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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我国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体系，但

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结构却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养老机构受资源限制而供给不

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完善等致使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另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城市交通拥挤、邻居关系生疏、城里人对大自然十分向往等原因，导致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

式成为一种时尚，下乡养老成为城市老年人中的一种潮流。下乡养老实质上是一种城乡互助养老，城

市老年人进驻农村帮助解决了农村房屋闲置问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闲置资源解决了城市养老

空间不足的问题，为城市释放了更多可用空间。因此，在现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鼓励倡导和积极

推进城乡互助养老服务发展不失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一种有益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十分严峻。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7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41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7.3%。[1]《“十三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2.55 亿，老龄化

程度为 17.8%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 28%左右，而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

深。[2]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如此严峻的大背景下，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之间的供需矛盾也比较明显。社区居家养老是以社区为平台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但现

有的居家养老模式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往往忽视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容易让老年人产生孤独

感，社区中的老年活动设施数量较少，有些场所是因陋就简。养老机构是居家养老的有效补充，但我国

养老机构目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很多机构规模较小，设施陈旧，娱乐及医疗服务不健全，价格相对较

高，难以符合老年人需求。因此，探索现存养老体制之外的低成本高效用的新型养老模式以满足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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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样化需求已成必然。
在城市养老机构、社区照料中心等服务场所因土地、人员等资源受限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农村

住房却出现大量闲置，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农村经济水平

较低，大多数农民成为“半城市化人”。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却生活在边缘

的经济领域中，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他们不仅从城市能够获得资源，从农

村也能够获得部分资源。[3]例如，有些农民从事一些季节规律比较明显的工作（绿化、农活类）以获得收

入，这会造成农村住房出现季节性闲置现象；有些农民则在城市购买住房后常年居住城市，但户口仍

留在农村，其农村房屋也会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二是农村的房屋虽是私人财产，但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规定农村房产只能在集体组织成员之间流转，村民本来就按一户一宅进行分配，导致购买需求不

足，并且农民的购买能力又有限，所以农村闲置房屋交易较少。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和剩余劳动力现象严峻。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夫妻空巢

老人”现象比较普遍，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而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发展严重滞后，农村老年人在物

质和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
在如此严峻的现实背景下，充分利用社会中的各项闲置资源解决好现实存在的各项问题则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城乡互助养老模式，通过将农村大量闲置资源（包括劳动力、房屋、农田等）
与城市养老群体相结合，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村闲置资源以及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另一方面能满足城

市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需求，解决城市养老服务供需紧张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共享经济视阈下城乡互助养老的内涵

随着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对以购买所有权为主

的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不改变物品所有权的情况下与他人

共享资源，以实现使用权的共享而获得受益。共享经济的核心是资源整合，改变因闲置资源的私有化

而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这打破了人们长久以来以所有权为主的经济思想，产生出一种共享共赢的

思维方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化解产能过剩和扩大供给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城乡互助养老能够帮

助整合农村闲置资源，完全符合共享经济所倡导的“闲置即浪费”，是契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

的有效措施。
那么，什么是城乡互助养老？城乡互助养老是共享经济理念在养老业、服务业等领域中的运用，是

以农村闲置资源为载体，为城市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住、休、养、娱等服务内容，实现农村闲置性

的非经营资源与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高效对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养老群体生活品质的一种

模式。城乡互助养老通过对“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改革能够对养老产业形式、农民就业途径、老年

人的养老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在“供给侧”，将农村大量闲置房屋、土地、劳动力进行有效供给，解决资

源紧张和大量闲置问题；在“需求侧”，通过相关平台快速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信息资源，帮助老年人

节省找寻成本，有助于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城乡互助养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服务载体是农村闲置资源，不同于

养老机构与社区，农村具有天然禀赋优势，绿色、休闲、健康、娱乐等田园特色对老人来说更具吸引力。
第二，其服务内容更加综合、全面，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健康、精神、休闲等需要。老年人可以在村

里居住，瓜果蔬菜家禽都可以自己种植或饲养，体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态生活。由于农村的空

气质量和环境都优于城市，能减少患病的风险，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和修身养性，并且老年人在农

村生活中会与养老服务者、养老同伴以及当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无形之中能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状

态。第三，其服务成本相对较低。目前城市退休老年人以现有养老金水平生活在城市并不富余，而在农

村生活则具有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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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城乡互助养老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农村闲置资源、养老服务、绿色生活与养老保障进行有效

的结合，最终实现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

三、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优势

（一）城乡互助养老模式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在商业层面，城乡互助养老形成了一种新的供给模式和交易关系。该服务模式的生产要素包括提

供养老服务的农村劳动力、农村闲置资源、资本、养老产业企业家才能、信息等，将看似互不相干的资

源与养老产业联系在一起，能够让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老年群体养老需求得到满足。
在社会发展层面，城乡互助养老能够帮助解决政府管理难题。养老资源供需紧张、三农问题形势

严峻、城市住房供需紧张、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等都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在城乡互助养老模

式的运行下，通过共享农村闲置资源，能够吸引城市老年群体走向农村养老，缓解城市养老资源紧张

问题；老年群体离开城市又能够扩大城市住房的供给，同时，城市老年群体来到农村养老会带动农村

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就会，拉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

增长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情感层面，城乡互助养老能够扩大老年群体可选择空间并满足其精神需求。城乡互助养老模式

整合农村的闲置资源，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为老年群体地域选择上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因为城市生

活节奏快，邻里之间缺乏交流，环境污染问题和交通拥挤等问题使老年人外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老年人基本上只能在室内以及距离较近的广场上活动，而农村的自然优势给老年人生活方式选

择上带来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随意散步、钓鱼、种菜、养花等。
（二）城乡互助养老模式顺应社会需求

1.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人

口老龄化也为银发经济创造着不可估量的产业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已不把“养儿防老”“家庭养老”等传统的养老方式当作是唯一的选择，而是拥有较为独立、积极、多

元化的养老观念，对休闲养生、文化活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在不断增加。《2013 年中国老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餐饮、休闲旅游、娱乐、健身等正成为老年消费群体的新增需求点。[4]

李伟对天津公共空间为期一年的实地调研发现，老年人对交流活动场地与设施的满意度仅为 60%，
40%的老年人认为公共空间中没有他们所需的服务。[5]可以预见，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不断细化、多元

化。而北京市民政局对北京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摸底普查中发现，北京无任何室外活动场地的社区

占全部登记社区的 11.8%，只有一块场地的社区占全部社区的 28.5%；只 有 两 块 场 地 的 社 区 占 到

23.6%；这三种情况累计已经占到 63.9%，几乎达到北京市全部社区的三分之二。 [6]由此可以推断，绝大

多数地区的公共服务场地及设施都不完善，很难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要。养老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将有效推动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开展与完善。
2.消费环境日趋成熟。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三部门发布

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成 果 显 示，2014 年 我 国 城 镇 老 年 人 年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23930 元，城乡老年人人均消费支出 14764 元，[7]表明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较高。 根据《中

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4.8 亿，2014-2050 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

费潜力将从 4 万亿增长到 106 万亿元左右，占 GDP 的比例将从 8%左右增长至 33%左右，“十二五”之

后特别是 2022 年之后将开始迎来老年人口消费潜力增长的高峰。[8]204-207 由此可见，未来中国老年人口

消费潜力巨大，消费环境日趋成熟，老龄产业前景不可限量。
3.国家政策支持。在共享经济发展层面，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的开幕式上提出中国正在发展分享经济，并全力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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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

活。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大力支持以共享的方式促进新业态的发展。在互助养老层面，2011 年，《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中提出，倡议农村地区以建制村和较大自然村

为基点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2016 年《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鼓励开展

自主互助养老活动，统筹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可见，互助养老的探索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优惠政策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开展，比如《关于支持整

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通知》中提出，凡通过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建成的养老服务设

施，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均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养老服务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资金支持和税费减

免、水电气热费用优惠等。
4.部分地区的成功探索。鉴于城乡资源的重新整合能够为养老服务、农村发展带来诸多机遇，我

国不少省市都在积极探索这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2015 年，南京江宁区湖熟街道与江苏省老

年医院运营管理的江宁沐春园护理院护理团队合作，建立了集居家式养老、寄宿式养老和公寓租赁式

养老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农户们根据养老产业标准，将自家房屋改造成养老公寓，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而日常医疗护理服务除了护士进行每日巡诊外，沐春园护理院的全科医生进行每周巡诊，省老年

医院的专家进行每月巡诊。2017 年，青岛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其中提

出创新利用城市资源盘活农村养老资源，做好“市民下乡，服务进村”的养老模式。城市中的退休老人

通过到青岛崂山风景区租住周围的空闲宅院，体验种菜养花、爬山远足的田园生活。目前景区内的宅

院已是供不应求。

四、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

（一）城乡互助养老模式构建的原则

1.因“需”制宜。城乡互助养老所面向的对象主要是有自理能力的身体健康的中老年人，应该以这

类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为导向，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医疗需求、精神需求、文化娱乐需求

等，坚持以需求带动供给发展，由供给引导需求发展，注重中老年人理性和求实的消费特点，建设符合

老年群体生活需要及购买力水平的养老产品，而不能单纯地以开发农村剩余资源为目的进行养老村

的建设开发。
2.因“村”制宜。在城乡互助养老建设中应该充分利用农村天然禀赋的优势，每个村子的地理位

置、气候、文化、历史等都各具特色，应该对这些特色民居进行分区归类，不同地区的建筑造型要因地

制宜，结合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避免出现房屋风格单一、无地

方特色问题。
3.可持续发展。城乡养老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到社会、政府、个人等多元的

利益，应该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进行探究。[9]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既要充分

尊重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的合理性，也要接受养老服务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发展规律；既要尊重经济社会

发展的水平下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也要保证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得到满足；既要对农村的不可再生资

源进行有效保护，也要开发农村特色传统文化。在构建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
（二）城乡互助养老的产业运作模式

共享经济视角下的商业范式主要有五种，即个体与个体作为供需方进行交易的 C2C 模式、先消

费者需求后企业生产的 C2B 模式、先企业生产后消费者购买的 B2C 模式、商家与商家之间进行商业

贸易的 B2B 模式、线上消费线下体验的 O2O 模式。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实施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

村集体，其关注的主体主要是城乡老年人。针对以上五种模式，依据参与主体可以将城乡互助养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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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划分成以下三种产业运作方式（如图 1）。

图 1 城乡互助养老模式运行模式图

1.企业主导的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方式主要是由第三方企业与村集体签订合约，获得大量闲置

住房的使用权，对其开发建设成为有特色的民居，提供具备相应功能的养老设施，配备相应的服务人

员，建成适宜老年群体居住养老的居所。这种运作模式下，老年人只需缴纳相应的费用就可享受到专

业化的服务，包括吃、住、医疗、娱乐等。
2.村民主导的运作模式。 这种运作方式主要是由村民个体与消费者个体进行交易。 村民自发地改

造自己家的住宅，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信息进行发布，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或长期的养老住所。这种运

作模式下，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签订居住协议后，由村民提供基本生活设施，老年人自行承担所用衣食

住行等物品。
3.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方式主要是由政府进行资金扶持，由村集体将农村的闲置场地

建设成提供养老服务的场所，接纳城市养老群体和本村的老年人。这种运作模式下，主办方是村集体，
所以管理相对比较规范，入住人员会有一定的标准，接纳本村老年人数量会比较多。

三种运作模式各有优势，目的都是通过整合城市老年人的需求和农村闲置房屋所有者的利益，完

成养老服务供给，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扶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其具体发展路径如图 2。

图 2 城乡互助养老模式发展路径图

多元化养老需求 农村自然禀赋优势

制度创新 城乡互助养老的发展 技术创新

第三方企业 村民全体 政府+村集体

完善基础设施 构成城乡互助养老服务体系 多样服务内容

以人为本的养老服务供给 辐射带动农村发展

精神需求上的供给 物质需求上的供给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优化农村人口结构

社交活动

情感交流

文化体验

衣、食、

住、行、

医、养

农业

服务业

旅游业

常住人口

就业人口

养老人口

旅游人口

内
置
资
源

需
求
满
足

价
值
实
现

资源供给方：

第三方企业

政府+村集体

个人

养老需求者：

城市老年群体

农村老年群体

政府管理机构

信息服务平台

社会组织

2019 年第 2 期

114- -



（三）城乡互助养老服务系统的构成

城乡互助养老以农村所特有的居住环境、民俗文化、田园风光、农业种植为基础进行“居、医、乐、
为”四个方面的养老服务系统构建，系统内的各个模块之间相互支撑。

在居住方面，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选址应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安全卫生、交通等因素，建筑要符合

老年人的需求，卧室、厨房、卫生间等保证老年人方便使用，居住环境不存在水污染、环境脏乱差等卫

生问题，交通要比较便利，应选择城市附近路程相对较短的郊区。
在医疗方面，居住的农村应配备养老服务站，养老服务站应具备三个功能，一是收集老年人相关

的信息，便于了解老年人具体信息并与老人的子女、家人进行沟通；二是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三是

提供医疗诊治服务、紧急救护服务，即定期组织医护人员为老年人进行体检并将具体信息告知老年

人及子女，配备相应的医疗服务人员及救援车辆，在老年人身体出现小问题时可以到养老服务站进

行诊治，而当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时，养老服务站的救援车辆能及时将老年人送到大医院救治。
在娱乐方面，城乡互助养老必须包括满足老年人需要的活动场地及设施，保证老年人能够有宽敞

的活动空间及多样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
在老有所为方面，引导老年群体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条件及意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种菜

养花、登山远足，还可以参与到农村教育、农业发展、公益事业、文艺团体当中，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
（四）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保障措施

1.基础设施保障。 城乡互助养老服务是在农村展开，因此可以把城乡互助养老的发展纳入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布局中。加快发展城乡互助养老村镇的农村道路、污水处理、村容村貌、农村沼气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食品卫生的监督检查力度，特别是要引导和教育农村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健康、便利、卫生的生活环境。
2.资金保障。构建城乡互助养老模式所需要的资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政府财政投

入。政府将养老村建设所需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专项投入。二是第三方企业和个

人投资者进行投资。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农村建设，鼓励多方参与解决

养老问题和农村问题，弥补政府资金不足问题。三是家庭独立投资。农村居民中有空闲房屋的家庭，如

果自愿将自有房屋进行修缮并作为养老房进行出租的，政府可以给相关家庭提供房屋修缮补贴，提高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3.政策保障。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实现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还需要培育农民的现代

经营理念。对政府来说，一方面，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扶持这种养老模式的运行，对相关的标准进行

规范。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养老者下乡养老，在身体出现问题会去居住地的医院进行治疗，因此，应该

完善我国当前的异地医保结算制度。另外，中国农村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是

影响养老模式发展的关键变量，[10]在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促

进城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4.管理制度保障。城乡互助养老模式是利用农村集体闲置的资源或是农户个人闲置的房产进行

建设，因此，应建立村级管理制度，由村委会充当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选择到村民民宅居住的老年

人需要与村民和村委会共同签订协议后方可入住，到当地养老院或养老公寓居住需要与居住机构签

订协议后入住，机构运营则由村委会进行监督。同时，应建立以地缘为基础的农村互助制度，充分利用

当地低龄老人自身的资源优势，鼓励老人之间提供互助服务。

五、结语

在共享经济浪潮下，通过引入城乡互助理念，将养老问题和农民问题进行深度融合，既是破解养

老服务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养老产业在农村剩余资源最大化利用方面作用的有效探索。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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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构建城乡互助养老模式，建立已有闲置资源与老年群体养老需求的关联，从而激活产能，重构价值，
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多方

的合作，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完善。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城乡互助养老模式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和农

民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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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the Urban and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in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Economy
SUI Dangchen， CAO Yingq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and ageing of population， the pressure on urban pension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roblems of idle houses and deserted land in rural area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r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s the sharing and the reuse of social resources， which can change the problem that the idle resources can’t
be fully utilized due to the privat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to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to the old-age
industry， which uses rural idle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geo-based mutual aid service system to form a model of urban-rural
mutual-assisted pension.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old-age care with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sues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urban old-age service resources， rural idle houses and deserted land， but also
an effective exploration for the old-age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Sharing Economy； Urban and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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