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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这个间题应该说是产生于迅猛的人 口老龄化和我国 目前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

矛盾
。

表 1 中列出的我 国自 1 9 9 5 年到 2 0 5 0 年间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数据表明
,

在今后的社会

发展中
,
人 口老龄化是中国人 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

而如何保障老年人 口的基本生活水平

与生活质量既是家庭与个人的责任
,

也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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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婚姻
、

生育出男孩
,

在丈夫的荣耀和儿子

的有出息中折射出她们价值的被动状况
。

拥

有了直接表现自我的机会也无疑将减弱妇女

对丈夫的依赖和对男孩的偏好
,

有利于妇女地

位的提高
。

比如在
“

获得别人尊重的三个主要

条件
”

中
,

认为是因为有男孩的比例
,

试点村只

有 1
.

5 %
,

对照村则是 4
.

2 % ;而认为因致 富有

方
、

有知识懂技术的比例在试点村则大大上

升
,

分别比对照村高出 6 % 和 10 % 左右
。

认为
“

随着机械化
、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更好的

生产服务
,

男劳力还会比女劳力重要得多
”

的
:

试点村约 33 %
,

而对照村则高达54 %
。

“

如果政策放松还想再生
” ,

试点村和对

照村的比例分别为 8% 和 16 % ; “

不想再生
”

的

两者比例则分别是
:

67 % 和 46 %
。

由此可见
,

通过社区发 展
,

人们在计划生育方面 已逐渐

从被动的角色转向了主动的角色
,

彻底改变

了传统的生 育观念
,

从而很少会再产生多胎

生育抬头的现象
。

综上所述
,

从社会层面入手
,

以人为本
,

从小到大滚 动式地发展农村经济
、

开展社区

活动
,

可以很好地激发和促进农村妇女积极

参与可持续发展
。

或者说
,

社会发展是农村

妇女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良性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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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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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家庭养老的现状

那么在人 口结构发生剧变的情况下
,

我国 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又如何呢 ? 在讨论这个间

题前有必要对养老的主要内容及形式作一交代
。

养老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
、

生活照顾及精神慰藉三个方面
。

支持这些内容的来源包

括自我
、

家庭以及社会 (或政府 )
。

分辨养老形式时主要根据这三个来源对老年人的生活中所

起的作用来划分的
。

但任何一种养老模式都是混合式 的
,

而不可能区分三种来源的具体划分
。

而且我们也不可想象地认为这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能够单独承担起养老的全部三个方面内

容
。

如家庭养老是指家庭在养老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

但并不排除其它来自个人与社会 (或

政府 )的支持力
。

在这三方面的内容中
,

笔者认为经济供养是最主要的
。

古人云
“

民以食为天
”

就是最好的证明
。

而后两方面的内容 目前基本上都认为仍 以家庭成员的照顾为主 (尽管在城

市中不乏有社会服务等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

但毕竟在全国来看这种比例是比较小的 )
,

特别是

精神慰藉
,

至少在 目前我认为是不可能由社会来承担的
。

老年人 口经济保障的主要渠道不外乎社会保障
、

家庭保障及劳动自保
。

现行的养老制度

与我国 目前的社会经济二元制度是分不开的
。

在城镇中
,

老年人可以通过离退休金来得到基

本的生活保障 ;而在农村则呈现出以子女供养为主
,

以老人 自养为辅
,

以社会和国家供养为补

充的养老模式特征
,

是一种由传统的养老模式 向新型养老模式转变的过渡型模式 (张俊 良
,

1 9 9 5 )
,

即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
。

另外从表 2 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出
,

在城市中老年人的

经济来源以个人为主
,

而在农村
,

则以家庭为主
,

特别是高龄人 口
。

表 2 分城 乡老年人全部经济供养来源的构成

年年龄组组 城 镇镇 农 村村

个个个 人 家 庭 街 道道 个 人 家 庭 村委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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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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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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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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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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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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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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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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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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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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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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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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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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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养老体制下
,

我国 目前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又是如何呢? 我们从老年人健康状况

及老年人 口经济生活质量两个方面来看
: ( 1) 城市老年人的预期寿命 比农村老年人长

,

而农村

老年人平均预期健康年则 比城市长
,

健康余年比也较城市长
。

( 2) 从 1 9 8 7 年到 19 9 2 年间
,

不

论城乡也不分性别
,

老年人 口平均预期健康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改

革的深入
,

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淡化了
,

加上通货膨胀
,

使退休老人和农村大部分未能加入社

会保障体系的
.

老人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

( 3) 城镇老年人 口 面临的是固定的离退休金和不断

上扬的消费价格指数以及通货膨胀
。

19 9 1年在城镇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老人所占比例
,

若以

2 0 00元为标准为 41 % ;以 1 500 元为标准为 25
.

6 % ;若以 1 0 0 0元为标准
,

仍为 13
.

6 % (冯立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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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 5 )
。

而农村老年人 口由于无法享受城镇老年所拥有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待遇
,

其生活处

境比城镇老年更显窘迫
。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现行养老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
。

家庭养老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

( l) 来自人 口结构内部的家庭户平均规模缩小
,

家庭结构

核心化
,

以及代际之间分离使子女对老人的照顾较弱 ; ( 2) 子女由于岗位因素
,

在城市由于工作

需要
,

在农村则表现为子女外出打工
,

从而不可能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来照顾老年人
,

即个人事

业的发展与家庭养老之间的矛盾 ; ( 3) 独生子女家庭存在代际倾斜 (即
“

重幼轻老
”

)现象
。

( 4)

老年人平均预期寿命在延长
,

但平均预期带病年限也在增长
,

使 日常护理和生活照顾提出了另

外的要求
。

三
、

问题的讨论

由上述背景与挑战可见
,

我国的这种养老保障方式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

它将对今后的社会

发展
,

特别是对老年人 口的生活与生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

那么到底有什么措施来改进这

种方式呢 ? 无非就是许多学者与政府 目前所倡导的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这种方式是否真

的可行呢 ? 我持否定态度
。

当然在分析之前必须说明的前提条件是
,

在 目前我 国社会经济二

元制度尚未取消之前
,

城市与农村的养老保障方式应该予以分别考虑
,

这是毫无疑 问的
。

假定实行 自我养老方式
,

那么 目前城市老年人 口的生活水平已经推翻了这种方式的成立

条件
,

更不用说是农村的老年人 口 了
。

如果全社会共同实行社会养老方式
,

假设所有的老年人 口
,

不论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
,

都

能够得到基本的经济供养
,

老年人口的生活照顾也可以通过社区服务等社会化的养老部门提

供
,

那么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来 自何方 ? 在中国
,

数千年的历史使赡养父母成了一种传统美德
,

而老年人对于子女的供养并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供养
,

最主要的是精神慰藉
,

这是社会养老

方式不可能替代的
,

就连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后
,

仍然 回过头来强

调这一点 (乔晓春等
,

1 9 95 )
,

更何况是具有这种传统的中国呢 ?

其次
,

我们分居家养老和公寓养老 (当然这仅是养老地点的差异
,

但我们仍假设是在社会

养老方式下 )来讨论老年人的生活照顾问题
。

不可否定
,

由于社会的进步
,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由于追求个人的发展而无暇照顾自己的双亲
,

特别是在农村
。

那么如果在居家养老
,

老年人的

生活照料只能 由社会服务和 自我照顾来解决
,

前者给老年人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

后者却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矣 ! 如果是公寓养老
,

这种经济负担则将更重
,

完全有可能超过大部分老年人自

身所能承担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习惯问题
,

因为精神慰藉对老年人
,

特别是中国的老年

人的生活来说是最主要的
。

尽管进入老年公寓后生活上照顾较好
,

但人际关系与生活环境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
,

离开了原先熟悉的生活环境
,

脱离了原先熟悉的社交范围
,

进入一个新的环

境
,

在老年人适应能力差
、

怀旧心理重的情况下
,

倒反而不利于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快乐 ;同时
,

至少 目前老年人的思想还未曾受到现代文 明的冲击
,

仍保持着中国的儒学思想
,

他们认为缺少

子女的供养是人生后半辈子最不幸的事 ! 那又如何使他们高兴呢 ? 同时
,

这种公寓在城市可

能
,

设施较齐全
,

但在农村各种设施与服务是否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呢 ? 因此这种方式仅仅解决

了家庭养老中所存在的部分缺陷
。

再来看看经济供养状况
。

如果实行了社会养老
,

那么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是否

一 4 8 一



会有提高呢 ?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的最主要的 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

生活水平呢
,

还是为了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呢 ? 我认为在我国 目前的社会

经济发展条件下
,

现行养老保障的最主要的 目的应该是为了保证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质量与

生活水平
。

那么即使是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
,

试想政府要对 1
.

2 亿左右的老年人 口

进行生活保障
,

其基本的支出又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 ? 现在我国对于城市老年人 口 的离

退休金已感到 力不从心
,

更何况随着城市离退休人员的迅猛增加
,

这笔费用将成倍地增加呢 ?

又如何承担农村老年人 口呢 ? 仅上海市 1 992 年离退休费用就达 6 95
.

2 亿元
,

占职工工资的

1 7
.

6 7 % (乌卜沧萍
,

19 95 )
。

如果说是社会集资保险
,

( 1) 由于集资渠道的单一
,

使资金总量不足

以全面推行社会养老保险 ; ( 2 )即便是有较大的资金总量
,

由于缺乏可靠的法律和政府手段保

障
,

难保资金量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含金量 ; ( 3) 由于我国老年人 口的素质较低
,

特别是农村

的老年人 口
,

难以形成较强的养老保险意识
,

特别是目前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未真正覆盖

农村的各个角落
,

很不利于今后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 ; ( 4) 同时
,

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与机制

下所筹的这笔资金能有多少被保证真正地用在老年人身上呢? 当然在城市
,

通过制定相应 的

法律
、

法规来保证集资金能够顺利运用在老年人身上是有可能的
,

但前三者又将如何解决呢 ?

这条道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 !

因此
,

尽管家庭养老面临着许多挑战
,

尽管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实现养老功 能的转移
、

替代与扩展是必然的趋势
,

但我仍认为
“

家庭养老
”

这种方式将在中国长期存在
。

在中国的城

市中
,

是由于精神慰藉这一因素不可能完全由社会来代替 ;在农村
,

尽管家庭养老方式不利于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而且计生工作也呼唤着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
,

但由于社会养老

体系在农村的建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

因此为防止 出现养老真空的情况
,

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

养老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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