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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樊 卓 思　 　 　 杨 生 勇

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
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有多维度特征并由多种原因造成，其服务贫困治理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和更新服务理

念。 在政策完善和服务理念更新的过程中，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会工作应在与农

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价值契合性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规和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推动者、资源

链接者、服务提供者和使能者等的功能，找准社会工作介入的内容和层面，运用社会工作的独特方法，对农村空巢

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过程实施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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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突出

服务贫困与经济贫困是贫困的两个不同的维

度。 经济贫困主要表现为经济收入低，而服务贫困

则表现为在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及生活照料服务等

方面的缺失。①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加

速，我国独居或夫妇二人独自生活的空巢老人与日

俱增，服务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中
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空巢

老年人已将近 １ 亿人。 在农村，由于年轻的家庭成

员进城务工，老人被动或主动与子女分居，空巢老人

更为普遍，空巢老人率达到 ４５％，远高于城市。②而

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空巢老人将在今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
目前，大多数农村空巢老人物质生活基本上有

保障，实现了物质层面的老有所养，摆脱了经济贫

困。 但是，子女外出务工，常年不在身边，对农村空

巢老人的照顾不到位，老人较少获得家庭方面的帮

助与支持，其服务贫困问题尤为突出。 服务贫困比

经济贫困给农村空巢老人造成的伤害更大，很容易

导致老人精神上空虚、生活上无助，从而引发严重的

社会问题。 一些农村空巢老人因与亲人长期分离，
日常精神生活变得无聊、无助、无所适从。③一些行

动不便或失能的农村空巢老人由于得不到家人的照

顾而意外事故频发，甚至出现老人自杀后无人知晓

的极端情形。 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大陆老年群体自

杀率较以往有增加趋势，达到 ３７．３４ ／ １０ 万人，仅次

于韩国和我国台湾省。④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

题及其治理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２．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研究亟待深入

社会工作始于西方国家，西方学者对老年人与

社会工作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美国学者

扎斯特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Ｚａｓｔｒｏｗ）认为，老年人面临地

位低下、生理疾病、亲情缺失等问题，社会工作者能

向老年人提供个人及家庭咨询、危机干预、日间护理

及中介服务等。⑤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老年人面临的

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仝

利民认为，应重视对空巢老人的社会服务，不断完善

社会工作参与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政策。⑥游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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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空巢老人精神生活贫困，缺乏生活照料，应更

新社会工作理念，发挥社会工作在空巢老年生活服

务中的帮扶作用。⑦张岭泉等探讨了社会工作介入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路径，提出政府、社区、社会力

量三方合作，建构社区、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者四社联动的农村老人专业服务模式。⑧王郁

芳等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

老的影响因素，发现社区支持是农村空巢老人精神

养老的重要依托。⑨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村空巢

老人的精神需求、精神赡养等问题。
上述相关研究鲜有提及服务贫困一词，对农村

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的研究不

足。 ２０１５ 年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研究主题集

中于经济扶贫与社会工作介入问题。 而 ２０１７ 年王

作宝对服务贫困的研究，只是阐述了服务贫困的含

义，探讨了未成年人的服务贫困及治理问题，对老年

人服务贫困问题尚未涉及。⑩人人都会老，“如果我

们现在不面对、不解决老人问题，将来我们将处在悲

惨的境地中”。 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社会工作精准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

的空间与路径。

二、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的表征

及原因分析

　 　 １．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的多维度特征

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

着自由和权利等福利的丧失。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

困问题具有多维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文化娱乐服务贫困。 文化娱乐是老人的重

要精神食粮，农村空巢老人普遍对文化娱乐服务有

需求。 在辽宁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对健身器材、书画

棋牌比赛、戏剧演出、广播站、图书馆博物馆表示非

常需要和比较需要的占比分别是 ３４．１２％、３２．３７％、
３１．２４％、２３．７６％和 １３．４８％。而目前农村空巢老人

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

（麻将）或者是有赌博性质的活动，其他娱乐活动非

常少。 笔者在湖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调查时，曾访谈

了 ５３ 位空巢老人，发现 ７０％的老人从来没进过公

园、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场所。
（２）精神慰藉服务贫困。 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

多数进城务工，一般逢年过节或有重大事情时才会

回家看望父母。 在这种子女长时间离开老人的情况

下，老人往往有较强的孤独感和心理问题，对子女有

意见，有的老人甚至认为自己被子女遗弃。 农村空

巢老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意愿较低，当空巢老人与

子女或邻里发生矛盾或权益受到损害时，一般不愿

意诉诸法律，而是希望有人在精神上给予同情和支

持。 但农村社会关系复杂，一些人攀比心理较重，空
巢老人较难得到来自同村人或亲戚的精神慰藉，有
的人甚至对空巢老人幸灾乐祸。 笔者在对湖北一些

村庄空巢老人的调查中发现，对精神慰藉服务有需

求的空巢老人占 ５８．５％，而其中有 ６７．７％的人需求

得不到满足。
（３）信息咨询服务贫困。 农村空巢老人独自居

家，信息闭塞。 他们对信息有强烈的需求。 从信息

需求结构看，农村空巢老人逐渐从以关心果腹为主

转向以寻求情感安抚和安全为主。 从需求的信息内

容看，农村空巢老人既需要亲属尤其是子女外出的

劳务安全信息，又需要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养老、医
疗保障政策等信息。 然而，农村空巢老人很难从网

络、电视、报刊等现代媒体获取信息，其信息来源渠

道主要是亲戚好友或村民，信息缺乏权威性、系统性

和准确性。 在笔者访谈的 ５３ 位湖北农村空巢老人

中，有 ８０％的人表示信息多是道听途说，难辨真假。
（４）卫生保健服务贫困。 农村空巢老人大都年

老体弱。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保健意

识和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据相

关调查，有近 ７０％的农村空巢老人需要医疗保健服

务，需要服务的项目主要有定期身体检查（６５％）、
紧急救 援 （ ４６％）、 家 庭 医 生 （ ５５％）、 药 品 使 用

（４３％）、康复护理 （ ４６％）、健康宣讲咨询 （ ３２％）
等。但实际上，农村空巢老人的这些需求很难得到

满足，一些老人基本上没进过医院体检，只有大病重

病才到医院看医生。
（５）生活照料服务贫困。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农村空巢老人对生活照料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
在豫东南农村，有 ７５．９５％的留守老人表示需要生活

照料服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留守老人往往

担心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时无人照料，对生活照料服

务的需求随之增加。 然而，农村空巢老人能够获得

生活照料服务的不多。 农村社会照料服务主要针对

鳏寡孤独者，有子女的空巢老人很难获得社会照料

服务。 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成员照料的情况也不容

乐观。 由于子女常年进城务工，农村空巢老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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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自己或配偶进行生活照料。 有 ５９．２３％的留守

老人平时依靠配偶或自我照料，生病后有 ６１．５％的

留守老人采取自我照料的方式。在湖北某县农村，
有 ６．１％的老人在需要照顾的时候得不到照顾，单独

（无配偶）老人无人照顾的比例达到 １５．１％。我国

农村老人照料有家庭化偏好，家庭是老人照料体系

的核心。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照料服

务贫困问题显得比较严重。 常有空巢老人“躺在地

上”而子女“在通讯录里”，甚至有独居老人在家中

死亡多日竟无人知晓的情况发生。

２．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

性问题。 与城镇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存在

更多的劣势。 其服务贫困的原因体现在多个层面。
（１）在社会层面，公共物品匮乏。 公共物品主

要由政府提供。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我国

政府公共物品投资向城镇倾斜，农村公共物品无法

得到有效供给。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 （第三号），到 ２０１６ 年年末，我国 ９６．８％的

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７０．６％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

健身广场，１１．９％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５６．４％的乡

镇有敬老院。 住在乡村的老人很难享受到这些福

利。 从村级情况看，８２． ８％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
８９．９％的村通宽带互联网，８１． ９％的村有卫生室，
５４．９％的村有执业（助理）医师。很多村庄尚没有

居家养老服务站、养老院。 社区活动场所对老年人

多维贫困的影响很大。 有研究表明，社区活动场所

种类每增加 １％，社区老年人多维贫困指数（ＭＰＩ）就
减少 ０．０５１。可见，由于农村文化娱乐、养老服务、
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匮乏，社会未能为农村空巢老

人提供必要的环境和保障，从而导致农村空巢老人

没有享受到应享有的公共物品福利，陷入服务贫困。
（２）在家庭层面，经济收入有限。 服务贫困是

伴随着经济贫困而存在的。 经济贫困会影响空巢老

人对服务资源的获取，导致服务贫困。 与城镇相比，
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依然较低。 虽然农村空巢老人子

女进城务工，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有利于降低农村

空巢老人陷入服务贫困的可能性，但现实中农村劳

动力进城务工收入并不高，农村老年人大多依靠土

地收入和微薄的养老金收入。 ２０１８ 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 ３９２５１ 元，而农民工人均月

收入仅为 ３７２１ 元，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

１４６１７ 元。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农村空巢老人难以

购买社会化服务，很多老人只能居家自我养老，自我

服务。 据调查，约有 ７５％的农村老年人常年有病而

因经济条件限制得不到医疗服务。一些家庭需要

请人照顾年迈的老人或送老人到养老院，也因经济

问题而无法实现。
（３）在个人层面，文化观念落后。 个体素质对

老人多维服务贫困的影响很大。 如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

大。据测算，不阅读书报的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

困的发生比是阅读书报的 １．６６８ 倍，阅读书报对缓

解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产生重要影响。农村空巢

老人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如在笔者访谈的 ５３ 位

湖北农村空巢老人中，只有 １２ 人是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其余的均为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文盲。 这些老人

不能理解或不愿意接受社会服务，一些老人信奉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习惯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

式，缺乏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

三、传统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缺陷：
政策与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动老年人

养老服务发展的法律和政策，这对于缓解农村空巢

老人服务贫困状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实际效果

表明，现行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政策与理念

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１．政策有规定，缺配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后，前后经历

了多次修正。 其中，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修订的我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 该法规

定，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应当经常看望

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给予赡养人探亲假。
但是，对农民工来说，这条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难以执行。 国务院及中央部委先后发布的多种关于

养老服务的文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为农村老

年人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 然

而，这些养老服务政策多是原则性、综合性和一般性

的规定，具体措施和具有操作性的内容较少。 如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提出，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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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将养老资源向

农村倾斜。 但是，上述文件少有具体措施和具有操

作性的内容。 虽然有一些养老服务政策提出了相关

的要求和保障措施，但缺乏约束力、强制力与激励机

制。 如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

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提出发展农村社区

老年教育，并提出加强组织实施、完善经费投入机制

等保障措施，但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考核没有规定；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出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同时要

求强化督促落实，强化问责机制，但如何严肃追责语

焉不详。 政策中的一般性规定及缺乏衔接的只言片

语难以成为解决农村老年人服务贫困问题的有效保

障。 很多地方为更好地落实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应

的实施方案，但这些方案大多数内容也只是重复或

强调国家政策的内容，提出一些一般性的任务与措

施，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和奖

惩制度。 另外，一些政策向上协调争取难，在实际工

作中部分政策难以落实到位。 由于配套政策和具体

措施的欠缺，农村空巢老人心理慰藉、卫生保健、日
常照料等特殊问题和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帮扶与支

持，农村在养老服务模式实践、服务内容、服务对象

等方面严重滞后于城镇。
２．理念重应急，轻常态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而农村经济发展又相对落后于城镇，物质性养老

资源稀缺，目前人们养老观念依然延续着重物质需

求、轻精神满足的惯性。 在农村家庭中，很多子女对

老年父母的心理或精神需求不理解、不重视；对老人

服务需求的满足仍采取“抓大放小” “重急轻缓”甚
至“可有可无”的态度；对老人“重医不重养”，只有

老人失能或生病时才去看望和进行照料护理，平时

则由老人自己生活、自我照料。 社区和养老机构由

于人力不够、能力素质不足，只重视对老人生活起居

的照顾，或只重视在一些重要节日开展文娱活动，忽
视平时与老人的情感交流，没有及时提供精神抚慰

服务。 一些单位和社会组织如学校、“三农协会”等
对农村空巢老人会有一些慰问活动，但比较重视对

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如失能老人或需要紧急救援老

人的慰问，忽视对其他老年人提供常态化的精神生

活照料服务，缺乏对老年人的兴趣培养、社会价值开

发等服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养老服务政策

多是基于“补缺型”的社会政策模式构建的，即当老

人遇到困难或出现重大事故时才引起重视和提供服

务。 这种服务政策在本质上是消极被动的而非积极

主动的，只能解决服务对象短期的、已经遇到的困

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服务贫困的问题，并且容

易导致被服务对象对服务制度的福利依赖。 从未来

看，这种“补缺型”的消极服务政策难以持续提升农

村空巢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
可行性与操作性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的特征及其治理存

在的弊端，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体系，并
投入专业人员，以保障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另一方

面需要不断反思和更新服务贫困治理的理念。 前者

需要制定专门针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的治理政

策，并加大投入专业人员执行相关政策，这需假以时

日才能实现。 后者需要更新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

的治理理念，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因此，需要探

索一条兼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短期内能见到实际效

果的路径来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作出回

应。 这就是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鼓励社会工

作者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
１．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

社会工作是帮助人的专业活动，这种活动能够

提升和恢复受助人的社会功能。 社会工作在贫困治

理过程中具有补位作用，其理念、专业方法是人类在

同贫困作斗争及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

成和发展的。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

治理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１）从介入的基础看，二者的价值理念存在契

合性。 社会工作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被价值

注满”的工作，其价值理念与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

困治理所遵循的价值理念高度一致。 社会工作帮助

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实际的服务和福利，不是简单的

人道主义和简单的慈善施舍；社会工作者是更加积

极的被称为“做好事的人”“奉献心灵的人”。社会

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解、接纳、尊重等价值理

念，给予受助者有尊严的支持和帮助，以安抚受助者

的情绪，缓解其心理压力。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

治理是政府、社会为保障空巢老人平等获得服务的

机会，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及生活照料服务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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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其提供的一种援助。 它需要一种积极、全面、人
性化、个性化和多元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这与社

会工作“助人”的价值理念相吻合。 所以，在价值观

上，社会工作与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具有高

度契合性，这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

困治理提供了基础。
（２）从介入的保障看，有法律政策的支持。 社

会工作开端于 １６０１ 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

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工作开始成为一个

独立的专业。 在我国，社会工作是舶来品，与本土文

化有冲突之处，在实践中社会工作的合法性也时常

遭受质疑，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正在逐步建构。
２００６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启了社会工作

的帷幕。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公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正式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提出了要发挥社会工作

者在社会救助领域的作用，鼓励社会工作者为被救

助者提供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等专业服务。 ２０１５ 年

民政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鼓励民间资

本举办养老服务专业机构，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引入

社会工作人才。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法律和政策体

系正在不断完善和优化，这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空

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保障。
２．社会工作介入的操作性

社会工作应根据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的特

征，找准介入的内容和层面，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

使能者、政策宣传与推动者、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

者等功能作用，运用独特的方法，对农村空巢老人服

务贫困治理的过程实施介入。
（１）在介入的内容上，赋能与赋权并举。 农村

空巢老人服务贫困的维度主要体现在精神慰藉、卫
生保健及生活照料服务贫困等方面。 要解决这些问

题，社会工作者除发挥资源链接、服务提供等作用，
为空巢老人挖掘精神慰藉、卫生保健和生活照料等

服务资源，以及直接为空巢老人提供心理疏导、精神

安慰、卫生保健和生活照料等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

为农村空巢老人赋权和赋能（增能），让老人自我管

理，实现“助人自助”的理念和价值。 赋权和赋能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二者含义有所不同。赋权是

“授之以鱼”，强调赋予某种资格，重点在于社会生

存权；赋能是“授之以渔”，侧重于赋予能量，着眼于

提升发展权。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

务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应将赋权与赋能相结合。 一

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法律和政策宣传，提高农村空

巢老人的权利意识，呼吁落实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权

利如失能照料权及在家庭、社区活动中的参与权等，
提升老人在家庭、社区中影响他人及资源分配的能

力。 同时，找准农村空巢老人的“优点视角”，促使

其发现自身的优势与潜能，鼓励其参与各种有益的

社会活动如参与互助养老和志愿服务等，帮助其实

现自我赋权。 河北省的一些农村社区鼓励空巢老人

组成互助组“抱团养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

一方面，对空巢老人进行培训，讲授国家养老政策、
相关医疗保健及应对突发事件等知识，提升其自我

服务、自我管理或参与自助养老服务的能力，实现自

我赋能。
（２）在介入的层面上，宏观与中微观并重。 农

村空巢老人在精神慰藉、卫生保健、生活照料服务等

方面的缺失，有个人、家庭和社会多方面的原因。 要

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工作应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

层面上介入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不可偏废。
在微观层面上，以农村空巢老人家庭和个人为对象，
通过谈话等方式引起子女对老人精神生活的重视；
针对空巢老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直接为其提供全

面、具体的精神慰藉、卫生保健和生活照料等方面的

服务。 在中观层面上，应以社区和当地学校为平台，
通过社区、学校、家庭的通力合作，为农村空巢老人

的精神慰藉、卫生保健和生活照料等寻求多方面支

持，拓展老人服务贫困的治理空间，促进农村空巢老

人服务贫困治理理念的更新。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

工作者既要大力宣传和倡导社会政策，以促使社会

政策顺利实施，又要收集农村空巢老人的各种服务

需求信息，发现其服务贫困的新变化及其治理面临

的新挑战，主动与政府互动，把这些新挑战、新问题

及时反馈给政府，促进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不断完

善，以更好地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需求。
（３）在介入的方法上，间接服务方法与直接服

务方法并用。 社会工作方法分为直接服务和间接服

务两大方法。 直接服务方法是给受助者直接提供社

会服务，通常包括常用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法、
小组工作（小组治疗）法和社区工作（社区组织）法。
间接服务方法是对受助者实施帮助前的社会工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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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式，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社
会工作咨询和社会工作研究等。 目前社会工作的间

接服务方法尚未引起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介入农

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间接服务方法，主要是

社会工作咨询和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咨询指社

会工作者对空巢老人有疑惑的问题进行解答，向其

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重点

仍在城市，农村尚未普及。 农民还习惯于政府部门

的服务，未形成“有困难找社工”的观念。所以，要
做好咨询工作，社会工作者应熟悉农村空巢老人所

在的“情境”，使老人解除戒备心理，主动与社会工

作者互动，共同实施服务方案。 社会工作研究指社

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社会

福利政策进行研究。 社会工作者应总体把握农村空

巢老人服务贫困的特征，并对社会工作介入机制进

行研讨。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

治理制度创新，也能够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知识水

平和社会工作质量，使社会工作持久向好发展，为农

村空巢老人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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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ｔｙ－ｎｅ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ｔｙ－ｎｅｓｔ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ｓ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ｔｙ－ｎｅｓｔ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ｔｙ－ｎｅｓｔ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
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ｒｓ，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ｍｐｔｙ－ｎｅｓｔ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ｅｍｐｔｙ ｎｅｓｔ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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