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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整合：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
机制分析

郝亚光　潘　琼

摘要：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重要补充，是解决农村深度老龄化问题的有效路径。基

于差序格局理论，在“关系—制度”分析框架和“差序整合”概念下，通过对河南省 W 县农村互助养老实

践的考察发现，当地基层党组织成功借助乡土社会关系的差序规则，有序动员老人的亲友、邻里、同乡等为

其提供养老服务。究其实现机制，具体包括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制度嵌入、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关系整合、

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行动激励、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多方问责机制，差序整合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规引制度、关系基础、参与动力和履责保障，实现了社会关系、制度规约、行动主体的全面整合，推

动了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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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

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已被纳入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的顶层部署，并在全国各地

普遍推行。然而，在落地过程中，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难题，影响了其长续发展。因此，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应从乡土社会的治理情境出发，剖析基层党

组织引领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内在机制，以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方式，也是建设幸福美丽乡村的重要方面，探寻其长效运

行机制，对于解决农村深度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从政

府推动、自主治理、观念培育、多元协同等路径入手，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理路”展开了较丰富的

探索：政府推动论认为，政府是确保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运作和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建议因地制宜建立

法律法规，依法厘定各主体的职责 a；完善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网络建设，推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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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政策的融合 a；建立长效的财政支持机制，给予稳定性补贴、地区间分类补贴和一定的资金激励 b。

自主治理论指出，以“自治”为核心的农村互助养老是其发展的精髓，主张建构“自治基础上的合作治

理体制”，激发老年人自主组织的治理活力 c，并强调充分利用乡村精英的引领带动作用，以“榜样带头”

促成全体村民的公共行动 d。观念培育论强调，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村民对村庄的思

想认知和情感体悟 e，主张在公共层面重新塑造村民的思想认知，激活其参与积极性 f。多元协同论提出，

应扩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主体范围，引导年轻群体承担志愿服务 g，并积极拓展互助资源，推动实

现多主体、代际式互助 h。

综上，现有研究为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看，

现有研究或是从宏观角度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价值定位、发展战略等进行顶层设计，或是从微观角度分析

农民的参与意愿、老人的现实需求、乡村精英的治理方法等，却较少系统分析农村社会的关系结构、制

度文化、行为方式对互助养老绩效的影响。二是从研究路径上看，现有研究或是侧重于借鉴国外的概念

工具、理论观点和经验做法，缺乏对国内实际情况的考量，可操作性不佳；或是简单概括国内的实践经验、

运作模式等，却较少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运作机制、实现逻辑进行深入探析，不利于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

持续发展。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不少研究在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路径时，忽视了对村民参与意愿

的现实差异、农民主体的动员位序、治理工具的使用次序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实现的递进逻辑。基于此，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影响村民持续性参与的关键因素，运用“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探

寻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递进逻辑和运作机理，推动农村地区老龄社会的治理。

一、“差序整合”：基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

为深刻解读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农村互助养老，发现其影响因素，总结其作用机理和实

现机制，本研究聚焦农民在互助养老中的行为表现，采用“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建构出“差序整合”

的分析概念，并探寻出其实践样态。

（一）分析框架：“关系—制度”

“制度—行为”和“关系—行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其一，“制度—行为”是

政治学科中的经典分析范式，注重研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等制度要素对农民行为的决定性影响。马克

思和恩格斯是“制度—行为”范式研究的开拓者，认为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们相互交往中的冲突问

题而设计的行为规则，并强调个体的“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i。他在分析法德农民的生存状态和革

命行为时，指出农民是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的受剥削者。j詹姆斯 • 斯科特认为东南亚传统小农在日常互

动中，逐渐形成了人人都有维持生计这一基本权利的伦理道德，以及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规则，并进一

a　石伟：《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层供给及其实践检视》，《现代经济探讨》2023 年第 7 期。

b　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c　杨康、李放：《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d　丁煜、朱火云、周桢妮：《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何以可能——内生需求和外部激励的必要性》，《中州学刊》

2021 年第 6 期。

e　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f　肖琳：《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g　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h　李俏、刘亚琪：《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8 页。 
j　刘金海：《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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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塑着他们的行为方式。a黄宗智概括了传统中国小农的三种不同面貌，其中之一即为受社会制度剥削

的耕作者。b面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徐勇 c、刘金海 d等国内学者沿袭“制度—行为”的分析范式，

提出并阐释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认为农民行为既深受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又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其二，“关系—行为”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分

析范式，其强调农民日常行为的关系取向。梁漱溟针对中国社会结构，提出了有别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

位的“关系本位”的群己观理论。e费孝通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特点概括为“差序格局”，认为农民间

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处事方式和交往规则。f杜赞奇在“权力文化网络”中指出，庇

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行为方式，是国家施展权力和权威的重

要基础。g综上，制度和关系作为影响农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均可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分析维度。

鉴于“制度—行为”分析法常忽视社会基础和治理情景，易引发制度决定论的风险；“关系—行为”

分析法过分看重关系的影响力，忽略了党和国家等治理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易陷入关系决定论的桎梏。

因此，本文充分结合“制度—行为”和“关系—行为”两种研究范式，析出影响农民行为的关键性要素，

即“关系”与“制度”，建构了“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以探索促成农民互助养老行为的运作机理

和实现逻辑。其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关系包括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缘关系、政缘

关系等。

（二）概念提出：“差序整合”

本文所建构的“差序整合”概念，是以“关系—制度”为分析框架，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描述，即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轴，呈现出亲疏远近

的不同样态。他将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关系的过程，比喻为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关系越推越远、越淡薄。费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村落共同体成员是依据个体间的差

序关系行事，并据此建立了具有差序性的伦理规则体系，形塑了“差等之爱”的互动方式。h梁漱溟的伦

理观也是在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中建立的，强调个体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承担着不同的义务。i可见，乡土

社会的行为规则是以人我关系为基础，在不同属性的关系场域中遵循不同的伦理规范、采取不同的行为

方式的规范体系，具有“特殊主义”倾向。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本文将基层党组织通过整合各类社会关系、制度规则、行为主体，实现农民参

与互助养老的过程称之为“差序整合”。“差序整合”是指基层党组织在遵循乡土伦理规范的基础上，

依据村民社会关系的差等之序，建立互助养老规范体系，并依次动员贫困老人的亲友、邻里、同乡等为

其提供养老服务，实现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养老资源的全面整合，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这一概

念具有立体性和动态性：“差”涉及乡土社会中多个主体之间横向关系的亲疏差别，以及党政力量在科

层体系中纵向关系的层级差别；“序”既指动员不同类型的村民参与互助行动的次第位序，又指实施不

同性质的制度的先后次序；“整合”则包括亲缘、地缘、事缘等社会关系的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

度等社会制度的整合，以及党政力量、社会组织、地方企业、村民等行为主体的整合。在“差序整合”中，

党建引领是重要前提，差序关系是场域环境，互惠互利是核心动力，递进式推动是治理步骤。一般而言，

a　[ 美 ] 詹姆斯 •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第 36 页。

b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23 页。

c　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 年第 7 期。

d　刘金海：《“社会化小农”：含义、特征及发展趋势》，《学术月刊》2013 年第 8 期。 
e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 3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49 页。

f　费孝通：《乡土中国 • 乡土重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年，第 28 页。

g　[ 美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3 页。

h　费孝通：《乡土中国 • 乡土重建》，第 25 页。 
i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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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整合”离不开强大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广泛认同的制度体系、稳定长续的互惠网络和协同一致的

行动主体。

就“差序整合”的作用逻辑来看，其实现过程如下：一是以党建引领乡村整合。基层党组织依托党

的组织体系，充分吸纳党政力量、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并通过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

强化其承接外部下乡资源、整合村庄内部资源的能力。二是以整合促进动员。基层党组织通过有效整合

政策、资金、技术、人力等治理资源，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推进群众动员工作的高

效开展。三是以动员推动合作。为激活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基层干部依托村民间的亲缘、地缘、

政缘、事缘关系，通过情感召唤、情理劝说、利益许诺的动员方式，有效组织村民结对帮扶，提高村民

在互助养老中的合作水平。四是以合作达致互惠。通过频繁的合作互动，村民逐渐建立了信任感，重塑

了村庄互助格局，促成了多元行动主体互惠共生的良好局面。

（三）类型分析：差序整合的四种样态

图 1   差序整合实践样态的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关系—制度”分析框架下，根据基层党组

织与农民之间不同的关系程度和制度水平，将差序

整合的实践样态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见图 1）：

类型一：多元联动。基于较强的关系程度和

较高的制度水平，形成多元联动型差序整合样态，

达致理想状态。在此类型中，村民之间的关系较

为亲密友好，情感基础也较稳固，而且存有相互

帮扶的伦理责任意识。同时，基层党组织能够充

分发挥引领力，既注重应用正式制度的激励和规

制作用，又充分激活了非正式制度的规引和约束

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组织、

经营主体、农民形成了协同合作的良好态势，展

现出“干部带领农民一起奋进”的生动画面，具

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类型二：行政施压。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高的制度水平，形成行政施压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

类型中，村民之间缺乏联结纽带和情感基础，社会关系结构松散，互助意识淡漠。即使基层党组织通过

各类政策引导，依然很难激活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类型三：主体缺位。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低的制度水平，形成主体缺位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

类型中，村民缺乏互助的公共精神，原子化趋势严重。同时，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既没有对村民进行

统筹管理和教育引导，也未能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呈现出“上面不问，下面不管”的尴尬局面。

类型四：零散参与。基于较弱的关系程度和较低的制度水平，形成零散参与型差序整合样态。在此

类型中，虽然村民之间的互助关系较紧密，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十分有限，既无力为农村互助养老

事业提供有效的规划和指导，也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激励措施，导致农民的互助行动过于

自决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范化、长效化的互助养老体系。“干部漠不关心，农民自愿行动”就是这

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二、“五养八延伸”：河南省 W 县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表达

为解决困难群众的养老问题，河南省 W 县针对贫困兜底户，按照一户一策、精准定制的原则，建立

了“五养八延伸”的工作机制。“五养”即集中医养、亲情赡养、邻里联养、慈善供养、包帮助养，分

别由县级医养中心、近亲属、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村级慈善幸福院、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托养；“八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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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于已签订亲情赡养、邻里联养、包帮助养协议的包帮责任人及其家庭，可享受公益岗位、培训就业、

金融贷款、创业发展、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八项延伸服务。W 县自 2020 年推进互

助养老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将贫困兜底户全部纳入“五养”，落实八项延伸服务政策 894 条。先

后蝉联四届中华慈善奖，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等荣誉称号。结合团

队近两年在 W 县调研收集的经验材料，可以看到差序整合在河南省 W 县的实践表达（见表 1），主要表

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系的差序整合。为充分发挥村民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主体作用，W 县立足乡土社会关系的

差序格局，按照差等之序率先鼓励与贫困兜底户有亲缘关系的近亲属进行赡养；针对生活困难、无近亲

属赡养，但有邻里朋友托养的贫困兜底户，经村两委组织领导，双方按照自愿原则签订联养协议，实施

邻里联养；对于有赡养需求、但无人愿意赡养的贫困兜底户，由村级慈善幸福院通过慈善供养实施兜底

服务。总之，基层党组织在开展群众动员过程中，是依据贫困老人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大体遵循“亲

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缘关系”的差序递进逻辑，建立了组织化的互助网络。

第二，制度的差序整合。为强化村民对互助养老合法性的认同，基层党组织构建了包括正式制度、

村规民约和伦理道德在内的制度体系。其一，嵌入政策规定，建立行政合法性认同。为推进农村互助养

老的规范化运营，W 县先后出台了《W 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W 县建立贫

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等，为互助养老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指导，建立了行政合法性。

其二，重塑村规民约，建立民意合法性认同。在乡村社会互助式微的情形下，W 县积极发掘农村互助养

老的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乡土互助惯习，倡导邻里友爱、团结友善、守望相助的新风尚。其三，融通伦

理道德，建立道义合法性认同。W 县通过组织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发挥伦理道德的影响力，构

建孝老互助的良好氛围，形成道义合法性认同。简言之，基层党组织在落实政策时，大体遵循“政策规

定→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的差序递进逻辑，逐渐带动村民思想认识的转变。

第三，行为的差序整合。村民联动参与的局面得益于县、乡、村三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统筹组织，

以及村庄共同体中内生的组织基础。“五养八延伸”政策下乡后，多数村民持观望态度，抱有“随大流”

的心理。对此，基层干部积极摸查贫困兜底户的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的帮扶意愿，并根据帮扶人的需求，

结合八项延伸服务政策予以精准扶持，减轻其帮扶压力，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随着一批有爱心、有觉

悟村民的先行签约，当地互助养老氛围日渐浓厚，带动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可概括为“党员干

部→积极村民→观望村民→消极村民”的差序行动路径。总之，在党组织的精准激励和有效整合下，W
县有效激活了村民的主体性，形成了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生动局面。

表 1                    W 县农村互助养老中差序整合的特点

行动顺序 社会关系类型 主要动员工具 养老主体 养老方式

第一位序：带头者 政缘关系 政治使命 县级医养中心 集中医养

第二位序：先行者 亲缘关系 孝道伦理 近亲属 亲情赡养

第三位序：主动者 地缘关系 人际情感 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 邻里联养

第四位序：保障者 利缘关系 共同利益 村民共建的村级慈善幸福院 慈善供养

第五位序：兜底者 事缘关系 公共责任 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 包帮助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差序整合”：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四大机制分析

在 W 县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中，“差序整合”基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制度

嵌入机制、关系整合机制、行动激励机制和多方问责机制，规引村民认知、协同多元主体、提高参与水平、

保证责任践履，成为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步骤、关键环节、动力源泉和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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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嵌入：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规引机制

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制度嵌入，是“差序整合”的规引机制，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规引制度。依

据社会空间理论，空间可以细分为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a面对村民对互助养老的消极态度，

W 县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引导作用，以正式制度嵌入村民所处的实践行动空间、社会情感空间和道德文

化空间，推动村民对互助养老政策形成认同，成为“差序整合”的首要步骤。

首先，嵌入实践空间，建构行动认同。W.R. 斯科特认为：“合法性反映一种与相关规定、法律或规

范价值相一致的状态。”b基层党组织通过政策宣导将正式制度规定嵌入村民实践空间，为推动农村互助

养老落地创造了条件。为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基层干部通过上门解读、印发宣传单、发放明白卡等方式，

积极向群众细致讲解“五养八延伸”的实施方案，力图用政策福利打动村民，减轻村民对托养负担的顾虑。

同时，基层干部依据政策规定及时兑现承诺，赢得村民的好感与信赖，建构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行动认同。

其次，嵌入社会空间，激活情感效能。囿于私人关系的紧密程度对村民参与互助养老态度的显著影响，

正式制度还需进一步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以充分利用关系纽带的情感联结功能，更有效地刺激农民

主体参与。在村民漠视村庄公益性事务的背景下，W 县从规划设计到运作执行的各个环节，都积极遵循

乡土逻辑，利用村民间天然联结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趣缘关系，激发村民帮扶身边弱势老人的积极性。

在 W 县 507 份五养协议中，亲友、邻里的托养协议占比高达 84.6%，成为乡村互助养老的主力军。可见，

正式制度只有嵌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才能有效激活社会情感的治理效能，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体系夯

实情感基础。

最后，嵌入文化空间，塑强道德意识。制度是一套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关联性的规则体系，能够

有效规范行为者的角色和行动。c在原有认知中，村民将养老视为个人私领域的事宜，不认可社会化养老。

为有效调适村民的思想观念，基层党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积极推动正式制度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

约礼俗相结合，通过舆论评价和正式评选活动，实现正式规则的社会性认证，以及非正式制度治理效能

的激活。总之，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引导下，农村逐渐形成了发展互助养老的公共氛围。

（二）关系整合：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协同机制

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关系整合，是“差序整合”的协同机制，为协同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筑牢了关

系基础。随着农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趋于松散，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着合作

生产困境。对此，W 县积极营建政企互惠、村级互惠和个体互惠关系，构筑互利共生网络，为促成农民

主体的行动实践整合多方力量，成为“差序整合”的关键环节。

第一，构建村企互利关系，吸纳外部资源力量。为补齐农村互助养老资源短板，W 县专门设立了三

级慈善平台，即村级慈善工作站、乡级慈善分会、县级慈善协会，积极鼓励爱心企业帮扶慈善幸福院。目前，

由爱心企业支持的慈善幸福院已达 18 所。同时，为鼓励村企结对帮扶，W 县在“万企兴万村”活动中，

积极向爱心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并用爱心人士的名字命名慈善幸福院等。在农村互助养老中，企业不但

获得了政策扶持，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口碑和信誉，这成为其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关键动力。

对于乡村而言，经营主体的加入，为其互助养老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资助，成为乡村建设

的重要动力源。

第二，构建村级互惠关系，营建村庄公共氛围。利益贯穿于村民公共活动的始终，是村民政治行为

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的根源。dW 县的村级慈善幸福院探索形成了具有乡土特色的“众筹养老”服务，

老人每月只需支付百元左右的费用，就可以在家门口享有生活照料、就餐送餐、日间休息、文娱消遣等服务。

a　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探索》2023 年第 4 期。

b　SCOTT W R.(2014).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Los Angeles: Sage, 72.
c　ROBERT K.(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3. 
d　邓大才：《利益相关：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产权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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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遵循了乡村社会“安土重迁”的传统惯例，又能满足村民“有利有惠”的利益需求和“穷家难舍”

的情感诉求，也符合农村的实际运营水平。同时，部分村级慈善幸福院还面向留守儿童，提供生活照管

服务，探索形成了“养老 + 管小”的村级公共服务模式。总体来看，村级慈善幸福院通过“共建共享”“老

人互助”“以老带小”的方式实现了村域范围内的互利互惠，推动了村庄互助养老氛围的营建。

第三，构建个体互惠关系，动员农民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蕴含了

丰富的社会交换理念。a“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蕴藏着计算利害得失的理性考量，

只有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双方相互需要的资源时，社会活动才能够产生。因此，农村互助养老的成功

运作，需要遵循社会成员交往的微观行为逻辑，确保交往双方互惠互利。W 县在托养协议中规定托养家

庭需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亡故后的安葬事宜等负责，并承担被托养人的全部生活

费用。被托养人亡故后，其存款、农田、宅基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等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转移至托养家庭。

也就是说，被托养人的交换资源是财产、情感及政府的支持政策等，托养家庭的交换资源是关爱和服务。

基层党组织引领构建的互需互补、互惠互利的机制为双方交换活动提供了契机，是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此，有效协调托养人和被托养人之间的资源配比情况，满足双方的利益需求，是实现农

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行动激励：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动力机制

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行动激励，是“差序整合”的动力机制，为农民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注入了

行动动力。在乡村社会关系离散化的情况下，为破解公共行动困境，W 县精准研判村民的利益诉求，通

过经济利益、服务资源和声誉面子激励机制，促成了农民主体的实践行动，成为“差序整合”的动力源泉。

一是经济利益激励。利益是影响村民公共行动效率的关键变量，有强烈利益关联的公共行动才更容

易产生并成功。b在同情心理、道德自觉的驱动下，村民帮扶贫困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种日常帮扶

行为属于自发性、随机性的个体行动，还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长续化的互助体系。为厘定托养双方

的权责关系，W 县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托养协议书，以制度化的形式明晰了托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助力了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运作，推动了村落情感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二是服务资源激励。目前，推进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主要障碍是托养人难以获得等额回报 c。基于此，

W 县精准对接村民的实际需求，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资源，不但为托养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带薪培训、

创业扶持、贷款帮扶、医疗服务等，而且为其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帮助农村托养家庭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这种补偿回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

负外部性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起到了利益调节的作用，激发了村民参与的主动性。

三是声誉面子激励。在熟人社会中，名声和口碑被视为一种社区性货币，决定着农民在劳作生产、

红白喜事等方面是否能获得他人的扶持，甚至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社交和婚恋。因此，相较于物质激励，

声誉面子激励更能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W 县通过县民政局牵头，联合宣传部门开展“孝亲敬老”

评比活动，推选出“最美家庭”，并颁发“孝亲敬老”荣誉证书。同时，利用媒体力量在全县范围内进

行宣传报道，给予托养家庭声誉方面的回报。这一机制不仅让贫困老人生活有质量、兜底有保障、幸福

有依靠，也让托养家庭享荣誉、得实惠、获支持，从而筑牢了贫困兜底户的保障网。总之，在公共服务

回馈、货币补偿、声誉反馈等激励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得以有效激活，为其持续参与

农村互助养老注入了长效动力。

（四）多方问责：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保障机制

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多方问责，是“差序整合”的保障机制，成为全面激活农村内生力量的重要保障。

a　刘晓梅、刘冰冰：《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1 年第 9 期。 
b　刘伟：《利益、精英和信任：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第 2 期。

c　赵浩华：《社会资本流失下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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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县所构筑的立体化的问责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问责主体的优势，避免分散无序问责，保障了农民主

体实践行动的长效性，为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和持续化运作夯实了基础。

一方面，建构多主体问责的领导机制。建构协同问责的领导机制是开展规范化问责的重要前提。为

保证问责的规范性和系统性，W 县通过明晰问责主体、创新考核办法和落细评价内容，统筹构建了农村

互助养老的问责体系。在 W 县扶贫办的牵头抓总下，县文明办和创建办建立了完善的“五养八延伸”评

比机制。通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邀请被托养人、社会力量、帮扶单位和媒体，进行日常督查、

定期督查、专项督查、跟踪督查、暗访督查等多种形式的监督考察。并根据托养协议的相关规定，将家

庭卫生、生活质量、精神面貌等列为考评的重点指标。协同问责领导机制的建构，能够为各类问责主体

提供方向指南，助力问责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建构多主体问责的监督机制。持续开展监督检查，能够有效规范托养家庭的托养行为，

不断提高农村互助养老水平。其一，被托养人作为托养服务的直接承受者，是最重要的考评主体，有权

利决定终止托养协议。其二，积极发挥被托养人“身边人”的社会监督作用，要求各村组织村组干部、

街坊邻居、五老人员等，定期、不定期深入到贫困兜底户家中，对托养情况进行监督。其三，充分发挥

正式力量的监督作用，由县直帮扶单位统筹组织驻村工作队，通过周二蹲点日探访和日常交流等方式，

及时了解老人近况。其四，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站、自媒体等途径，广泛收集社会

反映情况。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由有关职能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考核不佳的

托养家庭，将取消其享受延伸服务政策的资格，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问题收集和交办机制。简言之，建构

协同问责的监督机制，能够保障农村互助养老规范运作。

四、逻辑契合：差序整合的路径启示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探寻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运作机理，

具有重要价值。为深入揭示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机理，本研究立足于“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

在实证考察河南省 W 县党组织引领农村养老治理的基础上，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运作，在于基层党

组织借助制度嵌入、关系互惠、行动激励、多方问责机制，差序化推动了各类规约制度、社会关系和行

为主体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而差序整合的实现，在于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

蕴含着组织统筹、场域适应和利益激活逻辑。即通过党组织引领下的规范化治理、乡土场域下的嵌入式

融合、利益导向下的共赢式参与，促进了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发展。

（一）组织统筹：基于党建引领的规范化治理

差序整合的首要前提是基于党建引领的规范化治理，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组织统筹。从国家向度上看 ,
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目标是宣传和执行党在基层治理中的路线、方针和战略规划 , 并为基层治理确定清

晰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方向引领与规范指导。

基层党组织应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有效统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农民的现实需求，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

与到农村养老发展中。同时，基层党组织应积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健全的规章制度推进农村互

助养老的规范化运作，为推进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政治保障。

（二）场域适应：基于乡土场域的嵌入式融合

差序整合的关键所在是基于乡土场域的嵌入式融合，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场域适应。情境理论强调

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情境条件三者的关系。其中，情境结构包括关系网络、制度环

境与文化观念等。a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农村互助养老的顺利实现需要外部治理力量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的

物理空间，并在干群互动中，逐步与乡土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非正式制度环境与乡土社会文化观念等

a　Granovetter 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48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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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合，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农民主体等协同参与。

（三）利益激活：基于利益导向的共赢式参与

差序整合的长续动力是基于利益导向的共赢式参与，其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利益激活。理性主义认为，

共同利益是促成共同行动的重要途径。a囿于基层政府、经营主体、村民，对绩效目标、市场形象和服务

质量的不同利益诉求，基层党组织应积极探寻其间共同利益，在农村互助养老的治理实践中搭建合作平台，

强化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各类参与主体的优势，实现多种关系聚合、多元主体聚力和多

方资源整合，从而打造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Differential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Realizing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HAO Ya-guang&PAN Qiong
（Institute of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home-based and institutional care,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 of deepening aging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order, 
with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institution” and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ial ord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of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in W County, Henan Province, and finds that the 
loc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have successfully mobilized their relatives, friends, neighbors and fellow 
villagers to provide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e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focusing on reshaping cognition,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centered on balanced 
mutual benefit, action incentives prioritizing meeting needs, and multi-party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requiring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ese mechanisms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idance, relational foundations, participation 
incentives, and responsibility guarante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They 
achiev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action subjects,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words: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Social Relations, Differential Integration,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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