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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农村老年群体的差异性

从我国人 口总体来看
,

农村人 口 占全国总人 口的绝大多数
。

农村庞大的人 口基础
,

不但

孕育了丰富的农村劳动力
,

而且也带来了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
。

1 9 8 6年
,

在农村人 口
、

农村

表 1 1 , 8 6年农村人 口
、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老年人比 , (% )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
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 农村老年人 (60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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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1 98 7年中国人口年鉴和 19 8 7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

劳动力和农村老年人 口三者占同类人 口总体的比重中
,

湖北省和全国均 以农村老年人 口占总

老年人 口的比重为最高 (见表 1 )
,

这就是说
,

相对于农村人 口和农村劳动力而言
,

农村老年人

数更多
,

其比重更大
。

我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数字表明
,

农村老龄化指数为 7
.

8%
,

高于城

镇老年化指数 7
.

1%
。

这种情况与近十年来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关
。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提

供的统计材料
,

从 1 9了8到 19 85 年
,

湖北省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劳动力 达 21 1万
。

在农村
,

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 直 接 后 果是
:
改变 了 城 乡人 口的年龄结构和

人 口构成
,

使得他们离开的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比重大大增加
,

从 而 加 重 了农村地区的养老

负担
。

迁移总是与经济机会和年龄连在一起
,

最容易流动即迁移倾向最大的阶层总是年轻人
。

根据 1 9 8 7年对湖北省农村近 38 0万 60 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进行的 1输抽样调查① 结果
,

发

现农村老年人群体在年龄构成和生育状况方面的差异性
,

构成 了 农 村 老年人群体之主要差

异
。

1
.

年龄结构差异

如果把农村老年人 口按年龄结构划分为低龄老年人 口 (6 0一 69 岁 )
、

中龄老年人 口 (7 o

表 2 农村老年人 口年龄结构差异 (% )

低龄老年人 (60 一 69岁 ) ! 中龄老年人 ( 7 0一 79 岁 ) } 高龄老年人 ( 80 岁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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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次抽样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所组织的
,

全国有 28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参加
。

湖北省农村调查

的有效样本为3 7 5 0人
,

男性老年人为1 8 9 6人
,

女性者年人为1 8弓4人
,

性比例为 1 0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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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9 岁 ) 和高龄老年人 口 (8 0岁以上 ) 三组
,

调查结果丧明
,

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
,

湖北省

农村老年人 口属于偏低龄型老年人口
。

60 一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 占调卉总数的 6 1
.

5%
,

高出个

国平均水平 1
.

22 % ; 中龄老年人比重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

而高龄老年人所 占的比例却比个

国水平低得多
。

湖北省农村低龄老年人比重大
,

意味着湖北省农村老年人经济活力较强
。

2
.

生育状况差异 (老年妇女 )

表 3 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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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妇女的生育水平差异在不同年龄组中反映得很明显
。

年龄越低
,

平均生育数
、

平均

活产数和平均存活数越高
,
年龄越高

,

三个平均数越低
,

特别是平均存活数随老年妇女年龄

增高
,

下降幅度更大
。

这反映了高龄妇女的婴儿和少儿的死亡水平高于其池年龄组
。

但在计

算平均活产率方面
,

低龄老年妇女的平均活产数与平均生育数之比却明显低 J
几

其他两个高龄

老年妇女组
。

这就是说
,

低龄老年妇女的婴儿死亡率比其他两组高龄妇女要高
,

这显然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不协调
。

农村低龄老年妇女的这种不正常的生育状况
,

是具有一定的

社会背景原因的
,

后面的分析将会给予解释
。

从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的生育状况来看
,

无论是低龄老年妇女
,

还是中
、

高龄组老年妇

女
,

她们的平均生育数都相当高
,

均在生 6个小孩左右
。

生育水平的高低与妇女的结婚率
、

婚龄和生育年龄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在湖北省农村调查的3 7 5 0位农村老年人 中
,

未婚

者仅 32 个
,

占总数的 0
.

85 %
,

其中男性老年人 29 人
,

女性老年人为 3 人
。

这就是说
,

农村老

年人终身不婚的人很少
; 老年妇女终身不婚的更少

。

在农村老年人普遍结婚的情况下
,

老年

妇女的生育数就与其平均初婚年龄和生育头胎与来胎的年龄有直接关系
。

表4 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初婚年龄

{ 合 计 1 5一1 9岁 ! 2 0一召 4岁 2 5一召9岁 } 3 0一3 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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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
,

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的初婚年龄几乎全部集中在 24 岁以前
,

约占全部初

婚人数的 8 7
.

0 8%
,

其中 15 一 19 岁初婚的老年妇女占6 6
.

5 9%
,

20 一 24 岁的占3 0
.

49 %
。

24 岁

以后结婚的仅占2
.

92 %
。

因此
,

早婚现象在农村老年妇女中非常普遍
。

初婚妇女人数与生育头胎人数之差
.

就是不能生育的妇女人数
。

调查发现
,

湖北省农村

老年妇女不能生育的为 65 人
、

占已婚老年妇女 3
.

45 % ;
在有生育能力的 1 7 7 9人中

,

无论是低

龄老年妇女
,

还是中
、

高龄老年妇女
,

85 % 以上的农村老年妇女均在 24 岁以前生育头胎
,

(见

表 5 )
。

这说明农村老年妇女 早育很普遍
。

在没有节育措施的情况下
,

早婚必然会导致早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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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生育头胎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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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6 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生育末胎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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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老年妇女大约有 7 6
.

2%是在 3 5岁以后生育最后一胎的 (见上表 )
,

并且到40

岁之后生育最后一胎的老年妇女也 占4 8
.

5%
。

这就是说
,

农村老年妇女的实际生育行为一直

持续到整个生育末期
。

由此可见
,

农村老年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多
,

是与她们普遍的早婚
、

一

旱育以及生育持续时

间长分不开的
。

按平均生育间隔三年来计算
,

一个要生 6 一 7 个孩子的农村老年妇女
,

至少

得花费 18 一21 年的生育时间 ; 一个于15 岁时就初婚的农村妇女若从 16 岁开始生育
,

在她生第

6 一 7 个孩时
,

其年龄已经达到 34 一 37 岁
。

事实上
,

现在的这批农村老龄妇女在其整个生育

期内是不可能停止生育的
,

因为她们在其生育期内 ( 15 一 49 岁 )
,

既没有必要的避孕知识
,

更没有象今天这样安全可靠的避孕药物和手段
,

除非因 自然灾害
、

瘟疫
、

战争等因素导致人

们暂时中止生育外
,

否则
,

节制生育是难以实现的
。

因此
,

这批农村老龄妇女不得不承受高

生育代价
。

3
.

农村老年人的人 口社会学特征

农村老年人生长在不同的年代
,

由此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人 口社会学特征
。

不同年龄的农

村老年在其子女数
、

家庭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
,

均 不 相同
。

按 1 9 8 7年调查时间推

算
,

低龄老年妇女 ( 60 一 69 岁 ) 在 1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时 的年 龄 为22 一 31 岁
。

按照 1 9 5 0年我国妇女的生育峰值年龄 23 岁和平均生育年龄 2 9
.

9岁① 来看
,

她们正值生育旺盛

期
,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干扰
,

她们的生育行为就会持续到 60 年代上半叶
。

这就是说
,

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 1 9 5 2一 1 9 5 7年 ) 主要是由现在的这批低龄老年妇女来实现的
。

正是她们过高生育水平 (平均每人生 7 个 ) 促成了我国第一次生育高峰期
; 同时

,

她们的生

育旺盛期也刚好遇上我国 19 58 年极左路线的干扰
,

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 自然灾害的侵袭
,

致

使她们生育子女的平均活产数和平均存活数较低
,

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

因此前面提出的低

龄老年妇女生育状况不正常的现象
,

在这里找到了原因
。

骨 《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聋分析》 , 1 983 年 《 人口与经济》 专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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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现在的中龄老年妇女 (0 7一 7g岁 )在建国初期
。

她们的年龄为 2 3一 4 1岁
,

按 50 年代

妇女生育峰值年龄 24
.

5岁来看
,

她们均已渡过生育旺盛期
。

尽管她们平均生育子女数 ( 7 个 )

不低
,

但她们对建国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 1 9 5 2一 1 9 5 7年 ) 的冲击
,

没有低龄老年妇女来得

那么强烈
。

到60 年代初三年 自然灾害结束时 ( 1 9 61 年 )
,

她们已经达到 44 一 53 岁
,

基本上渡

过 了生育期 (l 5一 49 岁 )
。

而高龄老年妇女 (8 O岁及以上 ) 在建国初期时的年龄为42 岁及 以
_

匕 她们对建国后的几次生育高峰丝毫无直接影响
。

但是从代际更替水平来看
,

高龄老年妇

女的子辈很可能就是现在的这批低龄老人
。

也就是说她们的孩子—
现在的低龄老年人—的生育行 :翔形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

由此
,

我们亦可推知
,

行将到来的下一代低龄

老年人很可能就是现在中龄老年人 ( 70 一 79 岁 ) 的下一代
。

我国建国后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

( 1 9 6 2一 1 9了3年 )
,

也许就是现在中龄老年人的孩子的生育行为造成的
。

在这次持续达 n 年

之久的生育高峰期中
,

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均在 5 年以上
,

他们每年 为 我 国净 增加人 口

2 0 0 0万以
一

匕 累计增加 2亿人左右
。

因此现在的中龄老年人一般都是多子多孙
,

家庭结构比

较庞大
,

人 口较多
。

高龄老年人的家庭构成与中龄老年人相似
,

不同的是
,

高龄老年人的儿孙

均 已成年
,

而且他们的子辈 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 低龄老人行列
。

低龄老年人虽子多但不可能

孙多
。

因为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
,

已经在城乡得到推广和实施
,

他们的子辈— 即第一次

生育高峰期的一代—
不可能为他们增生众多的孙辈

,

他们的家庭结构趋于变小
。

家庭结构

不同
,

给予老年人的养老环境将会有极大的差异
,

后面的分析将会看到
。

二
、

农村老年人的处境

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的逐渐衰退
,

在农村是一个人在经济上成为老
i仁人的最 上要的标志

。

但是
,

一个人的劳动能力衰退往往与其年龄不 一致
。

有的人未老先衰
,

生理上的衰老快于实际

年龄
,

结果在其子女未长大成家时就丧失了劳动能力
,

过早地成为受扶养的老年人
;
有的人

和其实际年龄一道进入公认的老年人行列
,

即其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同步衰老 , 还有的人的

生理年龄年轻于实际年龄
,

尽管年岁已高
,

仍然能 自劳自食
,

劳动 能 力一点也不显衰退迹

象
。

这三种情形
,

在 目前农村老年人中都存在
,

其程度因年龄高低略有不同
,

并且由此引发

出各种各样的有关老年人的问题
。

1
.

农村老年人 口的劳动能力问题

表 7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状况 (% )

。。

合 计计 整 劳 动 力
「

半 劳 动 力 { 丧失劳动力力
}}}}}}}

合合 计计 1 0 000 8
,

888 53
·

1 } 3 8
·

000

低低龄老年人人 1 0 000 13
.

444 63
。

弓弓 2 3
.

000

中中龄老年人人 1 0 000 1
.

6888 41
。

666 5 6
。

777

高高龄老年人人 1 0 000 0
。

7 999 1 1
.

999 8 7
.

333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作为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 分别 占调 查 的农村老年人总数的8
.

8 %和

5 3
.

1%
,

年龄越低
,

作为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的比例越高
。

其中
,

低龄老年人作为整劳动力

和半劳动力的比例最高
,

远远高于中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 ; 高龄老年人作为整劳动力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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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7 9 %
,

才日反他们丧失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最高
,

达 87
.

3 %
,

次之的
一

是中龄老年人
,

最低的

是低龄老年人
。

不过
,

低龄老年人也有 23 % 的比例丧失了劳动能力
。

从总体 !: 着
,

湖北省农

村老年人作为整劳动力和半劳动 力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

总共达到 6 1
.

9%
,

远远高出全

国农村老年人作为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所 占的比例 (5 4
.

4% )
。

① 湖北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

较强
,

这与湖北省农村老年人 口属偏低龄型有关
。

但是
,

没有迹象表明
,

农村老年人很满意

或非常能胜任他们不得不承担的繁重农活
。

联合国研究丧明
,

愿意到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

常常是专业人员
,

而不是体力劳动者
,

体力劳动者是盼望到达退休年龄的
。

2
.

农村老年人的劳动状况

裹 8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口劳动状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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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
,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有 8 2
.

2% 的人从事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

或二者兼而

有之
,

而不从事劳动的农村老年人仅占1 7
.

8 %
。

年 龄越高
,

不从事劳动的比例越大
,

有 5 6 , 9%

的高龄老年人退出任何劳动
。

低龄老年人不从事劳动的比例仅 占8
.

9 %
,

相 反
,

低龄老年人

从事生产劳动所占的比例最高
,

达 16
.

8%
,

如果加 上 既 从 事 家 务 劳 动又从事生产劳动的

2 3
.

5%的低龄老年人
,

这一比例就更高了
。

中龄老年人 52
.

9%的退回家庭
,

承 担 着家务劳

动
,

但还有接近 20 % 的中龄老年人仍在从事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

值得注意的是
,

高龄老年

人仍然有 7%左右的人承担着生产劳动或半生产劳动
。

客观上
,

农 村实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

使得农村老年人比集体生产时更容易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作为家庭一员

参与家庭经济过程
。

但是
,

如果对比一下湖北省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数与不从事生产

劳动的老年人数 (前者为 1 4 2 5人
,

后者为 6 68 人 )
,

就发现在湖北省 农 村老年人当中
,

有一

半以上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还在从事家务劳动或生产劳动
,

其中以低龄老年人为

最多
,

中龄老年人次之
,

最低的是高龄老年人
。

显然
,

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老年人对于他们

所从事的劳动是不堪负担的
。

这里潜在的问题可想而知
。

3
。

农村老年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动机分析

表 9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生产劳动的动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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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中国1 9 8 7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 《 中国人口科学》 专刊 ( 1 )

, 1988 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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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农村老年人从事生产劳动的 1 59。位老人中
,

有8 2
.

2%的是由于经济需要
,

只有

7
.

4% 的老年人是出于精神寄托
,

而发展特 长的仅占3
。
1%

。

出于经济需要而从事生产劳动的

老年人在各年龄组老年人中都居第一位
,

并且年龄越低
,

这一比例越高
。

相反
,

作为精神寄托

而从事生产劳动所占的比例
,

却随年龄的降低而下降
。

把发挥专长作为生产劳动之动机
,

在

各年龄组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
,

只有高龄老年人的这一比例稍高一些
。

这说明农村绝大多数

老年人 已不再是农村发展的主体
,

相反他们成为农村发展的外围人员
。

他们过去积累起来的

值得称道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
,

在迅速变化的今天显得陈旧过时
,

不再 为 农 业 生产所注

重
。

他们往往 以身体作代价来谋取经济上的需要
.

多子并不能使他们免于 劳 作
。

相 反
,

子

女越多的低龄老年人为经济需要而从事生产劳动的可能性更大
。

这也许是由于他们还能劳动

之故
。

但是
,

这对于那一半以上丧失劳动能力而还在继续从事各种劳动的农村老年人来说
,

可能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
: 要求得生存

,

就得劳动
。

在这种情况下
,

劳动无疑会摧

残他们脆弱的躯体
。

事实上
,

那些从事家务劳动的农村老年人为农村发展作出了贡献
。

他们在从事家务劳动

和作为辅助劳动力方面
,

为家庭经济提供了许多的便利
,

只是现行的经济统计没把这些统计

在内
,

因而
,

他们似乎没有为计量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添什么
。

4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表 10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的俄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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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因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
,

以及农村老年人 自身的经历
:

生育子女数量多
,

成

年期经济负担过于沉重
,

集体农业时生产劳动强度大且无积蓄
。

他们到 60 岁时
,

健康状况一

般都很差
。

在湖北省被抽查的 3 7 5 0位农村老年人中
,

身体健康的占4 1
.

5%
,

这就是说身体不

健康的老年人占58
.

5%
。

这里所说的健康
,

就是指没有明显的身体疾病
。

至于农付非常普遍

的各种老年人慢性病
,

往往根本不被看成是病
,

很少治疗
。

健康状况差
,

已经成为威胁农村

老年人生活安全和家庭地位的头等大敌
,

生病往往是他们
“ 灾难 ” 临头的开始

。

5
.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活关照

表 1 1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生活起居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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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活起居 的关系来看
,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生活靠自理的居第

一位
,

占76
。

16 % ; 求助子女的老年人占 18
。

1%
,

居第二位 ;第三位是求助于配偶
,

占4
。

45 % ;

而求助于亲友
、

保姆
、

社会和邻居的老年人很少
,

总共不到 1
.

2%
,

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机

构之曦乏
,

由此可见一斑
。

农村老年人
“
生活求助

” 的这一序列
,

亦存在于所有非健康的老

年人中
,

即便是健康状况
“
差得多

” 的农村老年人
,

生活靠自理的也占4 3
.

5 8%
,

只有 3 8
.

3 5%

的人求助于子女
,

因此
, “

养儿防老
”
在农村越来越不现实了

。

相较之下
,

健康状况
“ 差得

多
” 的老年人生活起居求助于配偶的比例

,

比其他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多
,

达

14
.

86 %
。 “

少年夫妻老年伴
”
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

西 方亦把老年夫妻比作一辆马车的

两个轮子
,

一旦一个坏了
,

另一个就很难向前移动
。

很显然
,

丧偶给农村老年人带来的身心

损害
,

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

当他们生活不能 自理而又得不到子女的援助时
,

他们可能会孤苦

伶仃地了却余生
。

6
。

农村老年人生活中的困难

农村老年人在 日常生活中
,

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
,

包括吃
、

穿
、

用
、

住
、

医疗
、

劳动和

情感各个方面
。

在这次千分之一的农村老年人抽样调查中
,

虽然在生活方面不成问题的老年

人 占绝大多数
,

但是
,

在吃
、

穿
、

用和住房等最基本生活需求上
“

有些问题
”
的占农村老年人

总数的 2 9
.

8%和肠 %
, “ 很成问题 ” 的各占4

.

1% 和 6
.

6 % ;
在

“ 医疗条件
” 和 “

家务劳动
”

方面
“
有些间题

” 的老年人分别占34 %和 33 %
, “

很成问题
” 的各占 1 1

.

2%和 12 % ; 在
“
尊

表 1 2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主要困难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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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老年人组织

重老人
”
方面

, “
有些问题

” 和 “
很成问题

” 的各占17 %和 5
.

7% , 在
“
娱乐场所

” 和 “
建

立老年人组织
”
方面

,

存在着问题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
,

特别是有 66 % 的农村老年人不知道

“
老年人组织

”
为何物

。

表 1 3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生活中最大困难 (按年龄分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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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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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分组来看
,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主要集中于
“
娱乐场所

”

1 0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吧 d口 .吊台呈资已乐 通喃翻曰马 .日呀` 置夕州曰矛 r

和 tt建立老年人组织” 方面
。

在
“
尊重老年人

” 方面存在最大困难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与上

面 “
很成问题

”
基本一致

,

占5
.

3%
。

但是
,

在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吃
、

穿
、

用
、

住
、

医疗

等方面
,

无论是低龄老年人
,

还是中
、

高龄老年人
,

都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老年人存在着最

大困难
,

而且年龄越高
,

在
“ 吃

、

穿
、

用” 方面存在最大困难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高
。

这

就是说
,

还有相当大一批农村老年人生活没有保障
。

在
“ 医疗

” 和 “ 家务劳动
”
方面

,

各年

龄组的老年人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最大困难
; 总比例达 10

.

7%和 1 1
.

1%
。

看病困难这个令农村老年人尤为头痛的问题
,

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支付能 勺极为有

限和就医不方便
,

仅仅
“
交通方面

” 的困难 (见上表 )
,

就足以使他们望而却步
, 19 8 7年湖

北省农村千分之一老年人抽样调查结果丧明
,

农村 94 %的老年人看 病 靠 自费
、

半 自费的占

3
.

5%
,

公费的仅占2
.

9%
。

这次调查结果还表明
,

46
.

9% 的 农 村 老年人在医疗方面存在困

难
,

其中因
“
无钱治病买药

” 的老年人 占6 3
.

3%
,

因 “ 医院太远看病不便利
” 的占1 9

.

4%
。

农村老年人生病得不到治疗
,

往往是他们地位迅速下降的开始
,

也是他们走向死亡的第一步
。

有些农村老年人不堪 忍受病后 的惨痛生活
,

往往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

三
、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过去
,

家庭在养老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

人们也常常设想家庭会照顾其老年成员
。

但

是
,

今天的家庭
,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
,

都不同于传统家庭了
。

家庭作为老年人生

活的唯一机构
,

它的养老功能正逐渐削弱
。

从这次 1输调查结果来看
,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靠

子女供养的老年人占60 %
,

不靠子女赡养的占40 %
,

其中3 2
.

7% 的 老年人靠 自养
, 4

.

1%的

靠配偶互养
,

而来 自社会 (包括亲戚
、

政府和集体 ) 供养的老年人仅占 3
.

2%
。

从 年龄分组

来看
,

年龄越低
,

靠自养和靠配偶互养的老年人所 占的比例越高 ; 年龄越高
,

靠子女供养的

老年人比例越高
。

特别是高龄老年人靠子女供养的比例高达 8 4
.

3 %
,

而低龄老年人的这一比

例只有 4 8
.

9 %
。

一般而言
,

低龄老年人只要身体还行
,

都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
,

他们当中有

相当大一部分除了能自养外
,

还能供养其配偶
,

因而他们由子女供养的比例就低些
。

相反
,

高龄老年人因年高体弱
,

绝大多数 已丧失劳动能力
,

他们只能通过家庭和子女才能成为消费

者
,

因此
,

他们由子女供养的比例最高
。

高龄老年人靠子女供养的比例高
,

还有这方面的原

因 : 即高龄老年人的子女年龄较高
,

并且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现在的低龄老年人
,

他们因为

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

离过去更近
,

他们就更有可能承担起供养这批高龄老年人的义务
。

因

此
,

他们不但 自养比例高
,

而且参加生产劳动的比重也大
。 “

养儿防老
”
作为一种文化准则

,

在他们当中得到广泛地接受和实行
。

表 1 4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供养情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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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

对于农村现在的低龄老年人和中龄老年人来讲
,

因他们所具有的人口社会学特征不同
,

他

们处于不同的家庭养老环境之中
:
中龄老年人的孙辈远远多于低龄老年人

,

使得他们所在家

庭的抚养负担高于低龄老年人家庭
,

在这种多子多孙的家庭里
,

儿童作为未来的关键
,

总比

不参加经济活动的老年人得到优先考虑
,

相反
,

老年人常常被抛在脑后
,

并且很容易遭到子

女遗弃
。

根据湖北省老龄委员会 1 9 8 7年 6 月对湖北省
“ 三地

” (荆州
、

黄冈
、

郧阳地区 )
、 “ 三

县 ” (潜江
、

黄冈
、

郧县 ) 进行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现状的重点调查
,

发现农村地区因养老问

题而发生的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占被调查老年总数的 10
.

7% ; 受子女虐待和得不到子

女尊敬的老年人占总数的 6
.

7%
。

具体表现是
:

子女经常毒打和辱骂老人
,

毒 打方式非常残

酷 ; 克扣老人饮食
,

甚至把老人赶出在外乞讨
;
老人有病得不到积极治疗和护理

,

而是任其

拖死 了事 , 强迫老人做力所不及的劳动
;
兄弟几个把父母强行分开供养

,

使老夫妻不能互相

照应
,

或相互推诱
,

互不赡养 ; 禁闭老人
,

让老年人住
“
偏

、

窄
、

暗
、

脏
、

漏 ” 的房子 , 折

磨老人致残致死
。

有的老人
“ 生不得养

,

死不得葬
” ,

有的老年人靠吃
“ 眼泪饭 ” 过活

。

省

老龄居委会的调查还发现
,

农村遭受子女虐待和得不到赡养的老年人大多是 70 岁以上的老年

人
,

其中以老年妇女居多
;
其次是子女越多的老年人

,

其赡养问题越严重
。

这些老年人说
:

tt] L多不如儿少
,

儿少不如五保
” 。

因此
, “ 老有所养

” 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间题
,

至今还困扰着农村无数的老年人 !

四
、

为何这般处境 ?

当前农村
,

老年人遭到子女虐待时有发生
,

普遍存在
,

不但贫穷地区有
,

而且富裕地区

也有
。

经济因素似乎不是主要原因
。

农村老年人遭受遗弃和得不到赡养
,

也许来源于老年人群体本身的脆弱性
:

他们变得无

足轻重
,

可有可无 , 他们既无钱
,

又无力 , 他们最无力反抗
,

也缺乏人来保护
。

令人悲哀的

是
,

虐待他们和遗弃他们的不是别人
,

而是他们的子女
。

农村这种典型的伦理道德之沦丧
,

难道不足以引起全社会 的关注 l

应当承认
,

在农村老年人问题上
,

我们还存在一个政策真 空
。

1 9 8 2年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
: “

把一个年长人当作他所属的社会中享有全部权

益的成员 (不但在地方 一级
,

而且在国家一级 ) 来加以对待
,

是一项符 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原

则
” 。

农村老年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代言人 ! 应当帮助农村老年人享有安宁
、

免于贫乏而符合

尊重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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