样本从性别上看，男性 377 人，女性 372

人，男女性别比接近 1：1；从年龄上看，60-69 岁
的为 313 人，占 42.0%；70-79 岁的为 291 人，占
39.0%；80-89岁的为 123人，占 16.5%；90岁以上
的为 19人，占 2.9%(缺失值=3)。从文化程度上看，
小学及以下占 74.8%，初中占 20.6%，高中占 3.2%，
中专占 1.3%，大专及以上占 0.1%。从婚姻状况上
看，已婚完整的占 65.3%，离婚的占 1.1%，丧偶的
占 32.7%，未婚的占 0.9%(缺失值=6)。从居住方式
上看，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的占 30.4%，与配偶
一起居住的占 30.2%，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占 24.2%，
独居的占 14.0%，其他占 1.2%。 

三、结果与分析 

1．农村老人参加机构养老的意愿 
当问及“您觉得哪种养老方式比较好”时，大

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占 85.5%，仅 14.5%的老
人选择机构养老(表 1)。可见，大部分农村老人还是
倾向于居家养老的方式，对机构养老的意愿较弱。 

表 1 老人选择养老方式情况(有效 N=737) 

养老方式 频率 百分比/% 

居家养老 630  85.5 

机构养老 107  14.5 

合  计 737 100.0 
 
当问及“您是否愿意到养老院里生活”时，相

当数量的老人回答不愿意。如表 2所示，回答“愿
意”的为 8.8%，“看情况”的为 26.5%，“不愿意”
的为 64.6%。可见，目前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认
同度还是比较低的。 

表 2 是否愿意去养老院或敬老院生活(有效 N=727) 

  频率 百分比/% 

愿 意  64   8.8 

看情况 193  26.5 

不愿意 470  64.6 

合 计 7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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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机构养老存

在排斥态度呢？问卷中设计了“不愿入住养老院的

原因”这个问题，分别对其可能的原因进行归因。

每个问题都包含多个选项，其中被选择最多的项

目，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归因。 
表 3反映了不愿意去养老院或敬老院生活的老

人对“未来无可能入住机构养老”的归因。按重要

性的顺序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自己能照顾好自

己”，反映了自理能力影响的主要性；排在第二位

的是“儿女孝顺，能照顾我”，反映了老年人对家

庭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反映出家庭生活对于老年人

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持；排在第三位的是“不习惯养

老院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的老人来说，进入养老

院生活没有在家里自由；排在第四位的“怕人家笑

话”，反映了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对老人选择机

构养老有一定的障碍，机构养老在农村社会缺乏认

可，正如有老人指出“去养老院养老，肯定是子女

不孝顺啦”；“经济条件不好”排在第五位，反映出

目前养老机构收费标准较高的事实，老人无能力支

付；第六位“照顾孙子孙女”、第七位“照顾自己的

耕地”、第九位“要照顾子女的耕地”这三个原因集

中反映出农村老年人对家庭责任的重视和延续。 

表 3 未来无可能入住机构养老的原因 

排序 原因 个案数 个案百分比/%

 1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402 81.7 

 2 儿女孝顺，能照顾我 356 72.4 

 3 不习惯养老院生活 231 47.0 

 4 怕人家笑话 116 23.6 

 5 经济条件不好 112 22.8 

 6 要照顾孙子孙女 93 18.9 

 7 要照顾自己的耕地 51 10.4 

 8 其他 46 9.3 

 9 要照顾子女的耕地 7 1.4 

 10 养老院不愿意接受 7 1.4 

11 附近的养老院已住满 5 1.0 
 

2．农村老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交互分析 
影响农村老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因素是多样化

的。本研究选择“人口学特征”、“家庭结构”、

“个人经济状况”及“个人生活状况”几个方面的

因素，通过交互分析考察这些变量与机构养老意愿

的关系。 

人口学特征与机构养老意愿方面： 
经过Pearson Chi – Square检验，不同性别的农

村老年人在机构意愿方面显著性差异并不明显(显
著值为0.059>0.05)。而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婚姻状
况对农村老年人有显著影响。 

(1) 年龄。本研究中，以10岁为划分段，将老
人分为60-69岁、70-79岁、80-89岁、90岁以上四个
年龄段，将它们进行统计对比，结果见表4。不同
年龄段的农村老人在养老居住意愿上存在显著差

异，尤其是60-69岁的老人选择“看情况”比例的老
人最高，占31.4%，表明了他们对养老方式的选择
弹性空间较大。 

表 4 农村老人的人口学特征与机构养老意愿的交互分类  

机构养老意愿/% 
人口学特征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卡方检验

显著值

男  10.3 29.1 60.6 性别 
女   7.2 24.0 68.8 

0.059 

60-69岁   5.6 31.4 63.0 
70-79岁  10.5 23.1 66.4 
80-89岁  12.8 22.2 65.0 

年龄 

90以上  11.1 22.2 66.7 

0.050 

小学及以

下 
 10.2 21.7 68.1 

初中   3.3 37.9 58.8 
高中  13.0 47.8 39.1 
中专   0.0 70.0 30.0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

上 
100.0  0.0  0.0 

 
 

0.000 

已婚完整   5.5 28.3 66.2 
离婚  12.5 37.5 50.0 
丧偶  13.7 23.9 62.4 

婚姻状况

未婚  71.4 14.3 14.3 

0.000 

  

(2)文化程度。文化程度是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选择等方面的重要因素。按

照常规的观念理解，文化程度越高，人们理性程度

越高，接受改变和新鲜事物的能力越强。也就是说，

文化程度与机构养老意愿之间存在一定的正比关

系。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村老年人在

养老居住意愿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并不是一种线

性的正相关关系。如小学文化程度中“愿意”机构

养老的为10.2%，而初中、中专表示“愿意”的仅
为3.3%和0.0%。 

(3)婚姻状况。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老年人，他
们所面临的生活处境以及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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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造成他们的养老居住意愿一定程度上不同。

根据表4的数据分析，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老年人
在养老居住意愿上的差异是显著的。有过婚姻经历

(包括已婚完整、离婚和丧偶)与未婚的老年人在养
老居住意愿上差异明显，有过婚姻经历的老人，表

示“愿意”的比例远低于未婚老人。而未婚老人中

有71.4%愿意机构养老。而已婚完整的老人“愿意”
机构养老的比例比离婚老人、丧偶老人又分别低约

7个百分点、8.2个百分点。可见，婚姻状况对于农
村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影响较大。 
家庭结构与机构养老意愿方面： 
(1) 子女数量。子女是目前农村赡养老年人的

主要力量。据表 5的数据分析，拥有子女数量不同
的农村老年人在机构养老意愿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特别是没有子女的老人，他们愿意机构养老的比例

高达 83.3%。并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表示愿意
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比例逐渐降低。 

(2) 家庭规模。这里的家庭规模主要从老人目
前和谁一起居住体现。表 5中数据统计和检验表明，
不同居住方式农村老年人在养老居住意愿上的差

异显著。另外随着居住方式中子女和配偶角色的缺

失，老年人表示“愿意”机构养老的意愿呈现出一

种递增的趋势。如目前与配偶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

年人，“愿意”的比例仅为 2.7%，而独居或其他表
示“愿意”的比例占 29.2%和 33.3%，充分表明了
家庭规模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存在重要影响。 

表 5 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与机构养老意愿的交互分类 

机构养老意愿/% 
家庭结构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卡方检验

显著值

0 83.3  8.3  8.4 
1 13.1 23.0 63.9 
2  8.1 25.8 66.1 
3  8.7 29.7 61.6 

子女数量 

>3  4.8 26.1 69.1 

0.000 

配偶及子女  2.7 22.9 74.4 

配偶  5.5 32.7 61.8 

子女  8.4 25.7 65.9 

独居 29.2 24.0 46.8 

家庭规模 

其他 33.3 11.1 55.6 

0.000 

  
个人经济状况与机构养老意愿方面： 
收入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老年人的经

济状况。按照传统观点，经济状况越差的老人愿意

去养老院生活的可能性越大。那么实际情况如何？

结果详见表 6。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老年人在机构
养老意愿上的差异并不明显(显著值为 0.518>0.05)。
数据显示，在较高收入老人群体中，也有相当一部

分人表示“愿意”去养老院养老，如收入 1 501-1 800
元间的老人，有 14.7%的愿意机构养老。  

表 6 农村老人的月收入与机构养老意愿的交互分类 

机构养老意愿/% 个人月收入

(元)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卡方检验 
显著值 

300以下  9.7 22.5 67.8 

300-600  8.8 26.5 64.7 

601-900  7.4 22.3 70.2 

901-1200  7.2 34.9 57.8 

1201-1500  5.0 30.0 65.0 

1501-1800 14.7 32.4 52.9 

1801-2100  0.0 27.3 72.7 

2100以上  5.0 40.0 55.0 

0.518 

 
个人生活状况与机构养老意愿方面： 

(1) 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反映出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需要被照顾的程度。表 7

的数据统计表明，不同层次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自

理能力在机构养老意愿上的差异是显著的。“生活

自理较好”的老年人表示“愿意”机构养老的比例

最低，仅为 6.6%，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表示

“愿意”机构养老的比例最高，占 19.4%。从数据

分析来看，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弱化，农村老年人

“愿意”机构养老的意愿呈现一种递增趋势。 

表7 农村老人的个人生活状况与机构养老意愿的交互分类 

机构养老意愿/% 
个人生活状况 

愿意 看情况 不愿意

卡方检验

显著值

自理较好  6.6 30.9 62.5 

自理一般  7.2 24.4 68.4 

自理较差 13.7 25.3 61.0 

生活自

理能力

不能自理 19.4 16.1 64.5 

0.020 

很满意  5.8 25.1 69.1 

比较满意  6.1 25.0 68.4 

一般 12.1 31.2 56.7 

不满意 34.8 30.4 34.8 

晚年生

活自评

很不满意 71.4 14.3 14.3 

0.000 

经常感到孤独 19.4 27.9 52.7 

偶尔感到孤独  7.4 26.5 66.1 

精神

状况

没有感到孤独  4.6 25.5 69.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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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年生活的自我评价。农村老年人晚年生

活自评对其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据表 7

数据显示，当老年人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满意度越高

时，他们表示“愿意”机构养老的意愿越低。 

(3) 精神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对其机

构养老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据表 7数据显示，当

老年人感到孤独和寂寞的频率越高时，他们表示

“愿意”机构养老的意愿越高。 

四、结论与政策涵义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对机

构养老的意愿较低，居家养老依然是他们的首选。

从归因结果来看，老年人不愿意机构养老最重要的

原因是生活自理能力较好。另外，对家庭照料的依

赖和牢固的传统观念也是农村老年人不愿意机构

养老的重要原因。费孝通曾指出“养儿防老”是我

国的传统模式，亲子之间的“反馈模式”是我国精

神文化的一项特点。尽管现代社会家庭结构以及功

能发生变化，对以血缘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方式造成

一定冲击和挑战，但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在国人

内心深处根植的传统伦理短期内不会动摇，它有着

极为深刻的社会基础。另外，笔者认为机构养老本

质上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体现的是集中、高效的

原则，当前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居家养老的不足，

但从长远来看其实践发展还有待考证，目前特别是

在农村大规模扩展机构养老是不可取的。 
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各类指标与其机构养老

意愿的交互分析，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个人经

济状况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个人生活

状况对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有着明显的影响。

这些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农村老年人不愿意机

构养老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自理能力较好。另外，数

据分析表明，家庭结构中无子女、居住方式中缺失

配偶和子女角色的农村老年人在机构养老意愿方

面表现最为强烈，从侧面反映出亲属照料对农村老

年人晚年生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证实了机构养老

在农村养老体系中的辅助作用。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强调经济收入对养老意愿

的影响，这与本文的结论看似相悖，笔者对此差异

有以下解释：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如熊

波、林丛研究的是农村居民，宋宝安研究的是整体

老年人口，而本文只限于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另

一方面是研究主题的差异。本文研究的是机构养老

意愿，而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养老意愿，这两个主

题存在一定的交集，但并不完全相同。另外，有些

学者并未将机构养老意愿划分进养老意愿中考察，

如孔祥智、涂胜伟的研究中将养老意愿的对象界定

为“养育子女防老”、“自我储蓄养老”与“参加

政府和组织主办的社会养老报销”几种养老方式，

并不包含机构养老意愿。 
鉴于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和态度，笔者

认为，应根据农村老人不同的养老意愿和养老需求，

确定不同的养老方式。在老人很少愿意选择机构养

老情况下，政府应该在农村地区构建以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为基础，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

社区服务和社区互助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第一，全面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通过

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办法，为每个农民建

立一个比较规范的养老保险，使农民在丧失劳动能

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经济支持。本次调查表明，目

前农村老人的经济来源虽然呈现出多元化渠道，农

村老人经济来源中有子女赡养费的占 50.0%，有农
业收入的占 33.8% ，有征地补偿的占 14.9%，有亲
友资助的占 3.9%，另外有退休金的老人和养老保险
金仅为 23.3%和 29.1%，其他占 10.9%。随着农村
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加快和传统孝道文化的衰

落，家庭提供给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得越来越不稳

定。因此，必须改变老人经济来源的依赖性和单一

性，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而通过社

会渠道来提供老人生活稳定的经济支持，使家庭作

为养老经济供给者的主体功能渐落次要地位。 
第二，大力推广居家养老方式。本次调查显示，

居家养老是农村老人普遍认同的养老方式，也是农

村老人选择最多的养老方式。因此，应大力提倡居

家养老，让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在继续得

到家庭照顾的同时，由社区来提供家庭力所不能及

的照顾、帮助以及其他服务。 
第三，构建农村社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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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说，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种资

源，针对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高龄老人

和疾患老人的特殊需要，提供各种专业化的便利服

务、医疗保健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等活动。[9] 
第四，适量发展机构养老。机构养老在农村有

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规模不宜过大。鉴于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养

老机构，都应该充分体现公益性和救助性的原则，

通过资金补偿和政策优惠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

养老费用。此外，机构养老应该与社区服务相结合，

一方面可以为在机构养老的老人拓展交流活动的

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专业化的服务惠及居家

养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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