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會從生活、農產、看病及情感慰藉多方
面探討「空巢老人」的現況。

收入少 生活難
「空巢老人」的經濟收入來源較單一，而且

水準相對較低。根據一項調查資料顯示，2006
年湖北省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為3,700元(人民
幣，下同)，有81.8%農村的「空巢老人」收入
低於此平均收入。經濟來源而言，靠「自己勞
動所得」的佔62.0%，靠「子女給予」的佔
31.4%，把「農村低保金」和「政府資助」作
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分別佔2.8%及1.7%。

農耕勞動力老化 生產力低
由於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湧出，農村勞動力

「空洞化」問題突出，只能由留守的「空巢老
人」承擔農業生產重任，既令老人勞動強度增

大，又不利於農業發展。

診費貴 生病無人照料
隨 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的身體素質下降，

看病就診的需要增加。雖然內地農村實行新農
村合作醫療制度，但因自費部分難以承擔，門
診費用不能報銷，收入太低導致大部分「空巢
老人」存在看病難的現象。此外，「空巢老人」
生病在家只能由老伴照顧甚至無人照料。

失去情感支援 無助寂寞焦慮
由於子女不在身邊，失去相應的社會支援

和情感交流對象，「空巢老人」常感孤獨和
寂寞，對自己的存在價值表示懷疑，容易
陷入無趣、無助的狀態。「空巢老人」
的生命品質相對較低，根據2009年有關
調查顯示，7.8%「空巢老人」存在焦慮

情緒，非「空巢老人」僅2.7%；15.6%「空巢
老人」存在抑鬱情緒，非「空巢老人」僅
9.4%。這顯示「空巢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問題，主觀幸福感明顯低於非「空巢老
人」。
資料來源：《農村「空巢老人」有多難？》，

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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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分別舉出家庭養老方式與社會養老方式的3種優缺。你贊成哪種方
式？為甚麼？

2. 政府、社會及個人在解決「空巢老人」問題上分別可發揮甚麼作用？試舉例說明。

3. 2011年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草案中新增「精神慰藉」一章，規定「家庭成員不
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特別強調「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
問候老人」。你認為通過法律的方式能否讓親情回歸？為甚麼？

4. 承上題，你是否支持這種做法？為甚麼？

5. 你在何等程度認同「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已不合時宜」？為甚麼？

6. 外國解決「空巢老人」問題的方法有哪些適合在中國實行？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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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城鄉在就業、創業、入

學、就醫及生活等方面的差異，內地農村勞動力大

規模向城市轉移，特別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湧

入，不少父母留守在家成為「空巢老人」。近年，「空巢

老人」的問題日漸受到關注。有人提出：究竟「空巢老人」應

由家庭供養或由社會供養？ ■嘉賓作者　岳經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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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宣恩縣年滿60歲的

城鄉老人每月可獲由國家

發放的養老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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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規模縮小 家庭養老擔重
傳統家庭養老意指配偶、子女、親屬負責

對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家庭養老是中華民族傳承千年的生活習慣和
文化傳統。
隨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計劃生育的推廣

及老年人口的高齡化，農村傳統家庭養老功
能呈現弱化趨勢。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年輕勞動力向城市遷

移，無法實現對老人的生活照料。

．計劃生育政策的推廣導致傳統家庭結構發

生變化，呈倒金字塔形，「4:2:1」(4個老

人、一對夫婦、1個孩子)家庭增多，農村

家庭規模縮小，家庭養老負擔加重。

．老年人口的高齡化令經濟供養不足，生活

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日益突出。

社區養老 供需脫節
社會養老方式意指家庭以外的各種社會性

幫助，如政府、企業、單位、街道、居委會
等，包括居家式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
居家式社區養老是老年人在家庭居住與社

會化上門服務相結合的一種新型養老模式，
居家式社區養老服務由政府、社區提供，讓
經過專業培訓的服務人員上門為老年人開展
照料服務，彌補家庭養老不足。社區還大力

建設老年服務設施，如老年活動中心、老年
學校、老年之家等，以滿足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
不過，目前中國社會養老方式發展未完

善，服務供需脫節。全國老年人社區服務需
求調查顯示，老人們最需要的服務包括法律
援助、上門看病、上門做家務、服務熱線和
聊天解悶等，分別達到22.2%、20.5%、
18.8%、17.1%和16.8%。但這些服務需求的總
滿足率目前僅為15.9%。截至2009年底，全國
各類收養性養老機構共4萬個，養老床位總量
293.5萬張，不足老年人總人口數的2%。
隨 農村「空巢老人」的逐漸增多及傳統

家庭養老功能的逐漸弱化，必然走向社會養
老模式。但目前農村社會養老模式尚未成
熟，傳統觀念尚未轉變，家庭養老仍扮演重
要角色。

供養父母 子女卸責？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Kan

Sir通識教室」瀏覽更多參考資料

及學習教材。

農村留守長者超4000萬
根據2011年全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推

進會發布的資訊，目前中國城鄉的「空巢家
庭」超過5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佔農村老年人口的37%，城鄉家
庭養老條件明顯缺失。與之相對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空巢老人」
的日常生活缺少照料、心理健康問題非常突出等，不容社會忽視。

事實上，海外部分國家都面臨「空巢老人」的挑戰，其對策
值得中國參考。

日本 推護理保險 讓老人歸家
日本政府從2000年開始實行護理保險制度，讓老人脫離醫

院，回歸社區、回歸家庭。國民每年只需繳納小額日圓就可在
65歲以後享受這項保險提供的服務。

德國 寄宿單親家 體驗天倫樂
德國的社會福利機構通過安排一些大學生和獨居老人共住，

令老人獲得照顧，同時大學生亦可節省宿舍租金。此外，還會
安排一些獨居老人和單親家庭一起居住，組成「三代同堂」的
臨時家庭，令老人與「孫子孫女」一起生活，體驗「祖父祖母」
的快樂，單親父親或母親也能節省保姆費。

新加坡 立法規管 違反判罪
1995年，新加坡通過《贍養父母法令》，令其成為世界第一

個為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被控未遵守《贍養父母法令》的子
女，一旦罪名成立，可被罰款1萬新元或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瑞典 制定政策 專人上門服侍
2003年，瑞典專門成立老人委員會，推出《未來老人政策》。根據制

度，老人提出的申請獲得核實批准後，便有專業人員定期到其家中進行
醫療及家政服務。

資料來源：《國外如何應對「空巢老人」》，《新民周刊》，20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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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意指子女由於工作、學習

及結婚等原因離開家庭而留守在家的老年
人。「空巢老人」隨 年齡的增長，生理功能
逐漸衰退，對他人幫助的依賴性不斷提高，心
理越趨脆弱，對養老服務需求也日益迫切。

有苦自己知 誰能伸援手？

．收入少 生活難

．農耕勞動力老化 生產力低

．診費貴 生病無人照料

．失去情感支援 無助寂寞焦慮
定義：

意指子女由於工作、學習
及結婚等原因離開家庭而留
守在家的老年人。

外國經驗

養老模式

．日本：推護理保險

．德國：寄宿單親家

．新加坡：立法規管

．瑞典：專人上門服侍

家庭養老
．呈現弱化趨勢

．家庭規模縮小

．養老負擔加重

．年輕勞動力遷移城市

無人照料

社會養老
．服務滿意不足

．供需脫節

有專家說，現時中國的養老模式逐漸由家庭轉移至社會，這會造成甚麼影響？

養老模式轉變 衝擊千年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