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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巢老人问题的提出

（一）加速中的中国老龄化进程

自2000年起，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中国人口老龄化

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在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

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将维持在3�4亿的规模。老年群体的日益增加，既是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难题。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

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

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

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

升1.91个百分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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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独居老人”群体在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增加，显现出照料缺失、

精神慰藉缺乏等问题，其在经济安全、生活照料以及社交慰藉与交流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政府和社会公益

组织是“独居老人”福利增进中的主要责任主体并承担着不同责任，文章认为成立地域为基础的关爱“独居

老人”公益组织是改善“独居老人”福利的有效举措，并提出了这类组织的架构模式、资金来源、人才吸纳

与管理发展方面的建议。

◇　观点视角　◇

①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公

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011年4月28日．
http://www.stats.gov.cn/
t jgb/ rkpcgb/qgrkpcgb/
t20110428_402722232.
htm．

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分布状况（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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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独居老人”群体的出现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居老人”群体，即

因子女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不在身边而独自生活的老人。专家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

将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如不加

以改善，空巢老人将在冷暖自知的独居中继续忍受无人照料与孤单的痛苦。

空巢老人面对的问题，目前集中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身体机能逐渐衰弱，衣食住行多有

不便，却缺乏生活照料，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二是老年人独居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

因长期独居，空巢老人一旦发生危险意外，很难获得及时援救；三是交流减少社交缺乏，深居简

出，精神生活质量下降，个人价值感容易缺失。“独居老人”这一特殊群体需要得到社会多方面

的关注。

二、“独居老人”的需求分析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提供福利的重要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对此，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人都潜藏着五种

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他把人类的需要归

纳为生存、安全、交往、尊重及自我实现五个方面。 ②

生存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安全需求包括保障自

身的人身安全、寻求事业和财产安稳，避免遭受意外等。交往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友爱的

需要，即与他人之间保持友好的情感互动的本能渴求；二是归属的需要，即对于成为某个群体的

一员的渴求，并在群体中保持关照和情感互动。尊重包括自尊与受到别人尊重，一方面人们寻求

自信、胜任、自主的感觉和处境，另一方面也重视和寻求他人的肯定、信任。尊重需要的满足，

不仅使人充满信心，也使人对社会满怀热情，体验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指尽可

能地使自己的理想、抱负得到实现，能力最大程度得到发挥，在不断的努力中实现自己的潜能，

是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

（二） 空巢老人的主要需求分析

空巢老人目前在经济安全、生活照料以及社交慰藉与交流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

首先是经济安全。空巢老人在独居生活中需要应对柴米油盐的日常开销，还要承担身体状况

相关的治疗和检查费用，同时，社交活动和个人兴趣发展往往都需要一定费用。

其次是日常照料服务。空巢老人往往伴随身体衰退带来的照顾问题，尤其是一些需要特殊护

理的空巢老人，对于日常照料护理需求更为迫切。

再者是精神慰藉与社交交流。目前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靠社区的家政服务员，精神慰藉的

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今后应该针对空巢老人进一步开展更加丰富健康的活动，使他们感受到老

年生活的意义与乐趣，在社会活动中继续感受“社会人”的角色价值。

三、空巢老人的福利供给模式分析

作为人口老龄化加速中的中国社会，今后将会有更多的空巢家庭，空巢老人问题应该得到全

社会的重视。政府和社会需要共同参与，探索新的福利增进模式，营造全社会关爱空巢老人的氛

围。社会福利的存在需要相应制度实体来保证，这种制度部分是立法的，部分是志愿性多元主体

供给的。在空巢老人的福利供给中，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一）政府主责下空巢老人的基本经济安全

对于人们生存需求的满足，最主要的供给来源就是经济保障。只有获得一定的收入来源，空

巢老人的衣食住行等关乎生存的首要需求才能获得基本的保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研究所教授尚晓援指出，“在现代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 为了达到社会福利的理想状

态， 收入安全是最重要的方面。无论是为了疗救社会病态(如失业、贫困造成的生活痛苦) ， 还

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 收入保障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所以， 以收入安全为目

②（美）马斯洛．动机与

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
京:华夏出版社，1987． 



PAGE

29

◇　观点视角　◇

标的社会保障是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方面。”③从社会方面考虑首先应该完善养老体制，加

强社会保障体系的“与时俱进”，社区服务、义工建设、养老资金、心理干预等方面都应该加快

改进的步伐。

首先，政府在公民的养老保障尤其是老年人的基本经济安全领域负有责任，确保他们的基本

生存需求获得经济上的支持。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目前全国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531元。 从2012年1月1日起，国家对2011年12月31日前已经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综合考虑2011年物价上涨

和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等情况，按照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调整水

平，并对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提高调整水平。④ 

其次，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退休老人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依旧很大，需要进一步改革，打破

退休金双轨制的局面。对没有退休金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政府完善救助体系，确保他们基本生存

需求的满足。此外，在养老的政策执行中，应该逐步打破户籍限制，使全国的养老福利能联网，

无论在那里，无论哪里的户口，都能享受到居家养老的服务。

（二）空巢老人生活照料与社交增进中的公益组织作用探究

首先，空巢老人身边无子女照看，随着年纪增长，身体行动多有不便，有些老人还有病在

身，急需获得生活照料。我国的公办养老院目前资源紧缺，私人养老院需要不菲的看护费，许多

空巢老人只能自我照顾，生活质量下降。其次，由于长年的独居生活，空巢老人们往往深居简

出，时间一久孤单寂寞，身心健康多有损伤，容易引发老年失智甚至萌生轻生的念头。许多空巢

老人曾为工作兢兢业业、为子女无私奉献，他们理应获得和谐安详的晚年生活。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丰富，我国的公益社会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生活宽裕、时间空

闲、富有爱心的现代公民能在福利志愿推进中发挥力量。空巢老人缺少生活照顾，精神世界孤单

乏味，地域化服务空巢老人的公益组织大有作为。这类公益组织吸纳志愿人员更加灵活，公益性

质更强，服务的多样性和细致程度相比官方资源更丰富。

（三）地域化服务空巢老人的公益组织管理模式探究

首先是组织设立架构的思路。基于地域限制，活动更适宜采用本地组织、本地管理的方式，

吸纳本地志愿者，服务本地空巢老人，开展地域基础上的关爱活动。相对官方自上而下、年节假

日定时的关注而言，这类组织可以为本地的空巢老人提供更加个性化乃至一对一的服务，建立起

本地空巢老人的档案，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活动。

其次是组织的资金来源：一方面，这类公益组织属于社会公益组织的一部分，服务宗旨是提

高空巢老人的福祉，性质属于社会公益。因此，组织可以募集关爱空巢老人主题公益基金，并规

范使用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在民政部备案的与此公益事业有关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可以对各地的此类组织进行审核，对通过审核的组织下拨资金来开展服务空巢老人的活动。

再者是志愿者队伍建设：第一，地域基础的关爱空巢老人组织具有公益性质，组织的服务具

有针对性和灵活空间，动力基础是对空巢老人有爱心的公民社会。因此，相对依托给特定的机关

或是冠名企业而言，这类组织如依靠志愿力量来发展将更有生命力。第二，组织旨在对空巢老

人提供细致的生活照顾、温暖的精神慰藉以及多彩的社交生活，因此应最大程度吸纳对此有贡

献能力、有爱心意愿、个人信用良好的个人，如大学生群体、科教艺体工作者、社区低龄健康老

人等。对于有意加入的人员，需要在服务能力、服务意愿、个人信用方面进行审核后加入志愿者

队伍档案。队伍机制为审核严格、退出自愿，避免摊派，最大限度地保证服务的志愿性和质量。

第三，空巢老人的需求多样化，服务任务较为琐细，组织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志愿人员提供服务，

并进行回馈跟进，确保服务水平。第四，地域志愿组织应该提高管理效率，允许志愿者选择自己

的零散闲暇，实行服务时间累积入档，如期颁发服务证明。涉及计算机数据、法律事务、财会帐

目、心理咨询等专业化领域的，可以吸纳有资质的人员或机构提供，归入其“志愿贡献”，增进

全社会关爱空巢老人的志愿文化。

③尚晓援.“社会福利”与
“社会保障”的再认识[J]．
中国社会科学，2001，3．

④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提

高10％[N]．中央人民政府
网站，

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c n /
f w x x / s h / 2 0 1 2 - 0 1 / 2 1 /
content_2050561.h tm
（201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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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爱空巢老人公益组织的相互交流

关爱组织由点及面，可先从高校、社区、企业发展出关爱小组，借助网络、媒体，尤其应充

分利用网络新媒介如社区论坛、公益微薄，及时通告活动进展，安排多形式的关爱活动，并做好

公益组织人员的充分沟通交流，形成民间网状联系的关爱组织，各点相互学习。

四、地域性服务空巢老人组织的创新——以南京市为例

南京市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2010年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市区老人的

空巢率为43%以上，农村老人的空巢率在38%以上。

近年来南京市把为老服务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内容，大力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动。

除去生活照料、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文体活动等，南京市还用心理关怀志愿服务为空巢老人送

去“心灵鸡汤”，消除“空巢感”。⑤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南京有许多服务老年人

的志愿组织。例如，南京一家圆心灵保姆服务中心，长期志愿为老人提供心理咨询。鼓楼区“心

贴心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员，为空巢老人免费提供送饭上门、清洗衣被、陪同看病等生活照料

服务。

同时，网络时代的微博平台也被公益组织应用到服务空巢老人的工作中。2011年6月，南京

市秦淮区乔虹苑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张国胜，设立了致力于关爱社区空巢老人的志愿组织“社区

百老惠”新浪微博平台，吸引了一大批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学生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加入，针

对空巢老人开展上门探访、文艺表演、情感交流、家务帮忙。

社区百老惠平台旨在“关爱社区空巢老人，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生活

的快乐和尊严”。⑥这一平台自开通以来，受到了南京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及秦淮区委宣传部的重

视，还获得了南京人口学院大学生居家养老课题组的合作意向。同时，“社区百老惠”微博平台

与南京本地的其他公益组织网络平台，如“南京志愿在线”、“江苏公共晚霞”、“爱德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等，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整合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为空巢老人作出积极的公益服

务。

    五、结语

随着空巢老人群体的逐步增加，空巢现象将会更加明显。除了子女加强对老人的关爱照料之

外，老龄化社会下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我国的老龄政策，加强对空巢老人的政策保障力度。同时，

服务这一群体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人性化的社会离不开对老人的关心，关

爱空巢老人，正是这种人性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化关爱空巢老人志愿组织的建立，既是推

进公益社会的需要，也是对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发扬，其发展需要全社会积极关注参与、贡献志

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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