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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急需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追

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和享受。文化养老是能表现出传统文化和当代人文关怀的一种养老新模式。文化养老

的实施须以政府为引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此打造文化养老平台，创新

文化养老意识，丰富文化养老内容，建设文化养老环境，使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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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可轻视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计划生育政
策的影响，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阶段。有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６０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为２２２亿人，占总人口的１６１％，其
中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 １４４亿人，占总人口的
１０５％．［１］预计２０２０年我国老年人将达到２４３亿，

２０２５年将突破３亿。［２］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
快，但养老保障与服务发展却相对迟缓，从某种程度

看，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不得不面临的巨大

难题。

老年群体是社会大家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风貌对整个社会和家

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目前，整体上看，我国老

年群体的精神风貌是乐观向上的，但依然有着不该

轻视的消极方面和不良因素。据全国老龄办的报告

显示：某些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中宗教迷信活动盛行，

科学观念有待加强；有些老年人内心极度焦虑，对

养老生活不抱期待；有些老年人长期遭受身体和精

神上的折磨甚至虐待……这些负面的因素如果不能

得到及时解决，我国老年人群体就有可能变得消极



萎靡，不利于他们安享晚年生活，也会给家庭和社会

带来不安影响。

（二）文化养老对家庭与社会意义重大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文化自古以来一

直属于中国社会宣扬的主流文化。所以，在我国的

养老模式当中，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最重要的养老

模式之一。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工业社会

的到来，“空巢老人”“老漂一族”现象已成为严重的

社会问题，家庭养老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更

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帮助老年人安

度晚年，文化养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在实践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积极

意义。［３］

（三）人口老龄化加剧，文化养老顺应时代的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关心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是党和国家

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老年

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而对精

神文化层面追求则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急切的现

实愿望。文化养老的综合性很强，涉及范围很广，

老年人认可度很高，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应

该把它列为工作的重点，通过完善各个工作机制，

保障老年群体完成从物质养老、待遇养老到文化

养老的本质转变。

二、文化养老的内涵

所谓“文化养老”是一种符合现代精神文明需

求不断升级的新型养老理念和方式。它以满足老年

人精神需求为基石，实现其老有所学；以丰富老年

人生活、延伸老年人价值为源泉，实现其老有所为；

以文化娱乐、休闲健康养生为核心，实现其老有所

乐；以融入情感交流、人文关怀，实现其老有所依。

文化养老是未来养老的一种发展趋势，是一种结合

中国传统“根文化”与现代“中国梦”新理念的养老

方式。这种养老方式提高了老年人内在的生活质

量，满足了老年人更高层次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时也

符合中央提出的各种文件精神，更体现了我国精神

文明建设的进步与发展。

（一）文化养老的内容

老年人因为身体各项机能的逐渐退化，容易产

生诸多不良情绪，比如孤单、焦躁、忧郁、不安等。倘

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社会能够提供一定的文化

活动，引导老年人培养各类兴趣爱好和特长，使其找

到自身价值，这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将会产生很

大的积极影响。文化生活从内容与功能两个层面划

分，可以分成愉悦型与保健型。愉悦型包括各种文

化体育活动，比如传统的琴棋书画、音乐、舞蹈、戏曲

等，强身健体的慢跑、保龄球、太极拳、保健操等，以

及各种民俗文化活动。［４］这些文化活动积极健康，

对老年人的身心具有良好作用。保健型则包括各类

医疗保健项目和相关的一些健身活动。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也

在不断地提升，人们在健康问题上已经走过了传统

的有病治病的模式，上升到了无病防病的预防模式。

这便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把握民情，颁布相关

的政策措施，以此来适应我们的文化养老实践工程，

发挥出政府的巨大影响力。

（二）文化养老的类型

当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基本可分为三个类型，即

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及政府养老。文化养老须与

这三种类型进行有效结合，让文化养老的理念渗透

融入其中，共同作用形成自身相应的类型或模式。

１家庭文化养老
家庭养老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孝文化基础上的一

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上一辈养育下一辈，下一

辈赡养上一辈，在家庭内部实现和完成供养的过程。

这种养老模式也是目前我国主流的养老模式。但受

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四二一”的家庭类型在我

国十分普遍，这无疑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很多老

年人实际上得不到家庭的精神抚慰。将文化养老与

之结合形成家庭文化养老，则有利于促进上下辈之

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有利于老年人获得

精神上的满足与情感上的愉悦。

２社会文化养老
我国的社会养老以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等社

会机构养老为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针对一些孤

寡或家庭养老有困难的老年人，以维持老年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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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目的。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不仅存在资金

匮乏、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而且由于多数社会

养老机构的商业属性，难免其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

效益，而使文化养老的具体内容难以得到真正有效

发挥。因此，社会养老中的文化因素微乎其微。随

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

以及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与关怀，在未来的养老产

业发展趋势中，社会养老若不及时转型升级，注入人

文关怀与文化内涵，其发展前景堪忧。所以，应该看

到体现传统文化及人文关怀的社会文化养老是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的。

３政府文化养老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整个国家养老保障

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政府文化养老而言，政

府是落实文化养老的中坚力量，起着重要的主导和支

撑作用。当前，政府文化养老的方式主要是依靠社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树立积极健康的文化养老

理念，构建文化养老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打造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的各大文化养老平

台，实现文化养老阵地全覆盖。目前，在养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方面，无论是在建设规模还是在供应的文

化产品数量与质量层面，均无法适应当前老年人日益

高涨的文化需求，这便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相应

的措施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４］

三、我国文化养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养老事业上取得了很大进

步，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

养老保障制度，积极出台相关养老的政策及法规，加

紧构建我国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加快对养老事业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到养老

服务体系之中，使我国养老向法制化、规范化和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就文化养老而言，由于其在我

国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还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养老观念落后

养老观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老年人自身以及老人子女的观念落后。由于受

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

封闭影响，老年人与外界很少有机会接触。老年

人的子女也因为担心老人人身安全及其他方面的

因素考虑，不愿让其与外界过多接触，这就使得老

年人的文化社交及精神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二是

政府的观念落后。当前政府养老工作的主要重心

依然是落在提高老年人的养老物质及硬件保障水

平上，对老年人精神需求方面的关注度还远远不

够，老年人的精神文化世界较为贫乏。三是整个

社会对幸福的追求观念落后。目前社会绝大多数

人对于幸福的基本观念依然是在于不断追求社会

及个人的物质财富，而在精神文化财富方面的投

入和关注则远远小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程度，老

年人的幸福感往往更容易被忽视。

（二）政府、社会支持力度较小，未形成文化养

老的体制机制

文化养老的事业发展需要多方面的物质保障和

资金、人力支持。但就我国现状来看，这方面的情况

不容乐观。例如，在老年大学的建设方面，政府及社

会的相关财力支持和帮助都跟不上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以致近年来老年大学招生爆满、名额难求。又

如，一些地区缺少老年人锻炼身体及文化娱乐的场

所，导致像２０１４年浙江温州“居民凑２６万元购买
‘高音炮’还击广场舞大妈”的冲突事件屡有发生。

再如，有些单位的离退休职工组建了文艺宣传组、文

化协会等，可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设备、资金和场地，

其许多活动均无法如愿开展。这些现象，一方面反

映了社会养老公共资源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政

府或社会对养老的重视、支持以及帮扶力度不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养老保障及行业政策方面，

政府的政策、制度没有形成连贯的体系或系统，一些

文件、规范的出台显得零星分散。这使得社会养老

机构在收费、服务、设施、管辖等方面缺少一个清晰

明确的标准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养老

机构的管理混乱和质量的良莠不齐。［５］再有，虽然

政府在税收、行政收费等方面实行了减免，但在最基

本的水、电、地租、设备等方面却很少给予养老单位

实质性优惠。慨而言之，目前政府和社会还未就文

化养老形成统一的共识，对文化养老的推动力度较

小，全社会未从整体上构建起一个有效的文化养老

体制机制。如何落实文化养老、支持文化养老其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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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老机构对文化养老重视不够，养老服务

人员专业素质较低

在我国，就养老保障体系而言，除家庭养老以外，

政府和社会均办有一定数量的养老机构，如敬老院、

养老院、福利院和护理院等等。这些机构目前的主要

功能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吃住或护理照顾的场所，收

住一些无法由家庭承担养老的老年人。对大部分养

老机构而言，虽然也会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但其

总体上对文化养老不够重视，缺乏文化养老的经营理

念，在文化养老硬件设施设备上投入亦甚少。实际

上，大部分养老机构的文化养老工作还未真正开展。

除此之外，无论家庭养老、政府养老或者社区养老，都

需要一支与之配套的专业服务队伍，文化养老当然也

不例外，而且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更高。但就目前我国

养老服务队伍的实际情况看，这支队伍不仅数量偏

少，更让人堪忧的是其专业素质亦偏低。比如在一些

社会养老机构中负责直接照料老年人的一线护理人

员队伍，就明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员数量不足，临

时工和外聘人员比例过大，离职率太高，队伍相当不

稳定；二是结构不合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工

作人员十分短缺，其后果就是直接影响到对男性老人

的照料；三是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十分匮乏，缺少护

理经验，上岗前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或训练，对

老年人的照料和看护效果不甚理想。可以说，当前我

国养老服务尚未形成职业化的发展趋势［７］，同时也缺

少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

四、实施文化养老的发展策略

文化养老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

是未来养老产业的必然趋势之一。文化养老是一项

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力量共

同努力与通力合作才能为老年人创建一个文化娱

乐、学习休闲、乐观养生为一体的养老环境。具体来

说，政府、家庭、社区及社会都要共同加强文化养老

的相关建设工作。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推进文化养老

文化养老是一种养老新模式，符合我国当今社

会发展阶段老年人日益增强的对养老的文化与精神

追求。在文化养老事业中，政府需要发挥重要的主

导作用。首先，政府应加强对文化养老的深入研究，

在理论上观念上形成对文化养老的正确认知，高度

重视文化养老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大

力提倡和宣传文化养老，解决好从政府到家庭再到

社会对文化养老的认识观念问题，形成有利于文化

养老发展的社会场域和生长环境。其次，通过加强

对我国养老状况的调查研究，尽快制定我国及地方

文化养老的发展规划、行业政策和监管制度等，以此

明晰前进的目标和发展的思路，推动文化养老沿着

正确道路规范发展，避免一哄而上、无序发展。再

次，应尽早出台文化养老事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及法

律法规，推动文化养老的规范化、法制化，使文化养

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此保障老年人的文化权

益，建立健全我国文化养老的体制机制。第四，文化

养老的推进需要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基础，政府应加

大对文化养老事业的物力、财力投入。如提高对重

要的文化养老机构包括老年大学、老年人活动中心

及工会等的财政支持，强化对社会、社区公共敬老

院、养老院、福利院的文化养老设施、设备的配套完

善，并把开展文化养老事业所需的资金经费列入政

府财政预算，等等。第五，积极鼓励社会组织、企业、

民间团体、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养老中

来，在资金投入、融资渠道、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其

优惠和扶持，增加市场力量在文化养老中的份额，促

使文化养老主体多元化，以此形成良好的文化养老

市场和行业，让政府与社会一起为我国的文化养老

事业贡献力量。

（二）以政府为引领，打造文化养老平台

打造文化养老平台首先要建立健全我国的老龄

教育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更多重回校园学习文化知

识的机会，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使其真正实现老有

所为的愿望、老有所用的理想。在这方面，首先应大

力建设和发展老年大学、老年人继续教育学习中心、

社区学校等老龄教育机构。其次，要做好宣传工作，

树立文化养老的理念，积极开展与文化养老相关的

专题和专栏宣传，把关心老年群体的精神状况和增

加老年群体的生活乐趣变成全社会的共知共识。再

次，要利用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组织多种形式、具

有时代特色、适合老年人兴趣爱好特点的文化活动，

增加老年人的生活乐趣，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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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针对老年人的文化精神需求，构建和完善社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与文化产业相结

合，丰富文化养老平台的内容和形式。

（三）以家庭为核心，融入文化养老意识

在现实生活里，“养儿防老”的思想深植于人们

的家庭观念中，反映了中华“五缘文化”中血缘文化

的赡养与反哺的孝道传统。老年人对子女后代的依

赖性较强，因此家庭养老仍是我国目前主流的养老

方式。实施家庭文化养老，就必须把文化养老观念

融入家庭养老之中。应当看到，当代家庭文化养老

的核心价值就是让老年人有安全感、归属感以及精

神慰藉感。因此，在家庭文化养老中，应真正去了解

老人的需求与价值取向，尊重、理解、关爱老人的身

心健康。当老人心情郁结时，要及时沟通与关心；

当老人遇上冲突矛盾时，要站在老人的视角去考量

问题、解决问题；当老人有合理的兴趣爱好时，要积

极帮助与支持；当老人需要陪伴或再婚时，要正确

理解与欣然接受：老人其实就是家中的“宝”。当代

家庭文化养老核心理念是在不违背道德与法律底线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父母的身心需求，这才是积

极健康的家庭文化养老意识。

（四）以社区为支点，丰富文化养老内容

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普遍较为单调，缺乏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社区是老年人的生活常居地，因此，

可以社以区为支点，结合老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

个人的兴趣爱好，积极营造文化养老氛围，开辟针对

老年人的综合活动场所，积极开展适宜老年人的学

习、健身、娱乐及各类比赛活动，以此丰富社区文化

养老内容。如举办系列音乐舞蹈、养生保健、老年摄

影或信息技术的课程或讲座，设立诸如老年声乐社、

戏曲社、象棋社等社团，并定期进行交流活动。除此

之外，还可以不定期开办一些特色活动，比如举办茶

话会。这样的形式可让老年人边看表演边谈心，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相攀谈、调节心情。总之，社区

在文化养老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以社区为依托开

展文化娱乐活动，不但能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素

养，同时还能让其在各类兴趣爱好和文化群体中重

拾自我信心、感受自身价值、寻找群体归属、陶冶身

心情操，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五）以社会为纽带，建设文化养老环境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衡量，文化养老其

实是以物质养老为基础的更高级别的养老方式。文

化养老需要全社会关注老年人在精神及物质上的双

重需求，据此构建良好的文化养老环境，创立文化养

老的长效保障机制。实际上，应该强调的是，改善老

年人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文

化生活便利，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它需要企业、协

会、团体以及社会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合作，组建更多

的以文化养老为特色的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和护

理公司等。同时，社会力量还可在养老专业人员的

职业训练、岗位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让更多的

各行各业专业人员加入文化养老的服务事业中来，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素养、真诚与热情，与广大老年

人建立起和谐友爱的帮护关系，更好地把我国文化

养老工作落实到实处。我国近四十年社会经济改革

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力量的潜能是

庞大而有力的，可以预计，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适当扶

持或推动，它必将在文化养老各个环节中全方位地

扮演重要角色，其成效将会是事半功倍的。

［参考文献］

［１］民政部．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１１－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００１１３６．ｓｈｔｍｌ．

［２］王越英．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０）：３０－３１．

［３］李雅茗．“文化养老”势在必行［Ｊ］．东方文化周刊，２０１４

（２２）：８０．

［４］赵晓东，包青玉．文化养老与养老文化：文化养老的内涵

意义探析［Ｊ］．大众文艺，２０１４（２１）：２７２－２７３．

［５］孙建萍，周雪，杨支兰，等．我国养老机构现状及对策

［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３）：４７．

［６］卫松，杨昌儒．文化养老刍议［Ｊ］．劳动保障世界，２０１５

（８）：３７．

［７］陈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及对策分

析：以北京市为例［Ｊ］．大观周刊，２０１３（６）：３０５．

２３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