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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健康养老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

陈　馨　秦　侠　胡　志△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摘　要　健康养老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关键词，社会网络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社
会网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是实现健康养老的关键要素。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通过剖析我国健康养老的

实现进程中，农村老年人个体社会网络（包括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和组织社会网络（包括政策支持网络、服

务提供网络和综合监管网络）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发挥社会网络作用、推动农村健康养老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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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２０１７年末，中国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２．４１亿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３％，其中６５周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１．５８亿人，占总人口的１１．４％，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两亿的

国家，健康养老成为新时期发展的关键词。在实现

健康养老的进程中，老年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是重

要支持力量，无论是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服

务提供和综合监管，还是家庭、社区、他人提供的物

质、精神等具体资源，都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施加

影响，而这也已经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的证实［１５］。

目前，国内外多是对社会网络和老年人个体健康进

行关联性研究，而将社会网络应用于健康养老现状

和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剖析我

国健康养老实现进程中，农村老年人个体社会网络

和组织社会网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个体健康

教育、养老模式创新、医养结合等提出对策建议。

１　农村老年人个体社会网络现状与存在问题

１．１　农村老年人个体社会网络的界定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１９７３年提出“强关

系（ｓｔｒｏｎｇｔｉｅｓ）”和“弱关系（ｗｅａｋｔｉｅｓ）”理论［６］，认

为一个人的个体社会网络包含强关系网络和弱关

系网络。强关系网络是指某个体（人）周围与其同

质性较强（比如掌握的信息、从事的职业等高度趋

同）或依托强烈的情感维持关系的个体组成的网

络。弱关系网络则与之相反，是指某个体（人）周

围与其异质性较强（如来自各行各业、通过各种渠

道接触认识）、没有过多情感维系的个体组成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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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对于我国农村老年人而言，其强关系网络主要

包括配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等，弱
关系网络包括邻居、朋友与同乡等。

１．２　强关系网络
１）配偶。出于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当前我

国多数农村老年人在晚年丧偶后不会选择再婚，他

们认为晚年再婚对自己和子女会产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但实际上配偶作为老年人强关系网络中的

关键要素，能够在情感支持、生活照料、突发事故处

理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晚年再婚不仅对于农村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减轻

子女负担也有帮助。２）子女。作为农村老年人最
主要的赡养主体，无论是经济支持、日常照料还是

情感陪伴，子女都是实现其健康养老的力量源泉。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就业机

会的不断增多，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外流，

长期独居的农村老年人容易因为缺乏情感支撑而

导致一系列的老年人心理问题，如孤独、自卑、内向

等空巢综合征［７］。３）孙子女。农村劳动力外出打
工在带来“空巢老人”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批

“留守儿童”，这两种特殊群体的组合形成了“隔代

抚养”的现象。抚养孙子女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

处理日常事务、与人沟通交流、适度体力劳动等机

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身心健康。但由于社会

发展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代际隔阂越拉越大，

维系农村老年人与孙子女之间强关系网络的情感

支撑日益淡化，农村老年人与孙子女之间的不理

解、不沟通乃至产生争执的现象对其身心健康也产

生了一些负面影响［８］。

１．３　弱关系网络
农村老年人的弱关系网络相对简单，多以村为

单位，表现为大量同姓族系聚集，同一网络内的个

体如邻居、朋友等生活作息、生活方式、掌握资源基

本一致。农村老年人的弱关系网络相对城市而言

普遍较强，朋友、邻里之间交往密切，是农村老年人

心理情感支持和社会功能需要的主要来源。且农

村老年人弱关系网能够将大量同年龄段的老年人

组织起来，通过开展各类集体活动、组建老年人活

动中心，提高一定区域内农村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

平。然而，弱关系网络对于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落后和传统生活观念的桎梏，农村老年人弱关系

网络内部的交往方式以抽烟、喝酒、打牌为主，而无

论是打牌时容易出现的情绪激动对心脑血管疾病

的诱发作用，还是吸烟、酗酒等典型不良生活方式

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都会导致弱关

系网络的支持功能弱化甚至产生强烈反作用。此

外，在探究弱关系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的支持作用

时，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值得重点关注，即有精神障

碍、残疾失能或空巢独居的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

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难以通过正常的社会交往建

立和维系弱关系网络，其对于弱关系网络的情感和

物质支持是迫切需要但又明显不足。

２　农村老年人组织社会网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２．１　农村老年人组织社会网络的界定
健康养老的实现不仅与老年人个体有关，同时

也与社会网络内老年人健康相关的组织有关，主要

包括政府部门、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相对于个体

社会网络而言，组织社会网络是以与个体有关的组

织为节点，利用“组织个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
网络，对于农村老年人健康养老而言，组织社会网

络包括政策支持网络、服务供给网络和综合监管网

络三部分。

２．２　政策支持网络
近年来，政府部门对健康养老的政策支持正逐

步走向精准化、专项化。通过对健康养老政策进行

梳理发现，民政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人社部、财

政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均出台了涉及健康养老的政

策规定，开始从职业院校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居家

和社区养老模式改革、老年人补贴制度建设、医养

结合试点、中医药健康养老、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

生态养老等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具体层面重点

发力，打造精准化养老政策支持网络，使农村老年

人能够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力量。

政府对健康养老的政策支持还体现在对社会

力量释放政策利好。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明

确提到“鼓励金融、地产、互联网等企业进入养老

服务产业，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量和

效率”［９］。携着国家政策的春风，养老服务产业可

谓百花齐放，不仅出现了健康养老、智慧养老、旅游

养老等经济新业态，同时也吸引了房地产业、商业

保险业等社会资本的大量入驻。但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关于社会力量的准入、监管、激励、退出等机

制尚未有系统专项的政策体系支持。

２．３　服务供给网络
农村健康养老服务的供给组织包括全日制养

·１４３·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第４１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１，Ｎｏ．５

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中，３种养老服务模式分别
对应的３类服务组织各司其职，基本满足了农村老
年人的一般养老需求，然而目前各类养老服务组织

的规范化程度不足，彼此间的业务网络界限不明，

未能实现组织与组织间良好的分工协作，有待对其

加强分类管理。同时，出于我国农村地区根深蒂固

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农村老年人与健

康养老服务供给组织间的信任网络一时难以建立。

最后，全日制养老机构将农村老年人的强关系网彻

底打破，并对其弱关系网进行了全面重构，导致其

心理和情感支持大打折扣。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入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网

络，则是缓解了农村老年人“有养无医”的尴尬局

面，在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同时，更是提升其整

体生命质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医养结

合”的网络深度和粘度不够，不少地区存在诸如

“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床闲

置”等不正常现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

组织结合的实施路径尚不明确，相关的激励机制、

监督机制、投入机制等有待研究。

２．４　综合监管网络
综合监管网络是保证健康养老顺利实施、运行

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大量健康服务产业

的出现和社会资本的入驻，加快推进了健康养老实

现进程，但同时也对政府的综合监管能力提出了相

应要求。目前政府对于健康养老服务产业的综合

监管主要体现在财税价格、投融资引导、市场准入、

医保定点、土地规划等方面，涉及到财政、税务、民

政、人社、城建等多个非卫生部门。然而我国政府

部门之间合作程度低，整体呈碎片化状态，必须通

过“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强多部门合作，提高

综合监管的广度和力度［１０］。另一方面，卫生部门

和民政部门作为健康养老的直接监管机构，承担着

调整监管方向和力度的重要责任，目前政府对于健

康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呈现出“松紧结合”的特

点，在对于符合条件的机构、组织放宽资格准入、完

善配套支持的同时，也针对行业标准的制定、考核

激励机制的完善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旨在确保

服务提供的质量、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

３　对策思考

３．１　依托强、弱关系网络，强化个体健康行为
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的重要因素。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在不同程

度上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物质、心理和社会适应能

力的支持，然而在引导和强化健康行为生活方式上

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弱关系网络更是在农村老年

人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整体推进农

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充分发挥强、弱社会关

系网络的正面引导作用。一方面不断提升农村居

民整体健康素养，逐步转变落后的生活与健康观

念，提高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属、邻里对健康养老、

“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理解力和接受度；另一

方面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城建、体育及当

地政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休闲、健身、娱乐场地及

设施，帮助其有能力、更有条件去追求健康养老。

３．２　开展“三养联动”，丰富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
网络

针对我国当前以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

老为主的三种养老模式，在明确各类养老服务组织

准入和运行标准、进行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创新开

展“三养联动”，丰富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网络，为

其提供全方位、多选择的健康养老服务。一方面，

要将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逐步下沉至农村地

区，与机构养老分工协作、联动配合，在机构养老难

以涉及的领域诸如上门服务、家庭护理等方面进行

补充［１１］。另一方面，对于全日制养老机构而言，必

须在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重视

社会网络构建，不能将老年人局限在某个特定社会

网络下，可以通过适当劳动、娱乐、文化、健身等活

动将老年人的个体社会网络不断扩大并相互交织，

逐步解决全日制养老机构带来的孤立状态。

３．３　全面推进“医养结合”，构建健康养老支持与
合作网络

通过构建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的合

作网络，实现“医养结合”地提供健康养老支持网

络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可从

三个方面进行：１）医疗机构补充养老服务。对农
村而言必须依托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县

级医院提供技术帮扶和上转渠道，乡镇卫生院增设

老年病科，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等，村卫生室做好健

康教育和健康传播，从治未病的角度推动健康养

老［１２］。２）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大部分养
老机构仅能提供基本日常照料服务，不具备医疗服

务资质，对此适度放宽从业门槛，鼓励有资质的养

老机构增设医务室、护理站是可行之举。３）将养
老服务机构纳入县乡村三级医疗 （下转第３４７页）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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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４２页）卫生服务网络中。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组织的异质性相结合，由乡镇卫

生院定期为养老机构提供巡诊服务，并接受养老机

构病人的上转，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

和医疗技术服务，实现医疗和养老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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