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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五保老人是农村老年人口中最缺乏自救能力的弱势群体。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

例》(新修订)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机构(非盈利性

老年福利机构，在西PS"国家亦称“院舍”)养老将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养老的一大发展趋势。但是，与社会工作发

展成熟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养老福利机构相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敬-2．院在各

PS"面还相当落后。在各省份和地区之间， 也存在不均衡现象。随着院舍机构之封闭性、“机构化” 等弊端的日渐

显露，社区照顾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建设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五保老人

施行集中供养是否具有社会推广价值? 尚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老年社会工作是否可以介入其中，这些

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个案背景介绍 

本项调查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描述与分析的质性研究，运用的调查方法有文献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w 

市(县级市)地处湖南省西南部，总人口75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60万人， 全市共有五保对象6700余人。自2004年以

来，w 市总投资800余万元，参照相同的规格标准改扩建了7所敬老院，新增床位278张，2007年申报2所已开工在建。

由于地域限制，笔者选取带有普遍性的L乡敬老院作为主要参与观察点，访谈样本主要从该院选取。据L 乡民政办统

计， L乡共28000人， 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人均月生活开支约1O0元。全乡包括孤儿在内的五保对象共计194人。L

乡以前的敬老院条件非常艰苦， 利用村里小学的破败房屋， 仅能容纳三四个老人，无工作人员。现在的敬老院于

2006年选址新建，于2006年1O月正式投入使用。L乡敬老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w 市农村敬老院现有的规格质量和供

养水平，而W 市其他乡镇敬老院的资料则通过政府文献及电话咨询等方式来获取。 

三、农村机构养老的现状 

1．    民政系统下的国家财政拨付 

农村敬老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五保老人。要求人住者须由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交由市民政局统一审核资

格。敬老院由市民政局直接领导，运转资金由省民政厅拨款至市民政局后下发至敬老院。拨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敬

老院老人的最低供养金即生活费： 每位老人每月170元，老人可从中领取20元钱零用，其余金额交予院长统一用于全

院老人的日常伙食、医疗和水电开支； 二是五保老人供养金，全乡每位五保老人每年825元，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自

行领取，敬老院老人则不直接领取，而是纳入敬老院财政。相比之下敬老院老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院外五保老人。

据一位老人介绍，他们最多隔一天就能吃上一顿荤菜。 

2．    机构运转的内部自主化 

L 乡敬老院院长选出3名有文化的老人组成财务管理委员会， 开展内部自主管理。 

(1)  资金监管透明公开。敬老院实行院长一支笔审批制度， 院内一切财务开支经院长审批后方能报帐 财务管理委员

会对此进行审查和监督。一切开支均须有经手人、证明人签字。比如，院长专门负责买菜，委员会则负责给买回的菜

过秤、确定无误后记帐签收，再交给炊事员。院内财务开支定期公开，如伙食帐目日清月结， 及时公布。除采购生活

用品外， 购置其他设施及办公用品需报上级领导同意后方可购买。财务管理委员会按照上级要求做好一切帐目， 按

月向市民政局、当地乡镇报送财务报表，接受市民政局和乡镇的业务指导和财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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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卫生环境自我维护。财务管理委员会还负责检查卫生。每位老人都须讲究个人卫生、保持住房整洁；身体条

件较好的老人要为室外环境卫生献力，院内划分卫生区域如走廊、洗手间、水沟等，并实行专人专管。财务管理委员

还会定期在全院开展卫生评比，对卫生优良者予以肯定，对卫生差的要求及时改正。 

（3）庭院经济辅助休闲。为进一步提高老人们的生活待遇， 敬老院还组织老人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利用空

闲时间，发展庭院经济。如L乡敬老院开垦了5分左右的菜地， 由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负责除草种植各种时令蔬菜，

做到小菜自给有余，另外，还养了两头猪。w 市其他乡镇敬老院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积极开垦院内的空坪隙地和

村组无偿捐赠的种养基地，栽种果蔬，并组织五保老人搞好养殖业，有的敬老院每年出栏生猪1O～ 20头不等，年养

鸡鸭50～ loo只不等，共计鱼塘水面50亩。这些都为敬老院老人的生活提供了后勤保障，实现了以院养院。 

3．    纪律严明的封闭式管理 

L乡敬老院长期严抓纪律，如严禁老人捡拾垃圾或长期外出，对请假外出者的生活费按常规扣除等。一位老人谈到

该院领导时竖起大拇指：“他勤勤恳恳、作风正派、原则性强。” 但也有老人抱怨：“院长很严肃”， “晚上7点

就关门，我有时回来晚，叫好久他都不肯来开门呢”。L乡敬老院院长也谈到自己与老人交流较少， 平时只是询问饮

食需求、天气变凉时嘱咐添衣加被、公布财务开支、安排老人劳动等。他的言行更多地流露出一位管理者的威严。 

四、农村机构养老的困境 

1．    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 

施行封闭管理的L 乡敬老院与外部社会缺少边界互动，缺少能量和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作用与反馈。社会工作经

典理论的流派之一— — 系统理论，以一种生态学类比的方式将院舍体制分为贝壳与骨骼两种。“院舍? ? 具有安全

的优势，但它会导致规定性思维而非解释性思维? ? 建立规范以确定哪些事情应该做，试图经由减少负面影响院舍正

常运行的未曾预期的事件而使风险最小化 ? ?Atherton认为，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 就如同贝壳保护脆弱的系

统，但不允许成长或在壳内的灵活性， 限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其相对立的是骨骼式运作，骨骼提供架构，生命可

以灵活构建且允许成长， 骨骼系统更加开放， 允许跨越边界的有效互动。”。 L 乡敬老院更类似于贝壳式的院舍

运作， 其不开放性表现如下： 

（1）社会养老资源未得到整合。w 市农村敬老院与改扩建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在规格水平上仍存在诸

多不足： 

一是集中供养率低。L乡敬老院有床位30个，在全乡集中供养率仅15．6 。w 市仅w 镇敬老院能提供50 Jl-床

位，其余乡镇农村敬老院床位都为20到40个不等。目前，w 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仅5．6 。二是功能设施仅能满足

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无独立卫生问，尚未设立护理专区，除W 镇敬老院外，其他敬老院均未组建医务室。但配备了较

简单的活动室，娱乐设施却较少。三是资金支持还有所欠缺。如工作人员数量少、薪金低；敬老院未给老人配给服装

和垫被；敬老院的水电费用等仍需从老人每月的生活费中支出，政府未能另行支付。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反映，敬老院建设已给政府财政不小的压力， 近期继续增加拨款的可能性不大。而社会团

体方面，仅市老年大学志愿者对敬老院进行过慰问演出和捐助。这一封闭系统的“界限很难渗透， 一旦有了外部环境

力量的干扰，封闭系统往往没有应对力量， ? ? 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 随着老年人口的口益增加， 现有院

舍规格无法继续满足养老需求，若不加强社会资源的整合，政府财政终将不堪重负。 

(2) 与世隔绝的老人。院内老人基本上已无对外社会联系，社会交往限于与院友们聊天、打牌、看电视。敬老

院“聚焦于控制性事件，而非探索或试图理解什么可以发展人们的技巧和能力。”“ 封闭院舍中的老人，精神生活枯

燥无味，极不利于老人精神品质的提高和自我能力的发展。 

(3) 机构养老惠及的范围受限。在饮食、住房和休闲等方面， 院内老人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都比在院外分散

供养的五保老人要强许多。此外，农村中大多数老人都是非五保老人， 他们同样也被排除在敬老院的养老功能覆盖范

围之外。农村敬老院的功能还十分局限，缺乏农村社区养老的整体效应。 

2．    机构服务半专业化 

（1）当地政府缺乏专业意识。目前，敬老院人才配备方面的财政投资力度较小。敬老院内部人员仅1名院长和1名

炊事员。L 乡敬老院院长称其在政府组织的对常德市敬老院的参观学习中获知，严格地说， 工作人员与院内老人的

比例至少应为1：10，而L 乡敬老院目前仅相当于1．3：20。院里老人平均年龄71岁， 目前生活无法自理的仅93岁的

老人， 由炊事员全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如果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较多的话，工作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此外， 工



作人员的应聘门槛和工资水平都较低： 院长限高中学历，月工资800元；炊事员无学历要求，月工资400元。业务培

训注重政策学习和机构经验推广，缺乏养老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规范意识，具有行政性、半专业化特点。当地政

府对养老专业的认识较薄弱， 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质量监控机制。 

(2)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敏感性。台湾学者黄源协说：“机构几乎被视为建筑物(buildings)的同义词，， 机构化

(institutiona1isation)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感到不快的过程，冷漠、退缩、缺乏动机，以及无助感，主要是由

于对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处遇(block treatment)、例行性，以及角色的剥夺。”。 在L 乡敬老院，冷漠、没有人

情味和与世隔绝的程式化等负面效应若隐若现，目前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敏感性， 老人细微个体利

益诉求易被漠视。如在访谈中， 有老人反映有的穷困老人只能用烂棉絮或床单垫床， 他们希望政府能配发垫被和新

衣服。有个老人询问重阳节将至，政府是否会搞活动、送烟酒。然而， 林院长和另一些老人对此一笑了之， 甚至有

人认为这是奢求。这或许与五保老人贫苦的人生经历、较低的需求层次有关。有位老人多次提出要在住房门口修建水

台(公共洗漱间在走廊尽头)，院长对此向笔者说明了资金难处， 又联系这位老人好吃懒做的流浪经历将其称为“懒

汉”。但林院长为老人服务的爱心与热情不可否认，由于物价上涨，为改善老人生活，他向上级部门申请将老人每月

150元的最低供养金增加到了170元。然而， 院长主观上愿意做一名服务者，客观上他又必须充当管理者， 由于其文

化程度较低，又是非养老专业人员，致使他对老人的内心需求缺少一种专业敏感性。并且，在仅有2名工作人员的条件

下，院长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这些都使得他的工作捉襟见肘，难以两全。 

五、社会工作理论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中的可行应用 

“服务者” 是养老机构工作者应有的角色定位，专业、规范的老年服务离不开老年社会工作的指导。美国社会工

作者全国协会(NASw )认为“社会工作是向个人、家庭、小组、社区和社会提供人道的和有效的社会服务，其目的是

增进他们的社会功能和改善其生活质量”。0 但是，由于财政困难，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在敬老院中引入社会工作者或

开展系统的专业培训，而要使文化素质较低的现有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社会工作方法也难度较大。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借

鉴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精髓， 以专业价值理念来指导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较为规范和人性化的服务，并以建立绩效

考核激励机制为辅，优化、再造和升级服务能力。而在政府层面，则应适当发挥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作用，进而拓展

机构养老的功能。 

1．    “助人自助” 理念的介入 

L 乡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对机构的资金、卫生、庭院经济等进行自主管理，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不

谋而合—— 强调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以提升其自身能力进行自我帮助。民主管理在增强全院老人心理平衡感的同时， 

也使财务管理委员会的老人得以发挥个人优势。他们谨言慎行，赢得了其他老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恢复其受损

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关系，提高生活满意度。发展是社会工作的功能之一， 即指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发展。在具体实践当

中，应继续发掘老人的潜能，建立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起所有老人自主管理的积极性， 使其

改变被动享受服务的依赖状况，重燃生命活力，刷新余生价值。 

2．    以人本关怀重塑服务灵魂 

服务者专业敏感性的缺失好比失去了服务灵魂， 犹如有形而无神， 行到而意未到。社会工作有着深厚的人本主

义理论渊源， 社会工作的实务原则强调“尊重”、“接纳” 和“非批判”，服务者须从价值观上尊重和接纳老人， 

不拒斥老人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或不合乎常规的行为。当老人提出要求时，要防止以主观臆断为老人贴标签的做法， 应

尽力理解其行事作为的背后原因。比如那位要求修水台的老人，我们先不论他的建议是否切合实际， 也不追究他是否

像院长说的那样生性懒惰， 只说老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他究竟还有哪些需要。这个老人究竟是因为太懒、还是

因为腿脚不便才提出要求的，没有人知道，工作人员未能了解他的真实感受。而要想了解老人的内心感受，就应以高

度的专业敏感性与老人保持真诚的交流与沟通，在交流中表达共情(sympathy)，对其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并遵

循“个别化” 原则，根据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来提供服务， 以人本关怀重塑服务灵魂。 

3．    向骨骼式运作发展，拓展农村机构养老的功能 

（1）拓宽筹资渠道， 整合社会资源。整合资源是社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功能。敬老院单一依靠政府财政，存在着

较大的局限性。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在有条件的地方动员社会力量以合资、入股、购买或租赁等方

式参与现有福利设施的改造和扩建，探索多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 逐步实现由国家福利事业型向社会

公益事业经营型的转变。此外， 还应拓展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理想的社区照顾注重“在社区内的照顾(carein the 

community)”， “由社区照顾(care by thecommunity)” 和“与社区一起照顾(care withcommunity)”。。 五



保老人基本上已无法从家庭获得养老资源， 因此，来自熟人社会中亲友邻里的支持格外重要。可尝试将院舍机构建于

老人熟悉的社区环境中，发展社区助老服务， 由亲友、邻里或其他志愿者提供非正规照顾。 

(2) 扩大院舍外延， 辐射养老功能。以院舍为物质载体和中心原点， 将其养老的社会效应向整个社区辐射。若

条件允许，可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非五保老入入院享受有偿服务以增加敬老院收入， 进而扩大院舍养老资源受益面， 

使社区更多老人接触这种老年生活方式。另外，可利用院舍资源丰富院内老人乃至社区老人的精神生活。社会崩溃与

重建理论(social breakdown and reconstruction theory)认为老人容易成为依赖者，社会应重建老年人的信心与

适应技巧，避免老人社交生活的瓦解。“ 可经常组织老人外出活动，也可利用敬老院为场地开展各种农村老年文体娱

乐活动，将社区内更多的老年人吸收过来， 以满足老年人的娱乐休闲、人际交往等多层次的需求。通过积极向外延伸

敬老院的社会养老功能， 打破老年人被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延缓其社会化的退化程度和边缘化速度，使之保持乐观

的精神，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品质。 

六、结论 

院舍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封闭性、“机构化”等弊端，但是正如吕新萍所认为的，“尽管社区照顾模式长远来

看具有很强优势，但基于我国内地的社会经济环境， 院舍照顾的主流养老模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

并发展”。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忽视社区的作用， 相反， 在院舍与社区之间， 我们可以寻求一个平衡

点。 

我国内地农村敬老院普遍具有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特点， 以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系统和生态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它

属于一种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在内地农村养老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要想提升机构服务质量， 打破呆板的贝壳

机制， 就需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和移植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 来指导敬老院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助人自

助”、人本主义等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介入，循序渐进地提升农村养老机构服务者的业务水平，同时，在政府的合理

引导下增强机构系统的开放性，加强社会第三部门的介入，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适当拓展院舍养老的外延， 

将院舍与社区结合起来， 建立多渠道、多维度互补结合的社会化养老模式， 使农村养老机构向骨骼式运作的院舍体

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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