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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理论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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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保障单位的家庭和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而“新农

保”保障水平较低，我国农村养老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保养老”三种基本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居

民的多元化养老需求；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区，尤其是农转居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也为探

索和发展农村社区综合养老模式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作为服务平台和粘合剂的作

用，调动整合家庭和社区资源；另一方面，要从社会、行政和市场这三个逻辑面向出发，实现保障主体、筹资

机制的多元化。 目前，应重点完善家庭支持福利政策和社区统筹支持福利政策，建设和完善农转居社区综

合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并建立以生存、生活公平为底线的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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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二元

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使“农村”“农业”“农民”处
于相对落后和边缘化的境地，但是，人类的繁衍和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更不能抛弃“农村”和

“农民”。 对于农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参与社会发

展、共享发展成果等问题，依赖于传统的“四驾马

车”已不再现实。 “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要“逐步建

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要做到这些，必须针对农村

社区居民设计出能保证全覆盖和公平性的社会保

障制度，才能保障农村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尤其是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推进和国家

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应借助新的发展契机，
统筹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推进城乡社区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社区在农

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需要整合政

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从保障单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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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资源和保障水平等多个方面来构建农村社区综

合保障体系。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农村

集体土地流转的加速，中国农村的空巢家庭越来越

多，被征地农民越来越多，作为保障单位的家庭和

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功能正在

不断弱化；与此同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已开始探

索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却一直未有大的突破。 因

此，在农村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针对农村社

区，尤其是被征地农民重新安置的农转居社区，新
型养老模式的积极探索尤为必要。 本文通过对重

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 Ｂ 村的实地调查，以该村的农

村集体土地流转和利用模式、村改居情况、农村社

区建设情况等为背景来观察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

现状和变化，并结合行政、家庭和市场等逻辑，从保

障单位、保障资源与保障水平等方面分析 Ｂ 村农民

新居在养老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探索

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的积极意义及其实现途径。

　 　 二、我国农村养老制度演进与社区综合

养老现状

１．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与政策演变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主要是在传统道德

伦理思想约束下，以家庭为主要载体，辅以族产、庙
产、邻里互助等共同支持来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以

后，农村养老逐渐进入国家制度体系，养老形式也

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家庭养老、“五保”供养制

度养老、社会保障养老和自我养老等多种养老模

式。 其中，“五保”供养制度是针对缺乏劳动力或者

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
疾的农村特殊人群的一项社会救济制度，它是国家

将农村居民逐步纳入社会救济范围的第一步；此后

又有面向农村贫困人口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和面向全体农村人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逐步

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
相对城市，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

险制度发展较缓慢，水平也较低。 １９８７ 年，根据“七
五”计划中关于“抓紧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要

求，民政部印发《关于探索建立农村基层社会保障

制度的报告》的通知（民办发〔１９８７〕 １１ 号），提出

“以‘社区’为单位，以自我保障为主，充分重视家庭

的保障作用”的农村社会保障雏形，并开始由民政

部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探索和试点。
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是最早开展试点的一项。 １９９１

年，民政部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

改革的试点；１９９２ 年 １ 月，民政部印发《县级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 （民办发 〔 １９９２〕 ２
号），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开；同年 １２ 月，全
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提出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框架；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民政

部成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工作的意见》，截止当时“已有 ３０ 个省区市的

１ ４００ 多个县（市、区、旗）开展试点工作，２６ 个省区

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养老保险地方性法规，全国参保

农村人口近 ５ ０００ 万，积累保险基金 ３２ 亿元。”在此

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存在保障水平太低、主要由农

民自己缴费、基金管理水平低等问题，很长一段时

间未有突破性发展。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２ 号），决
定从 ２００９ 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

“新农保”）试点，以“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

续”为基本原则，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
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相结合，并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

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以保障农村居民老

年基本生活。 与“老农保”相比，“新农保”在筹资结

构和支付结构方面都有所突破；但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实

施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相比，
在缴费档次和保障水平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合并

“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２ 月 ２１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８ 号），强调“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
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

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划“十二五”末，
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

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２０２０ 年前，
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 至此，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打破了公共服

务城乡二元体制，迈出了实现社会公平、去除不合

理制度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步。

　 　 ２．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养老的现实问题与

农村社区综合养老

　 　 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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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保养老三种基本模式，此外，集体养老、个
人储蓄养老和社区养老在一些农村群体中是补充

养老模式。 但是，就三种基本养老模式而言，随着

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农村集体土地

流转的加速，农村所长期依赖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

老等传统模式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作为保障单位的

家庭和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功

能正在不断弱化；而“新农保”虽然在覆盖面上有突

破，但其“低水平起步”缺乏政策吸引力，筹资方式

缺乏硬性保障，城乡补贴差异也加剧了社会不平

等。 有研究者将上述现象归纳为家庭养老方式的

虚空性、土地养老方式的波动性以及社保养老方式

的错位性（黄佳豪，２０１２）。 因此，三种基本模式已

经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城镇化不但对农村居民养老需求和模式产生

了深远影响，也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迅疾的复

杂变化。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加剧、农
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加速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的复杂

化，农村类型和社会经济结构趋于复杂，农村发展

也日益呈现多样性。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

体化发展大背景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当

其时，而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更是硕果累累。 自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之后，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

设。 “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

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
作为现代人居的一个重要基本社会单元和社

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与居住在其区域范围内居民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综合性基层组织，它起

着一种信息媒介和服务桥梁的作用。 在城乡社会

的现代治理和城乡服务体系的建设中，社区承担着

日益重要的基础型作用；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

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

区（回良玉，２００９）。 社区是实现服务、改善民生的

重要依托，社区建设的本质和主题便是社区服务，
“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则是社区建设的首要原则

（李学举，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健全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能通过多个层面，有效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
而这些服务往往是单个家庭或居民个人所难以提

供的。 作为一个综合性服务平台，社区服务既包含

服务范围广泛的社区公共服务，如抚恤救济、社会

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
也能吸纳可满足多层次需求的多元主体购买服务。

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对社区养老服务的

作用高度重视：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

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强社区建设，依托社区发展

老年服务业，进一步完善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功

能”；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全”。 在社区面向老龄人

口直接提供养老服务，有着天然的优势，既符合中

国的传统养老文化，也适应我国养老保障发展水平

（江燕娟，２０１４）。 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中，
充分发挥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农村社区

综合养老模式，是对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体系的积极

补充和完善。

　 　 ３．我国农村社区养老的现状与农转居社

区的特殊性

　 　 虽然在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中国农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社区也日益发展。
但是，农村社区养老方面的服务资源、服务水平和

支持政策明显欠缺，条件相对有限；同时，农村社区

自身建设在制度体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等

方面亦仍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农村社区养老的

发展。
一方面，农村社区基础建设不足，在基础设施，

尤其是养老设施建设上非常滞后，社区养老服务落

后。 虽然“十七大”报告已提出“城乡社区建设”的
要求，“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但是从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政府部门正式提出“社区建设”概念

（崔乃夫，１９９１）以来，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
农村社区的建设则迟滞多年，基本上要推到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２００９ 年以来才进入全面推进时期（民政

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农村

老龄化和空巢化步伐明显快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的步伐。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老年人口

越老越多，老龄化率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城乡人口

流动开放、土地大量被征，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量

外出务工，农村剩下了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妇女

和儿童。 这就导致农村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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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日益碎片化，家庭传统的养老支持功能日

趋减弱，农村老人独居的情况日渐增多，其养老问

题也日益凸显。 此外，农村社区养老制度建设也严

重滞后。 在土地养老、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情

况下，养老保险成了很多农村老人的一大经济来

源。 然而，“广覆盖”的“新农保”保障水平较低，农
村老人想要以农保维持基本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对
那些独居且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就更为困难，更
不用说过上“稳定的、体面的”老年生活。 虽然近期

中央决定对“新农保”和“城居保”进行合并，但并轨

的落地、执行仍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涉及与其他

各项制度有效衔接的问题。
上述情况无疑是农村社区养老所普遍面临的

制约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农转居

社区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 相对于在“一村一社”
“一村多社” “多村一社”等基础上设立的农村社

区①，农转居社区具有一些特殊之处：一是农转居社

区一般是在原有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情况下新建而

成的，因此，其居民一般多为被征地农民，他们失去

了土地这一非常重要的传统养老资源。 二是农转

居社区建设过程中带来了原有农村家庭居住结构

的变化，这给农村养老带来了新的问题②。 三是农

转居社区的养老制度出现内部差异化。 由于各地

参加社保的准入规定有所不同，农转居社区的被征

地农民同样面临市民化和“被上楼”，但他们的实际

参保情况却可能受指标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分

化③。 四是征地必然产生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因
此，农转居社区一方面积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转移就业压力。 五是农转居社

区面积相对较小，居住相对集中，而且一般都建设

有“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为集中提供养老服务

（包括日常照料和医疗保健）创造了更为便捷的条

件；在社区层面，这也为社区联结和社区资源整合

提供了可能。

从以上情况来看，农转居社区在养老方面既有

不同于其他类型农村社区的压力，如“土地养老”的
丧失、“家庭养老”的削弱、养老需求的增多和照料

难度的加大、保障水平的内部差异化等；又有比其

他社区更为便捷的条件，如小规模集中居住、转移

劳动力充裕、集中提供医疗等资源和养老服务的

“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等，这为我们从社区层面发

展农村综合养老及积极探索其实现途径提供了

可能。

　 　 三、农转居社区养老实践：以 Ｂ 村农民新

居为例

　 　 Ｂ 村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的一个农业村，
位于曾家镇西北，距离沙坪坝区约 ２７ 公里，面积 ４．５
平方公里，下辖 ８ 个合作社、１７ 个生产队，共有 ７３５
户 ２ ２５３ 人；村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生产，部分依靠

外出务工；２０１２ 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为 ５ ９００ 元。
由于距区中心较近，交通便利，且紧邻重庆大学城，
近年来，Ｂ 村土地流转较快。 ２００６ 年至今，全村共

流转土地面积 ２ ５４０ 亩，分别租给 Ｇ 公司和 Ｒ 公司。
Ｇ 公司租地 ２ ３００ 亩（含未利用地 ８９３．６ 亩），其中

宅基地面积为 ２５９ 亩；Ｒ 公司租地 ２４０ 亩（均为耕

地）。 Ｇ 公司租用土地中有宅基地，给需拆迁村民

建设新居，共修建 ２８８ 套农民安置房，截至 ２０１２ 年

底已入驻 １５１ 户 ３８３ 人。 新居的 １５０ 多户村民已经

完全没有了土地，年轻人有一些在区里、镇上或大

学城务工、做小生意，其余转居村民则处于待业状

态，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保。 原来老村散居

的村民家里还有土地，村民经济一部分靠土地收

入，一部分靠就近外出务工收入；地里平时多由家

中妇女和老人管护，农忙时壮劳力回家帮忙。 我们

的调研主要集中在属于安置区的农民新居，同时也

走访了未涉及征地也未搬迁的老村散居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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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村多在自然村或行政村基础上，主要以“一村一社”“一村多社”“多村一社”“集中建社”等建设模式，成立

社会公共服务中心，在服务群众、管理社会事务、改善基础设施、治理村容村貌、维护稳定和谐局面等方面推出制度性创举，逐
渐走向社区化管理。 　

一是给代际分居带来可能，几代共居的家庭结构被打破，老人独居的情况明显增多，空巢比例陡升，这对家庭养老功能

造成较大冲击；二是由于新居房屋分配的不同规则，一些独居老人不可避免地“被上楼”，这给他们的生活起居带来不便，特别

是对那些身有残障的老人，日常生活和护理照料的难度被人为加大；三是新居的居住格局也影响到原有的邻里关系，老人邻里

间的互相照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些获得指标的人可以参加“城居保”，但其他没有指标的人就只能参加“新农保”。 参保档次和保障水平在同一社区的

同一群体中出现分化，这种内部不合理差距是农转居社区面临的新问题，它一方面会带来群体内部的不公平感，另一方面也实

在地影响到农转居居民的实际社保水平。 必须尽快找到制度衔接的有效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１．Ｂ 村社区发展与养老资源概况

近年来，曾家镇不断推进征地拆迁工作，新农

村建设获得飞速发展。 Ｂ 村在服务群众、管理社会

事务、维护稳定和谐局面等各方面的挑战下，各项

工作逐渐走上农村社区化管理的道路。 ２００６ 年 Ｂ
村被确定为“重庆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沙坪坝

区文明村”，２００８ 年创建了“重庆市文明村” “沙坪

坝区民主法治村”，２００９ 年创建了“重庆市生态卫生

示范村”“重庆市生态村”“重庆市民主法治村”“重
庆市普法示范村”，２０１０ 年创建了“重庆市安全保障

‘十百千’示范村”。 ２０１０ 年，Ｂ 村依照“一村一社”
的建设模式，以现有建制村为基本单元设置了农村

社区，同时建立了 Ｂ 村社会公共服务中心。
（１）土地资源。 Ｂ 村全村共有耕地 ３ ８３６． ５５

亩，其中田地 ３ ０６９．２４ 亩，土地 ７６７．３１ 亩；林地面积

３ ８８６ 亩，退耕还林地 １ １９４．２１ 亩。 全村产业以农业

生产为主，属于“曾家镇万亩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
的一部分，依托 Ｇ 和 Ｒ 两大农业龙头公司发展现代

都市旅游观光农业；主要以蔬菜、水果种植为主，形
成了一批以柑橘、翠冠梨以及琵琶等水果种植为主

的专业合作社；经济林面积达 ２４５ 亩。 在访谈中，我
们大致了解到当地水果种植的收入情况，其对农村

家庭而言非常可观①。 此外，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民

每人得到 ４．３６ 万元的土地补偿。
（２）社保资源。 Ｂ 村居民参保的分化情况相对

严重。 由于 Ｇ 公司在租用 Ｂ 村土地之初，承诺会像

大学城项目的被征地农户一样，将 Ｂ 村征地中涉及

的相关农户转为非农户口并办理社保；同时由 Ｇ 公

司负责建安置房（最初承诺有房产证，但至 ２０１２ 年

底仍未下发）。 但是，后来因为指标原因，只有三个

合作社的农户办理了农转非，其余的转户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同时，仅给少数原来在集体企业或是私

营企业有过工作经历并能开具相关证明的农民办

理了社保，其他大部分农转非人员并没有社保的指

标。 因此，Ｂ 村未被征地的农民参保情况相对简单，
他们只能参加“新农保”；但被征地农民的参保情况

就复杂了：土地流转后农转非并且获得社保办理资

格的人员，在缴纳相应费用后办理了社保，符合领

取条件的每月可以领取 ５００～ ９００ 元不等；土地流转

后农转非但未获得社保办理资格，或者是有资格但

不愿意缴纳社保费用的人员，则没有社保；而土地

流转后却未能农转非的 （ 占 农 民 新 居 人 口 的

２７ ７％），只能办理“新农保”，即每月领取 ８０ 元养

老金（７０ 岁以上领取 ９０ 元 ／月·人）。 可见，Ｂ 村在

被征地和未被征地村民之间、转居和未转居村民之

间，甚至是农转居村民内部都出现了参保情况和保

障水平的分化。
（３）公共服务资源。 曾家镇利用新农村建设的

配套资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在集中居住的农民

新居铺建了天然气管网②，并已安装自来水，相比以

前散居之时，生活方便多了。 在 Ｂ 村公共服务中心

一层有一所卫生室，它是由曾家镇卫生院施行一体

化管理、面向辖区内农村常住居民提供公益性医疗

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

构。 卫生所有两名乡村医生，他们针对 Ｂ 村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并保

持更新；每年为老年人提供 １ 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

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

健康指导；因为两名村医都是本村人，每天又有人

轮流值守，他们也能提供上门看诊；在有需要和有

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按照家庭式医生服务要求对

签约家庭开展家庭式医生服务。 此外，公共服务中

心还建有康复室和活动室，但据介绍和观察，村民

较少使用，即使是那些有实际需求的老人也很少使

用。 Ｂ 村公共服务中心设有社会保障服务站，由曾

家镇的社保所派工作人员提供社保相关的办理

服务。

２．Ｂ 村农民新居居民养老情况

从保障主体上来看，Ｂ 村农民新居的老人在养

老上有家庭养老、政府养老（养老保险）和市场养老

等几种渠道；从主要养老方式来看，家庭养老依然

是 Ｂ 村农民新居老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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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访谈资料：“我是镇上社保所派驻到村里的，在镇上领工资。 我老公就是本村人，那边没有统征。 家里承包了 ４５ 亩

果园，有香桃、枇杷、李子和翠冠梨，翠冠梨还注册了有机食品商标，也逐步形成了品牌效应，一年还能给周边村民提供 １０ 来个

就业机会。 现在果园有一些还是小树没挂果，这两年一年收入能上十来万吧”。 受访人：Ｌ 大姐；访谈人：张文博；访谈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但在未搬迁的散居农家，如距离农民新居 １ 公里远近的欧家石堡社，天然气管道就只铺设到高速路边，却没有接进村

里，对于这一点，散居农户比较苦恼。



同时看到：Ｂ 村农民新居老龄化高于全村平均水

平①，由于居住结构和居住方式的变化，共居情况明

显减少，老人独居的比例非常高②。 可见，独居已成

为该新居老人居住的主要情况。 因此，Ｂ 村农民新

居的老人的主要居住情况有老人独居无子女看护、
老人独居有子女就近看护、老人独居请人看护以及

老人和子女共居四种类型，相应的，各种居住情况

下的家庭养老功能和表现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
以下将就我们进行深度访谈的一些老人的案例，分
别对这种四类情况进行介绍。

（１）独居老人无子女看护。 案例 １ 中的老人是

一位有眼疾的老奶奶，她和老伴两人住在 ４０ 平方米

的安置房中，两人每月各有 ９０ 元的养老金，家里活

儿主要是老伴李大爷在做。 李大爷身体还不错，平
时在安置房后的闲散地块种一些菜，养老金就买些

米、面、油，也还够用，但老两口平日的吃食非常粗

糙简单；家里的环境和卫生条件比较差，家里的摆

设也非常简单，大家电就是一台 １５ 寸的台式电视机

和一台没插电的电冰箱，这两样电器分别是他们搬

新房时大女儿和三女婿买来给他们的。 眼疾奶奶

和李大爷的生活质量比较低，李大爷因为身体好，
所以平时还能外出走动走动，和院里的邻居聊聊

天；但老奶奶却因为看不见、走不远，每天只能摸到

院里静静地坐着。
（２）独居老人有子女就近照抚。 案例 ２ 中的清

瘦爷爷是案例 １ 中眼疾奶奶的老朋友，他和老伴住

在邻栋楼的一层，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就住在他们楼

上。 清瘦爷爷身体还比较好，因为老伴瘫痪在床，
所以家里的活计还是他在做。 不过，他的儿媳和孙

女会经常下楼帮他料理一下家务，诸如日常的卫

生、衣物清洁，还有为瘫痪在床的老人擦洗等，老人

主要就是给自己和老伴儿做饭。 因为有儿媳、孙女

等家人的就近照料，清瘦爷爷家里比较干净整洁，
而且各式电器和家具也比较齐备，家里也比较有人

气，不像眼疾奶奶家中那样寒酸、清冷。
（３）独居老人请人照顾。 案例 ３ 中的老人是一

位有腿疾的丧偶奶奶，一人独居。 她一个人住在眼

疾奶奶的楼上，因为参加了社保，每个月有 ８００ 多元

的养老金，所以就在同村人中请了一个中年妇女来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包括一日三餐和每天早、中、晚
扶她上下楼或小范围活动等；不过因为耳背，即使

在楼下，她一天也不怎么说话，只是看着其他人说

话或是玩乐。 她的女儿住得很近，但并没有负责老

人的生活起居，只是每天会过来陪老人坐一会。
（４）共居老人。 案例 ４ 中的老人和子孙住在一

起，家里有儿子、儿媳、孙儿、孙媳和重孙。 当初分

安置房的时候，按他们家的人口可以争取两套房

子，当时老奶奶的老伴还在世，两位老人坚持说一

家人不能分开，所以就置换了一套大三居。 刚住进

来时，儿子、儿媳都在区里或镇上打工，孙儿刚毕

业，家务活主要是老奶奶、儿媳、孙媳三人一起做。
不久老爷爷过世，老奶奶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

影响。 她跟家人住在一起，所以生活质量还可以，
而且精神上也能得到慰藉，这一点在老伴过世后非

常明显，特别是有了小重孙，老人自觉心情宽慰不

少，感到生活还有新的希望。 此外，孩子们在外面

上班时常带回来各种消息，孙子也会告诉奶奶一些

网上的资讯，老人自己感觉与外部世界和社会还不

太脱节。

３．农转居社区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透过 Ｂ 村的案例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农村社

区，尤其是农转居社区养老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１）独居（空巢）老人自立养老的高风险性。 城

镇化带来土地流转的加速，被征地农民越来越多地

脱离农业生产，农村青壮年越来越多地离开农村外

出务工，农村社区空巢化现象不断加剧。 这一点在

农转居社区中体现尤为明显，特别是一些农村在农

转居的过程中，由于拆迁安置、补偿等原因，人为造

成家庭的再次小型化，老人独居情况越来越多。 Ｂ
村农民新居的独居老人大多在该农民新居有子女，
但仅有一小部分与子女住在一栋楼中。 这一方面

与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有关系，只区分了户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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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村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 ２３％，但农民新居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则升至 ３０％。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独居的比例约占新居老年人口的 ５０％；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独居比例约为 ５８％；８０ 岁以上高龄人口独

居比例约为 ５５．６％。 根据 Ｂ 村新居居民登记表（３５７ 位）中居民与户主关系大致推算得出：６０～６９ 岁老人共 ５８ 位，其中 ２９ 位与

子女共居（５０％），７ 位单独成户独居（１２．１％），２２ 位与配偶独居（３７．９％）；７０ ～ ７９ 岁老人共 ３１ 位，其中 １３ 位与子女共居

（４１．９％），１０ 位单独成户独居（３２．３％），８ 位与配偶独居（２５．８％）；８０ 岁以上高龄老人共 １８ 位，其中 ８ 位与子女共居（４４．４％），
６ 位单独成户独居（３３．３％），４ 位与配偶独居（２２．２％）。 登记表等相关资料由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田奇恒教授、重庆师范大

学周绍宾副教授等人惠供。



积，未区分户型配套功能，致使一些家庭在选择安

置房时老、中（青）两（三）代人分居；另一方面也与

这些家庭两（三）代人之间的具体关系等有关。 独

居的增多，给就近照护带来不便，老人自己养老的

风险加大，尤其是病残或失能（半失能）老人。
（２）农村养老保险多层次掺杂带来的不公平

性。 农转居社区还有一个明显问题就是被征地农

民转非的问题，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农转非参保上。
以 Ｂ 村农民新居的老人情况来看，入住新居的家庭

都是被征地家庭，一部分获得农转非指标，而另一

部分却因为指标限制而未能农转非。 他们同为一

个村庄的农户，也同样都是在 Ｇ 公司租用土地过程

中出现的脱地农户，但因农转非指标问题而出现了

户口状况上的分化，进而影响到其参加或办理社会

保障的类型，而农业户口享受的农保水平和非农户

口享受的社保水平差距高达十数倍。 在农转居社

区内部出现了机会的不公和参保水平的不合理差

距，不仅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众的不公平感，影响到

他们的老年生活水平，而且是极易造成基层社会不

和谐的因素。
（３）社区养老福利设施和服务辐射率低。 虽然

有“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但农村社区建设总体上

相对滞后，各项服务设施配置并不完善，生活服务

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的配置率均比较低（陈伟东

等，２０１１），尤其从设施和服务的辐射率指标来看，
可及性和利用率较差。 这也是农村社区老年人需

求无法得到有效释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理论与政策思考

１．多元福利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综合养老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也称混

合福利经济（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在西方

社会政策领域中主要指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

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它是继古典自由

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为解决西方福

利国家的危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

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提供主体的多元化，既不能

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而是全社会

的产物。
通过对 Ｂ 村农民新居老人的整体了解和 ４ 类

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注意到，农村养老存在三个

逻辑面向及其对应的三种养老模式。
一是社会的逻辑：家庭养老。 我们常说“养老

送终”，这个词在案例 １ 的老人身上似乎只能体现

为“独自终老”或者是“独自等待终老”，不太能感受

到“老有所养”，更遑论“尽享天年”“天伦之乐”了。
而在案例 ２ 和案例 ４ 中老人身上，我们则特别感受

到家庭的重要性。 可见，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最基

本单位，在农村仍然承担了主要的养老功能和能力。
二是行政的逻辑：政府养老。 行政逻辑下，政

府养老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上。 Ｂ 村农民新居都是

被征地农民，从参保情况来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基本做到了全覆盖；其中，养老保险又分两种参

保形式和水平，已经农转居的个人或家庭加入社

保，未转居农民或农户加入“新农保”。 养老保险为

农村老人提供了部分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他们的基本生活。
三是市场的逻辑：购买服务养老。 市场的逻辑

可以区分养老需求的层次性，在 Ｂ 村农民新居，体
现市场逻辑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区老人的

就业问题，一方面是社区老人的失能（半失能）照护

问题。 就业能部分地体现老人的经济能力和收入

来源，Ｇ 公司通过市场的方式购买服务，向有条件的

老人提供服务费用，构成这部分老人养老的经济来

源之一①。 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上，针
对需求和支付能力的差异性，市场的逻辑体现出了

较大的分化和调节。 如案例 ３ 中的老人，即使其子

女就住在附近，但她选择（无论出于情愿或是被迫）
的是每月支付 ８００ 元，请人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另外，据服务中心卫生室的一位医生介绍，他们也

提供上门看病服务和付费家庭医生的服务。 因此，
老人的照护可以视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不同的服

务类型，而这一差异性的满足则可以由市场的逻辑

来实现并调节。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我们可以引入多元主体参

与社区养老服务提供：家庭在社会逻辑下践行抚

养、赡养义务，同时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

购买服务所需资金；政府在行政逻辑下注入政策性

和公益性的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如社区组织办公用

房、警务室、社区保障室、卫生室、老人护理照料室

（含日间照料、护理、康复等）、老年活动室、室内外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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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Ｂ 村农民新居，Ｇ 公司按照租地之初的承诺和企业的发展情况，可以为社区有劳动力的老人提供部分岗位，如社区卫

生保洁工作和 Ｇ 公司苗木经营中的种植、养护工作等。



健身活动场所、图书室、社会援助设施等；个人或组

织则在市场逻辑下提供针对多层次需求的具体服

务内容和服务人员（包括专业和非专业），以实现从

不同的逻辑面向对不同层次养老需求的交叉满足。
社区综合养老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层面：第一个是社区层面的综合，要充分发挥社区

作为服务平台和粘合剂的作用，将居家自立养老和

社区提供辅助养老服务进行有机结合，调动家庭和

社区两重资源。 第二个则是多元福利主体的综合，
即从社会、行政和市场这三个逻辑面向出发，共同

提供养老资源和服务。 本文所提出的社区综合养

老即在于发挥社区的综合性功能，实现在社区层面

多元主体的服务整合：一方面体现在社区沟通信

息、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平台的统筹功能上，另一方

面体现在保障主体、筹资机制的多元化上。
社区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亦可满足多层次需求

的多元主体在社区层面购买多样化服务。 这一点

在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和家庭养老明显式微的情况

下尤为重要。 城镇化趋势下，要求农村社区积极发

挥家人、子女、邻里、社区、政府和企业等多个主体

的力量，尽快形成综合型的社会养老。 而透过 Ｂ 村

农民新居的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虽然家

庭养老功能已经弱化，但家庭依然是该新居老人养

老的一个重要支持，这说明了家庭在国人观念中的

重要性，也反映出家庭之外的养老功能匮乏（比如

社区）。 另一方面， 该新居已经出现了多元化和多

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如生活照料、护理复健需求

等；且该社区也具备提供相应资源的条件，如医疗

室、保健室、老年人活动室以及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等，但是，该社区养老服务的设施、项目、内容、方式

都相对简单，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不足，而这些则是

社区综合养老今后的发展空间。

２．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的优势与意义

通过对 Ｂ 村农民新居养老模式及其存在问题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１）家庭在农村社区依然是

一个重要社会单位，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养老功能和

能力；（２）独居（空巢）老人，特别是其中的失能（半
失能） 老人的养老问题极为突出；（３）农村已出现

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但服务供给仍

相对单一、水平较低；（４）农转居社区的社区公共服

务存有潜在资源整合能力以满足多层次的养老服

务需求，但社区养老服务的设施、项目、内容、方式

都相对简单，资源整合能力发挥不足；（５）农转居社

区的多种养老保险掺杂，且有较大差距，有失公平。
社区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人居、交往的一个

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基础机

构和服务平台。 面对农转居社区存在的这些养老

难题，抓住“社区”这一关键性因素可以提供有效的

解决路径。
从 Ｂ 村农民新居的情况来看，在养老意愿上，

空巢（独居）甚至是两代老人家庭的老人，依然倾向

于居家养老；但在现实养老中，他们的生活照料存

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
这时，社区所能提供的支持居家养老的社区照顾、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作用就尤为突出。 而农村

社区相比城市社区，有其特殊性：社区多以村为基

础（包括基层管理单位———村委会以及村集体经

济），基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使是新建的农转

居社区也保留有原村的关系和情感纽带。 在农村

社区发展社区综合养老，建设支持居家养老的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体系，有着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也
有熟人社会的现实优势。 因此，发展农村社区综合

养老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且对于农村社区建

设、民生事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因此，应重点完善家庭支持福利政策和社区统筹支

持福利政策，从整合多重资源、发挥多元力量的角

度积极发展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

３．建设农转居社区综合服务体系

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把建立农村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作为重点项目，先后建成一大批

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机构、社区图书室、警卫室

等，为提供社会服务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Ｂ 村

２０１０ 年在建制村基础上设置农村社区，同时建立了

社会公共服务中心，设有社会保障服务站、社区卫

生室、康复室、活动室、图书室、社工基地等。 但是，
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细类及其主要建设指标、现
实服务效果来看，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成

熟，在社区层面提供综合性服务的能力还远未得到

有效激发和释放。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生活服务设施、社

会管理设施及社会福利设施等三类。 而 Ｂ 村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的设施主要集中在社会管理设施和

福利设施上，恰恰缺乏与老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

服务设施上。 对于空巢、独居或失能、半失能老人

而言，生活照料是其老年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但农

村社区目前尚未关注老年人的这一最为基本的需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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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城市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中，已普遍覆盖

了老年餐桌（包括送餐上门）、日间照料中心、活动

中心、托老所、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等，但农村社区

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尚远不能及，且各类养老服务

设施之间的衔接、利用也存在问题。 如 Ｂ 村社区公

共服务中心的康复室是每天免费开放的，但需要复

健的老人往往因无人协助，无法前去使用复健仪

器，康复室形同虚设，造成资源浪费。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农转居社区建设综

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是有的。 首先，农村

社区多为熟人社会，有着长期邻里关系和互助义务

的传统基础；其次，农村社区特别是农转居社区有

着充足的闲散未充分就业的女性，完全可以满足社

区养老服务所需人力资源；最后，农村社区老人的

生活服务是一个低成本、高收效、“小站点灵活解决

大问题”的服务类别①。 因此，农村社区综合养老应

首先强化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生活服务、
福利服务设施的配建并逐步提档升级，增强社区综

合养老服务的功能。

４．完善农转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在建设和完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同时，也需

要同时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在服务提供

中不仅起着媒介的作用，还有着粘合剂的作用，它
在国家和市场的逻辑外发挥了社会的力量，联结了

社区和家庭两个载体和两重资源。 从 Ｂ 村农民新

居的养老意愿和养老实践来看，家庭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养老功能单位，但家庭对养老需求的满足情况

和现实效果却已经非常有限，特别是对于农改居社

区大量的独居老人而言，家庭养老实质上变成了自

立养老，他们的生活状态大多停留在生存维系层面

的较低保障上。 从现实养老需求来看，老人有着生

活照料、家政服务、健康管理、医疗保健、康复护理、
辅具配建、无障碍改造、紧急呼叫、安全援助、精神

慰藉等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居家服务需求，但这些需

求难以得到满足；而从综合养老服务的供给来看，
农村社区具备发展社会综合公共服务的基础和条

件，存在整合资源的潜力。 因此，农村社区的养老

问题可以以社区为依托，通过社区整合资源支持居

家养老服务来寻求解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发

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以社区为依托、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居家

养老，既符合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实际养老需

求，也符合中国未来的养老方向，同时是对既有资

源的较好配置与利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在调

动家庭和社区两重资源，结合居家养老和社会机构

养老双方的优点。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

了以社区居家养老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社

区有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良好基础，也有现实

需要，但囿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服务水

平，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还不能

满足社区成员的多元需要，服务设施的辐射率、可
及性、利用率偏低。 也正是因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能力不足，致使老人只能采取较低水平的家

庭或自立养老，无法获得社区的养老资源和服务，
也不能更充分地释放养老需求。 虽然农村社会结

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支持、邻里互助在

农村养老中实际上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家庭乃

至整个社区对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精神健康都

至关重要。 这一点也正是发展以社区为依托的家

庭养老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同时，随着社区综合养

老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农村老人家庭自立养老将

能在社区内便捷地获得更多的居家养老社区辅助

服务，家庭自立养老也将实现向社区居家养老的

过渡。

　 　 ５．建立以生存、生活公平为底线的一体

化的社保体系

　 　 在景天魁（２００９）等学者提出的“底线公平”中，
养老问题虽然不是硬性要素，但养老问题中有涉及

“底线公平”的基础部分。 影响老人生活水平和质

量的有经济能力、子女照护、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等

众多因素，其中经济能力对一个老人家庭尤其是独

居老人家庭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在 Ｂ 村的众多老

人中，有的人一个月只能领取 ８０ ～ ９０ 元的养老金，
有的人却可以领到 ８００～９００ 元的养老金，这种不合

理的内部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导致同样的农

户身份却有不同的市民化状态和结果，这就是在养

老问题上的“底线不公”。 因此，政府应尽快推进并

落实对分散的养老制度的并轨统筹，有效衔接各项

制度，在农民市民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切

实保证制度的全覆盖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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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助餐为例，社区综合服务站可以根据需要助餐老人的情况，灵活采取发放助餐券进行补贴、设立老年餐桌集中用餐、
送餐上门、“一对一”或“一对多”购买助餐服务等多种形式，实际解决社区老人的吃饭问题。



参考文献：
陈伟东，张大维．２０１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类及其配置：城乡

比较［Ｍ］ ／ ／ 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中国农村社区

发展报告·２００９．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江燕娟．２０１４．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 Ｊ］ ．社会福利（理

论版）（３）：２１⁃２５．
景天魁．２００９．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Ｍ］ ．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概念解析［Ｃ ／ ＯＬ］ ／ ／ 学术年会

优 秀 论 文 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８８． ｃｏｍ ／ ｐ⁃１３９４７７６３３８０４８．
ｈｔｍｌ．

吴晓林，万国威．２００９．新中国成立以来五保供养的政策与实

践：演进历程与现实效度［Ｊ］ ．西北人口（５）：５１⁃５５．
于淑波．２００６．农村三大社会保障制度探析［Ｊ］ ．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６）：５１⁃５６．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Ｂ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ｂ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ｂ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 ｎｅｗ⁃ｓｔｙ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ｌａｎｄ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ｓｔｙ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ｓ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ｓ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ｎｄ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Ｆ８４０．６１２；Ｆ０６３．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３３⁃１０

（编辑：夏　 冬，段文娟）

２４

张文博：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理论与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