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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目前政府救助覆盖面不宽，救助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养老救助在农村藏区乃至全国农村早已

成为民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政府养老救助之所以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重要内容，并在藏区

担当了农村五保户的救助主体, 究其原因是这一特定群体出于生理方面的原因, 劳动能力逐渐丧失或已

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而无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很难使之摆脱贫困。如果对这

一绝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一旦缺失，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 

    本文根据2006年和2007年在甘肃、青海、云南藏区的田野调查从三个方面对藏区农村政府养老救助

和民间救助展开论述。即：农村藏区政府救助的对象和水平；藏区农村敬老院——政府养老救助和民间

救助的重要形式；藏区农村政府养老救助和民间救助的自发融合。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

策建议。 

    农村藏区的政府养老救助同其他地区一样，遵循相关的国家救助政策和制度。我国政府养老救助早

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中就已经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但救助内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

提高。费用的承担者也不断更替。除了农村五保供养是政府养老救助的主要内容之外，2007年在藏区农

村全面推开的低保制度，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老人同样存在养老救助的性质。 

    由于大部分五保老人缺少必要的生活照料，在国家和地方财政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村五保供养形

式将从现金、实物救助的家庭养老向敬老院集中供养过渡。无庸置疑，敬老院由于有专人负责做饭、打

扫卫生、生活护理等服务，对于年纪较大、生活不能自理或患病在身的五保户而言是最有效的救助方

式，也是藏区地方民政部门及民间救助老年贫困群体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我们调研的地区，现有的

四种农村敬老院为：国家民政部门出资建设的敬老院、国家民政部门和佛教寺院联合出资建设的敬老

院、私人设立的敬老院、佛教寺院独立设立的敬老院。 

    虽然民政部门和一些寺院都各自有敬老院，但在对敬老院五保老人、贫困家庭老人等救助上表现出

了两者的自发融合。由于藏传佛教寺院每年都要做一定的善事，民政部门的敬老院和贫困家庭的老人便

常常成为寺院慈善事业的主要对象。对民政部门而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额度的限制，目前

农村地区的救助水平非常低，救助覆盖面非常有限。在救助供给和需要救助群体的需求差距很大的情况

下，藏区佛教寺院的民间救助就成为民政救助的必要补充。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具有较好

的经济收入来源，一些规模小、自养能力弱的寺院，其自身的老年僧尼生活问题都很难解决。因此，有

的地方民政部门也将确实有生活困难的老年僧尼纳入了低保或五保范围。 



    基于上述的分析，在救助政策、救助工作的规划和落实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养老救助和民间救助互补

的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宗哲

文章出处：中国藏学网

 

  本文注释信息： 

 

   标签：丁赛

无法找到该页 

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请尝试以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