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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互联网+”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2、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多元主义认为提供社会福利的主体不应仅仅是单

一的政府主体，而是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福利的提供。

而且，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社会主体

参与福利提供的行为。该理论为笔者在分析问题及提出针

对性对策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从不同主体方面分析

各主体在农村养老服务提供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建

立一个多元主体支撑的“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调研结果

笔者在选定的受访地区采用了随机抽样方法。从陕西

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选取4个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在陕

西，共对32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在广西，共

对22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最终得到54份调查

问卷和访谈资料，受访者均为调研地区的当地村民。

（一）当地互联网普及情况

1、上网态度、网络设备拥有及互联网宣传情况

调研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上网持积极态度且

家中都拥有基本的网络设备，但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村里没

有开展过有关互联网普及的活动且不清楚当地网络补贴的

相关政策。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手机上经常会收到防

网络诈骗以及灾害预防等短信通知，此外有的村会有低保

户的网络补贴政策。

2、网络设备使用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现在农村的中青年人基本都会上网，

除了个别家庭经济较好且曾从事有一定知识水平工作的老

年人会上网之外，农村的大部分老年人都不会上网。会上

网的受访者中有接近70%的人平均每次上网时长在一个小时

及以上，他们表示平时上网主要是为了娱乐休闲和人际联

系，其次就是获取信息以及网络购物。

（二）当地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调查对象为60岁及

以上的村民）

1、物质生活现状

由调研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生活基本都可以自理，

很少选择去村里的养老院养老。其次，我们发现农村老年

人 主 要 的 经 济 来 源 单 薄 、 收 入 少 。 在 健 康 状 况 方 面 ， 有

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患有慢性病且基本上一年去体检一

次。当身体感到不适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村里看病更方

便。大部分老年人家中儿女外出工作，加之现在出行支付

方式的智能化，都使得农村老年人独自到城镇医院就医阻

碍重重。

2、精神生活现状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大部分老年人与子女的电话

联系比较多；在精神状态方面，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表示很

少会出现孤单、食欲低、失眠等状态。综合而言，70%以上

的农村老年受访者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

（三）当地村民对“互联网+养老服务”认知现状

调研发现，绝大部分农村受访者不了解“互联网+养老

服务”。但是，在介绍完“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后，仍

有超6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且非常期待这种模式，其中中青

年受访者占70%以上。然而对于部分持观望态度和不愿意接

受该模式的受访者来说，他们主要是认为该模式不切实际

并质疑其中有些服务的及时性和专业性，还有就是担心缴

费不合理问题。在向受访者介绍完“互联网+养老服务”模

式的各功能后，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最需要的还是紧急救助

服务，其次是健康医疗和精神慰藉服务。

（四）当地中青年人留村从事养老服务职业的意愿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过半的中青年人会考虑留村从

事有一定工资的养老服务职业，其中大部分表示能接受的

最低工资为3000元，同时也有超70%的人表示愿意在从事

这份工作前承担一定的培训成本。而离家近且方便照顾家

里小孩、老人是留村原因之一，其次是农村人外出找工作

难、城市开销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愿意留村从事这份工

作的原因有：一是本来在外就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二是本

身性格不适合以及不喜欢服侍老人这份工作。

阻碍及可行性分析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上网的态度越积极、家中有网络

设备、老人养老能力越好、缴费意愿越高，受访者对“互

联网+养老服务”接受度和期待度则越高。农村中青年受访

者留村从事养老服务职业意愿与所要承担的成本呈强负相

关。

（一）“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阻碍

1、农村经济水平较落后，村民人均收入较低

从本次调研结果来看，调研地区有60%以上的受访者

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且通过二元相关性分析发现，收入

低、缴费难是“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阻碍因

素。即使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期待在农村地区推行“互联网+

养老服务”模式，但同时也对该服务模式能否真正落实表

示质疑和担忧，而其中质疑和担忧的主要来源就是农村地

区对该养老服务推行的经济支持是否充分、是否到位。

2、当前农村老年人观念传统，接受和适应新事物能力

差

尽管如今互联网在农村也有了较大的普及，但农村老

年人往往是互联网普及的边缘群体。本次调研结果也显示

会上网的受访者基本都是中青年受访者，农村老年人与外

界信息交流少。调研访谈中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早已习

惯安于现状、不愿改变，让他们去接受新的养老模式反而

会成为一种负担。特别是，当这种新式养老模式涉及到缴

费问题时，他们就更不愿意参与。

3、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存在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