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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
,

而这一观念主要是由孝道来维系的
。

这有好的一面
,

使中国社会具有养老敬老的优 良传统
,

但也有不好的一面
,

所谓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
” ,

至今仍成为独生子女政策的一大障碍
。

解放以来
,

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

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这也

直接关系到养老敬老的问题
。

目前我国盛行的养老方式仍处于一个过渡时期
,

它是在解放前

家庭养老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社会的扶助
,

这与未来的
“
社会养老

”
还有很大的距离

,

因而也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

据统计
,

我国年过六旬的老人 已逾 9 千万
,

其中只有 30 %的

人享受养老金
,

即是说
,

70 %的老人仍要依靠家庭养老
,

只要这一状况继续存在
,

所谓
“ 积

谷防饥
、

养儿防老
”
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消除

。

本文共分四部分
: 一

、

中国的老龄化及其预测
; 二

、

中国的养老方式 ; 三
、

当前中国的

家庭养老 ; 四
、

问题与前景
。

一
、

中国的老龄化及其预测

迄今为止
,

我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已达 9 千万以上
,

占人 口总数的 8 %
,

其中 65 岁以上的

老人 已有 5 5 0 0万
,

占人口 总数的5
.

5%
。

①我们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 1 9 5 3一 1 9 8 7年期 间

,

中

国老年人的长寿水平并不稳定
,

而 80 年代明显高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水平
。

根据 19 8 2年的人 口年龄构成和近年来的总人 口预测
,

我们可以计算出我国未来老龄人 口

( 65 岁以上 ) 的数字和所占总人 口的比例
。

预计到2 0 0 0年
,

老龄人 口将达到 8 6 4 8万
,

占那时

候总人 口的 6
.

9% ; 到 2 0 2 0年
,

老龄人 口为 1 05 4 2万
,

占7
.

9% ; 到 2 0 2 0年
,

老龄人 口为 1 5 0 9 3

万
,

占1 0
.

6% ; 到 2 0 3 0年
,

老龄人 口 为 1 9 8 1 6万
,

占1 3
.

5 % ; 到 2 0 4 0年
,

老 龄 人 口 为 2 5 6 5 3

万
,

占 17
.

4%
。

2 0 4 0年以后
,

中国人 口的老龄化速度才会稳定下来
,

到那时候
,

老龄人 口占

未来总人 口的比例甚至会略有下降
。

如果我们将 1 9 8 2年的老龄人 口数作为基数
,

则 2 0 1 0年就将翻一番
, 2 0 3 0年将 翻 两 番

,

2 04 0年的老龄人口将是 1 9 8 2年的5
.

2倍
,

即增加两亿人之多
。

预计 2 0 4 0年将是中国老龄 人 口

的高峰年
,

其人数相当于 19 8 0年全世界老龄人 口的总和
,

或相当于 2 0 4 0年所有发达国家老龄

人 口 的总和
,

到那时候
,

中国将成为一个高龄化的国家
,

仅次于瑞典
、

联邦德国和 日本 (届

时这三国的老龄人 口占各国总人 口的比例都将超过 20 % )
。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报告
, 1 9 5 0年全世界 65 岁以上的人 口占总人 口的 5

.

1%
,

其 中 发

达国家占7
.

6% ; 发展中国家占3
.

9 % ; 预计到 2 0 2 5年
,

全世界 65 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 口 的

9
.

7 %
,

其中发达国家将占 17
。

4%
,

发展 中国家将占8
.

2%
。

我们从这一预测中可以看到
,

发

达国家的老龄人 口比例从 7
.

6 %上升到 17
.

4%共用 7 5年时间 (从 1 9 5 0年到2 0 2 5年 )
,

但 中 国

① 《中国统计年鉴》 ( 1 988 年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老龄人 口比例从 7
.

9 %上升到 1 7
.

4 %却只需 0 3年 (从 20 1 0年到 0 20 4年 )
。

这说明下世纪 上 半

期
,

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将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多
。

二
、

中国的养老方式

我们可将中国的养老方式划分为三个阶

段
: 1

.

旧中国的家庭养老 ; 2
.

现时期的家庭

养老为主
,

社会扶助为辅 , 3
。

未来的社会养

老
。

(一 ) 旧中国的家庭养老

1 9 4 9年 以前
,

中国的老年人全由家庭负

担
,

所谓
“
养儿防老

” 正是小农经济和封建

父权制家庭制度的产物
,

它促使中国人将亲

子关系看得 比夫妻关系更重
,

由此而形成的

表 1 中国老龄人口的长寿水平

年

长寿水平%

1 9 53 ! 1 9 6 4 1 1 9 8 7

{
;

.

5

}
;

.

3

1
6

.

6

注
;
长寿水平的计算法

: 8 0岁及 8 0岁以上人 口数
60 岁及 60 岁以上人口数

’

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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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

” 观念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 “ 多子多福

” ,

中国人认为
,

子孙愈多
,

老年就愈有保

障
。

但可惜的是
,

在旧 中国
,

富人钱多
,

穷人子多
,

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很多人

的老年生活都是没有保障的
。

一言以蔽之
,

旧中国的 “
家庭养老

”
模式是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

(二 ) 现时期的家庭养老为主
,

社会扶助为辅

这是过渡时期的养老模式
,

这一过渡时期又可再发展到社会养老为主
,

家庭扶助为辅
。

当前享受离
、

退休金的老年人主要是党政干部
、

国营企事业和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

工作人员
,

这部分人员占全部老龄人口的 30 %
。

不拿任何养老金的人主要是农民
、

个体工商

业者和城镇无业居民
,

这部分人占全部老龄人 口的 70 %
。

在农村
,

大多数 70 岁以下的老年男

子仍然坚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

而老年妇女则大多数忙于家务和带孩子
。

那些没有亲属可供赡养而又失去劳动能力的孤老们可享受五保待遇
,

一般 由当地政府负

责
,

或住福利院
、

敬老院
,

或单住而由街道
、

乡村
、

邻居
、

朋友
、

志愿服务人员包干
,

这类

老人的生活水平往往比那些虽有子女但家境贫寒的老人要高一些
。

—
一些研究表明

,

凡是建有较多敬老院的地区
,

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也较多
,

这

是因为
,

他们的后顾之忧较少
。

80 年代
,

有些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
,

大约 己有 1百

多万人定期领取养老金
。

(三 ) 未来的社会养老

要达到这一 目标
,

还需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

只有在经济和社会都得到高度发展后
,

才有可能实现
。

我们经过努力
,

可以逐步实行
,

即先由社会赡养所有无依无靠的老人
,

再由

社会对那些远离子女的老人实行包干制度
,

进而发展到社会优先包干独生子女家庭
,

然后是

双子女家庭
,

再扩大到多子女家庭
。

三
、

当前中国的家庭养老

作为一项国策
,

家庭养老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婚姻法的保护的
。

《宪法 》 第 49

条规定
: “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

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

禁止破坏

婚姻 自由
,

禁止虐待老人
、

妇女和儿童
。 ” 《婚姻法》 第 2 条规定

: “
保护妇女

、

儿童和老

人的合法权益
。 ” 《婚姻法》 第15 条规定

:
,’. 一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

子女不履

,

4 4
,



行赡养义务时
,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

” 《婚姻

法》 第 22 条规定
:

t’.
· ·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

外孙子女
,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
、

外

祖父母
,

有赡养的义务
。 ” 以上条款阐述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

对近几年

来一些家庭签订赠养老人协议书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

1 9 8 6年 5 月
,

中国老年学学会正式成立
。

接着
,

一些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

地区性老年学学会
。

报刊
、

广播
、

电视和公众舆论对老龄间题愈来愈关注
,

各种老年活动中

心也纷纷建立
。

如今
,

全国已有 16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和相当一部分地方制定了保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的地区性法规
,

这将为制定全国老年法提供依据
。

在当前我国政府实行独生子女

政策的情况下
,

制定一部 《老年法 》 是至关重要的
。

目前
,

9 5%的老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
,

不少研究表明
,

中国家庭依然是老年人的活动中

心
。

中国城镇老年人每天在家的活动时间人均在 2 0小时左右
,

这包括睡眠
、

家务
、

看 电视
、

其它活动等等
,

而 出外活动的时间人均每 日仅 4小时左右
,

这包括工作
、

学习
、

体育活动
、

社会交往
`

、

文娱活动等等
。

中国农村老年人每天在家的活动时间更长
,

高达 2 1
.

2小时
,

而在

外活动时间仅为2
.

8小时左右
。

就广大老年妇女而论
,

她们在家时间比老年男子更长 ( 城 市

为 2 1
.

5小时
,

镇为 2 1
.

4小时
,

乡村为 2 2
.

2小时 )
。

对绝大多数中国老年人来说
,

家庭不仅是 日常生活的场所
,

而且是保健
、

医疗
、

娱乐
、

接待亲朋好友的场所
。

有许多老年人甚至将外边的活计拿到家里去做
,

这样一来
,

家庭又成

了他们的工作场所
。

从感情上说
,

中国家庭更是维护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中心场所
。

一些调查

表明
,

中国老年人对晚年家庭生活大多感到满意
,

这是因为
: 1

。

老年人的期望本来就不高
,

因而容易满足 ; 2
。

多数中国人都活得很累
,

家庭经济也不宽裕
,

在这种情况下还尽心赡养和

照顾老人
,

老人也就感到满意了 , 3
。 “
家丑不可外扬

” ,

尤其是老年人
,

大多通情达理
,

即

使对子孙不大满意
,

不到矛盾激化的地步也不会轻易向调查者说不满意的
。

因此
,

一涉及婚

姻和家庭的隐私问题
,

是很难调查出真实数据的
。

究竟中国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满意程度如

何呢 ?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

当前中国的家庭养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

(一 ) 老年夫妻相依为命
,

子女亲属从旁扶助

在 6 。岁 以上的中国老龄人 口中
,

有配偶的老年人仍占6 0
.

27 %
。

由于中国的婚姻状 况 比

较稳定
,

老年人离婚和分居的比例都不高 (其百分比分别为。
.

64 和 1
.

88 )
。

随着老人年龄的

增长
,

有配偶的比例逐渐降低
,

而丧偶的比例则逐渐上升
。

此外
,

寡居的老年妇女人数也大

大超过老年男子
。

从老年人家庭类型结构来看
, “ 一对夫妇户

”
占12

.

9% (城市为 20
.

9%
,

镇为 22
.

5%
,

县为 7
.

5% )
,

一般说来
,

城镇高于乡村
,

这主要是因为
,

城镇老年人领离退休金的比 例 较

高
,

其他收入也较多
,

且大多享受公费 医疗待遇
,

城镇的各种社会服务也远较乡村便利
,

因

此
,

城镇老年人的
“ 一对夫妇户

”
高于乡村

。

在今后
,

这种状况仍将存在
。

(二 ) 老年人与子孙住在一起

在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的家庭结构类型中
, “ 二代户

”
占2 9

.

2%
, “ 三代户

”
占50 %

,

“ 四代以上户
”
仅 占 3 %

。

无论是城镇
,

还是乡村
,

都 以
“
三代户

”
所占比例最高

,

其次是
“ 二代户

” 。

与已婚或未婚的子孙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大多生活自理
,

而较重的家务活 以及外出采购等



事多由子女或孙子女承担
。

这类老人在生病时多能得到较好的照顾
,

在感情上也有较多的寄

托
。

老年人都是疼爱子孙的
,

他们大多帮助儿女们料理家务
、

看护孩子
,

许多老年人都充当

了家务劳动的主力军
,

尤其是老年妇女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许多家庭也离不开老人
。

(三 ) 老年人与子孙分住
,

但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类家庭虽然分住
,

但住地往往离得很近
,

以便相互看望和求助
。

这类人的家庭关系并非

不好
,

其中有些人的家庭关系甚至比那些同住者更为融洽
,

因为他们可 以避免一些家庭矛盾
,

双方都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而争吵
,

彼此客客气气
,

处理问题也会冷静得多
。

近年来
,

这种家庭养老的方式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

如果住房不那么紧张 的话
,

相信会有更多的家

庭这么做的
。

有调查表明
,

天津有 1 6
.

67 %的老年人与子孙分住
,

上海为 1 9
.

9%
,

北京为 1 8
.

9%
。

这类家庭更容易建立新型的平等关系
,

有助于改变重亲子关系而忽略夫妻关系的传统观念
,

有利于减少父权思想和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

有益于减少摩擦和消除一些代际隔阂
。

(四 ) 其他家庭养老方式

最常见的是病中护理
,

一旦老人生病
,

家庭成员们往往都会轮流守护
。

二是经济补贴
,

倘若子女较多
,

他们往往分摊老人的生活费用
。

三是帮助料理家务
,

如买菜
、

做饭
、

打扫卫生等等
。

四是给予精神安慰
,

如庆贺老人生 日
,

带老人出外游玩
,

经常与老人谈心
、

拉家常等等
。

一般说来
,

中国老人独立自主的意识是 表 2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 生活

很强的
,

他们轻易不爱求助于人
,

即使对 自己

的子女
,

也不愿多添麻烦
。

在 日常生活中
,

遇

事靠自己解决的比例高达 83
.

8% (市
、

镇更高

一些
,

各为 8 6
。
6%和 8 5

。
6%

,

县为 82
.

2% )
。

不过
,

除依靠自己之外
,

老人们求助最

多的还是子女
,

占1 1
。

9吓的比例 ( 城 市 为

6
.

9%
,

镇为 7
.

8%
,

县为 1 4
.

8% )
,

乡村老人遇

事求助子女的比例比城镇更高一些
。

除子女

之外
,

老人们求助较多的是配偶
,

其比例为

3
.

5% (城镇为 5
.

3%
,

县为 2
.

4% )
,

城镇老人

遇事求助配偶的比例 比乡村老人更高一些
。

老人们遇事求助于亲友的比例仅为。
.

5%
,

而求助于保姆
、

邻居
、

社会的比例各占0
.

1%
,

料理和求助

单位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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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老人们除主要依靠自己外
,

求助最多的仍是家庭成员
。

四
、

问题与前景

在现阶段
,

家庭养老的功能仍显得十分重要
,

尽管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依靠自己
,

他们也还是生活在家庭之中
。

从这一前提出发
,

我认为很有必要认真解决下述问题
。

(一 ) 老年人的相对贫困问题和家庭负担间题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
,

面临着 8 百亿元内债
、

4 百多亿美元外债和 7 千亿元结

余购买力
,

我们对险情不可低估
。

同时
,
1 9 8 8年离退休职工己多达 2 1 15 万人 (其中离休 163 万

.

4 6
.



人
,

退休1 8 6 2万人
,

退职 90 万人 )
,

国家支付 的离退休金高达 3 2 0
.

7亿元
,

这对国民经 济 来

说
,

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

但就离退休人员而言
,

由于物价连年上涨
,

而收入相对变动不

大
,

因此
,

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经下降
。

例如
, 1 9 8 7年北京市年干均工资为 1 6 7 0元

,

奖金 42 0

元
,

两项共 2 0 9 0元
,

人均月收入 1 7 4
.

1 6元
,

而离退休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 8 9
.

4 4元
。

离退休职

工还是老年人中生活最有保障的群体
,

千千万万老农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呢
。

在大约

6 3。。万老年农民中
,

能享受养老金的只不过一百多万人而 已
,

即 一
百个人中只有一个半人是

得天独厚的
。

我们更不能忘记
,

我国还有 3 3 3
.

6万孤寡老人
,

而 1 9 8 8年
,

只有 4 6 0 8 9 5位孤寡老人 生 活

在敬老院或福利院里
。

1 9 8 8年
,

由国家兴办的福利院在城市有 3 4 8所
,

在县一级有 5 22 所
,

市
、

县福利院共收养 2 6 6 8 6名老人 ; 城镇集体办敬老院 8 1 3 3所
,

共收养老人 1 0 9 4 9 3人 ; 农村 集 体

办敬老院 2 8 5 3 2所
,

共收养老人 3 2 4 7 1 6人
。

显然
,

这些数字与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了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
,

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
,

不断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
,

逐步改

善老年人
,

尤其农村的生活条件
。

(二 ) 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老年法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中国人具有尊老爱老的美德
,

但 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一些虐待老人的问题
。

这类问

题虽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
,

但若能制定一部老年法
,

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这类 间题
, i厄且会有

利于解决更多的老龄间题
。

(三 ) 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我国老年人间题的根本途径

若与解放前相比
,

我国人民解放后在生活保障方面 已有了明显的进步
,

但若与其他国家

相比
,

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是很不完备的
,

这主要表现在农村
。

如今 世界上 已有 142 个国 家 建

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

其中93 % 的国家都含有对老年人 的社会保障
。

迄今为止
,

全球的老年社

会保障制度主要有三大体系
: a 、

福利国家体系
,

如英国和瑞典
; b

、

傅斯麦体系
,

·

即公办自

助式的养老保险体系
,

如美国
、

日本
、

西德 ; C 、

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

即退休金实行低 工 资

高比例
、

高工资低比例
,

从而拉平老年人的收入
,

如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都属这一体系
,

近

年来正在改革之中
。

目前我国农村尚未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
,

这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

题
。

将来等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
,

我们可以兼采上述三种体系之长
,

建

立一种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

使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更好地结合起来
,

为老龄人

口提供更可靠的生活保障
。

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以前
,

可以鼓励更多的家庭签订有关老年人的家庭 赡 养 协 议

书
,

以便作为过渡时期的一项替代性措施
。

(四 ) 促进社区服务网络化
,

减轻家务负担
,

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在这方面
,

上海做的较突出
。

目前
,

h海已有7 2
.

9%的街道实现了社区服务网络化
,

在

一两年内
,

将争取使 9 0%以
_

L的街道 (镇 ) 实现社区服务网络化
,

同时还要在郊县逐步开展

这项工作
。

就多数中国老年人而论
,

当务之急仍是解决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 问题
,

而实现社区服务

网络化则会有利于帮助众多的家庭更好地赡养老人
。

对多数中国老人来说
,

最迫切需要的还

不是老年迪斯科或老年时
一

装丧演
,

而是温饱问题
,

是最获本 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
。

(五 ) 老年安葬问题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在农村
,

厚葬之风盛行
。

可悲的是
,

有些不单了孙在老人生前并未尽心照顾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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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老人死后大办丧事
,

而且互相攀比
,

愈演愈烈
,

不仅平民百姓如此
,

就连有些官员和党

员也落此俗套
。

与此同时
,

迷信活动盛行
,

有些不法之徒趁此机会敲诈勒索
,

大发横财
。

解

放后
,

城市里的火葬愈来愈普及
,

但火葬场的设施急需改进
,

现有的火葬场远不能满足实际

的需要
,

因此而出现了进火葬场还要走后门一说
,

这 已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最后我想说的是
,

解放以来
,

中国人的家庭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愈来愈多的中国

人将国家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上
,

将国法看得比家规更为重要
。

在这种情况下
,

各级政府就

更应该体察民情
,

为家庭养老提供更多的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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