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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农村空巢老人问题得到了我国政府、社会组织等的持续关注，笔者力图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资料, 综合了解并比较国内外对农村空巢老人的研究现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议，以为我国农村空巢老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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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快，随之农村“空巢”现象日趋突出。“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

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

住的老年家庭，包括单人空巢家庭和夫妻两人的空巢家庭[1]。农村

空巢老人是一个普通却又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经济能力、身体健康、

心理状况、人身安全等方面存在很多隐患问题[2]，其现状如何，应

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 

1 国内外研究情况 

1.1 国外农村空巢老人现象 
农村空巢老人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不同的国家空巢老年人

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安全现状并

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其社会转型比我国早，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比我国要快，加之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所以空巢老人问题并

不突出。 

1.2 国内农村空巢老人现象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K 201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达 1.78 亿，是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占全球

老年人口的 23. 6%[3]。2012 年 10 月 29 日，首届全国智能化养老战略

研讨会介绍，空巢老人比例很大，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约 4000 万，

占农村老年人口的 37%，到 2050 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

到 7900 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 54%以上[4]。有专家预言，

“空巢家庭”将是 21 世纪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 

2 农村空巢家庭成因分析 

2.1 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主要表现在经济、教育、医疗、

交通等方面的不均衡发展[5]。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吸引了

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谋求发展，让老人留守在农村。因此，我国

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是产生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两代人思想观念的差异    
随着外来文化的汇入，我国呈现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断裂传

承的发展态势。在我国农村，传统孝道逐渐被农村青壮年们淡忘，

年轻农民家庭敬老、养老的意识淡薄[6]。 

2.3 国家政策的影响 
国家计划生育的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使

得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变小，同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

发展，使得人群寿命延长，带来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促进了空巢老

人的产生。 

3 农村空巢老人现状 

3.1 日常生活状况 
农村空巢老人，严重缺乏生活照料。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差，昂

贵的自费医疗部分农村空巢老人无法承担，因此看病难、看病贵成

为棘手问题。 

3.2 经济状况   
我国大多数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子女，少数通过自

己的劳动所得获取。老人的身体素质较差，劳动生产力低下，通过

自身劳动所得的经济收入微薄，不足以维持老人的日常生计[7]。岳

红伟（2014）提出观点，他认为作为农村空巢老人来说，需要应对

拮据的生活现状，物质层面的养老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 

3.3 精神状况 
“空巢老人”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表现为无人照料、

生活不易、精神寂寞，郁郁寡欢、疾病困扰，就医困难。老年人身

心日趋老化，需要子女、亲人的照顾和关心，而子女却因外出工作、

结婚等，不能陪伴左右，故产生一系列情感、心理和躯体不适综合

征，即空巢综合征。这一现象在独居空巢老人中表现更为明显[8]。 

3.4 孤独感增强 
缺乏与子女以及亲友之间交流的老人会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失

去支柱，由此引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陷入无趣、无欲、无望、无

助的状态[9]。黄伟等研究表明：全国空巢老人抑郁状况较为严重，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包括生活自理程度、生活满意程度、

个人收入、文化程度等。卢慕雪等发现: 感到精神生活充实愉快的

空巢老年人仅占 23. 1%，而感到孤独的占 24. 6%[10]。 

3.5 健康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内分泌功能、免疫功能、心血管功能等

均呈下降趋势，身体抵抗力减弱，容易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多项研

究结果显示：空巢老人生活质量低于非空巢老人，大部分空巢老人患

有不同类型的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白内障、高脂

血病等[11]。慢性病尚无有效的临床治愈手段，其漫长的治疗过程、持

续较高的经济支出、长期家庭照护缺如易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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