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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保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杨 宗 传

人 口年龄结构老化
,

在当今已成为一种

世界性的趋势
。

我国在人 口老龄化过程中
,

随着老年人 口增多而 出现的老龄问题将迅速

地显露出来
,

其中最现实
、

最大量
、

最突出

的问题
,

就是老年人的保障问题
。

老年保障是指老年人 口在物质生活
、

文

化精神生活及生活服务等方面 的需求得到基

本保证
。

老年保障从 内容上
,

又可分为老年

经济保障
、

老年生活服务保障
、

老年心理保

障和老年医疗保障等方面
。

老年经济保障是

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来源得到保证 老

年生活服务保障是指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

护理及提供的各种方 便 老年心理保障是指

通过各种形式使老年人获得心理 二的满足
、

神精上的慰藉 老年医疗保障是指老年人治

病的医疗条件和经费是否有保证
。

老年保障从形式上又可分为老年家庭保

障和老年社会保障两大类
。

老年家庭保障就

是由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来源
、

生活照料

和精神慰藉
。

这是在 自然经济基础上
,

以血

亲关系和社会道德为保证的养老形式
。

老年

社会保障就是 由社会筹集资金
,

提供经济来

源
,

提供生活服务和关心老年人的文化
、

精

神生活
。

它是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
,

以法规和政策为保证的养老形式
。

在老年家

庭保障和老年社会保障方面各 自又有许多具

体的保障形式
。

一
、

我国老年保障的现状

由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尊老
、

爱老
、

‘

养老的优 良传统
,

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

,

取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有保障的
。

虽然我

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高
,

但多数老年人生

活是幸福的
。

我国当前的老年保障结本 脸

以家庭保障为主
,

社会保障为辅
。

首先从经济保障看
。

据我们 年初在

湖北省对 岁 以上老年人 口 训 妈 ①
,

老

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社会提供者 与 瑞
,

由家庭提供者占 肠
。

社会经济保障主要

是靠退休和离休金养老 与全体 老 年 人 的

肠
,

另外还有靠社会救济者占 肠
,

靠集体
“

五保
”

养老者占 肠
。

我 可社 会

养老保障基本上是实行劳动者退 休 全 制 度

占老年社会经济保障的 了 肠
,

其他只

是退体养老的补充
。

这同世界各国荃本一样
。

我国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保障又可分为四

大类
。

其中主要是靠子女 包括媳婿和孙子

女
、

外孙子女 供养
,

占调查总体的 肠

其次是靠本人现在的 劳 动 收 入 自 养
,

占

肠 再次是由配偶供养
,

占 肠 另

外还有少量 由非直系亲属及其他来源养老者

占 肠
。

这说明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保 障 主

要是靠子女等后辈保证 占全 部家庭养老的

肠
,

但也不能忽视老年人靠自己现在

的劳动收入 自养 占家庭保障的 肠
。

老年经济保障分地 区来看
,

毖本上是两

种类型 城市老年人在经济 主要享受社会

保障
,

乡村老年人主安山家庭保 章
。

如

年对湖北省老年人 口 汤的 调 查
,

城市老年

人 口中享受社会保障者占 肠
,

由家庭保

障者只 占 肠
。

在农村老年人 口 中
,

老年

人经济供养 由家庭保障者占 帕
,

享受社

会保障者只 占 肠
。

这坦讲的农干小公￡受 社

会保障者包括城锁退休扣乡养老 的 职 工
,

“

五保
”

老人
、

享受 家救济的老人
,

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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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享受退休金待遇的农民极少
。

我国在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保障和心理

保障方面
,

更是以家庭保障为主
,

社会保障

为辅
,

这方面我们主要通过养老保障方式来

说明
。

养老保障方式一般可概括为两大类

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
。

集中养老
,

就是老年

人的 日常物质
、

文化
、

精神生活的服务都由

社会负责
,

即社会以一定的形式把老年人集

中起来居住
,

统一组织安排其起居
、

饮食和

社会活动
、

文化生活
。

这样有利于对老年人

生活上的照顾
、

护理
,

丰富充实其精神生活
,

便于同龄人间相互照应
、

交流感情
、

互相安

慰
,

但它需要社会投入相当多的财力
、

物力

和人力
。

所以
,

这种集中养老的方式
,

目前

在我国不可能很多
。

年我国在敬老院
、

社会福利院集中养老的老年人只 有 万 多

人
, ②加上在干休所

、

疗养院
、

老年公寓
、

托老所等处集中养老的老人
,

估计也不会超

过全国老年人总数的 肠 所以
,

分散养老

是我国老年保障的基本方式
。

分散养老方式就是指老年人以家庭为单

位分散居住
,

日常物质
、

文化
、

精神生活的安

排和服务基本上都由家庭负责
,

即老年人的

生活服务保障和心理保障由家庭提供 目前

我国有约”肠的老年人是在这种分散的养老

方式中生活
。

它又可分为几种类型 与子女

共同生活
、

老年人单独生活
、

轮疼寄养和其

他形式
。

与子女共同生活
。

它是分散养老方式中

的主要形式
。

据我们在
‘

五省市
”

的调查
, ⑧

老年人与子女一同生 活 的 占调 查 总 体 的

“ 肠
。

这种形式又可具体分为与未 婚 子

女一同生活
,

与已婚儿子一同生活
,

与已婚

女儿一 同生活等养老方式
。

由于我国长期存

在着
“

只有儿子才有养老的义务
”

的传统观

念
,

因此老年人同已婚女儿一起 生 活 的 很

少
,

只 占 肠
。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 水 平

和文化传统的状况下
,

老年人与子女一起生

活的这种方式是较适宜的 第一
,

它有利于

老年人与后辈在经济上互相关心和资助
,

可

以节省由于分开生活而在住房
、

家俱及一些

杂用等方面必然增多的经济开支 第二
,

这

种形式有利于老年人与后辈之间在生活上相

互照料
。

一方面
,

老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要

经常在家里承担做饭
、

洗衣
、

收拾房间
、

购

买副食和抚养教育孙子女的任务 另 一 方

面
,

又有许多老年人在饮食
、

起居
、

护理治病
上经常需要得到子女的帮助

。

第三
、

这种养

老方式有利于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

享受

夭伦之乐
。

所以
,

这种养老方式较适应我国 目

前的生产力水平
,

也适合我国人民的心理状

态
。

与西方国家比较
,

这也是我国在养老方

面的一个优势
。

我们在宣传舆论
、

政策措施

上应大力鼓励
、

支持发展
“

老年人与子女共

同生活
”

的这种养老方式
。

老年人单独生活
。

它包括两种情况 一

是同配偶一起生活
,

二是单身老人独居生活
。

这种养老方式就是老年人 自己或相互安排料
‘

理 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

这种养老方式在
一些西方国家所占比例较高

,

如美国主。 。年

岁以上老年人与配偶生活在一起者男子为

肠
,

妇女为
。

“ 岁以上老人独居者占

肠
,

其中男子为 肠
,

妇女为 肠
。

④据

五省市调查
,

在我国
,

同配偶一起生活的占

肠
,

单身老人独居的占 肠
,

两 者 合

计
·

肠
。

老年人如果经济来源 有 可琳粉
保证

,

并且有较强的个人生活自理能力
,

单

独生活也是安度幸福晚年的一种较好形式
。

它有利于老年人自由地根据 自己的爱好和情

趣安排白己的生活
,

既不影响两代 或三代

人之间的适当联系
,

又能避免两代人常年一

起生活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
。

老年人 单独居

住的原因有三种 一是因没有子女
,

或者子

女不在当地工作
,

只有单独生活 二是虽有

子女在同一地区工作
,

但没有与子女合住的
’

住房条件
,

或 因相互关系严 屯不和
,

只有分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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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生活 三是虽有子女
,

但老人有条件并且

希望单独生活
。

前两种情况是需要社会重点

关心帮助的
。

这些单独生活的老人
,

并不是

要同子女断绝关系
,

他们多数需要子女在生

活上的帮助和感情上的慰藉
,

许多老人与子

女仍有密切联系
。

据五省市调查
,

在单独居

住的老人中
,

其主要经济来源为子女提供者

占 肠 接受子女一定帮助的比例 就 更

多了
,

在经济上经常补助子女者占 肠
。

轮流寄养是指老年人在几个子女家轮流

居住奉养
。

这种养老方式是在多子女的条件

下
,

而且是在子女家庭经济实力相当
、

不很

富裕的情况下出现的
,

数量很少
,

在五省市
,

调查中只 占。 肠
。

轮流寄养的长处是使老年

人的生活常有一种新鲜感
,

也平衡了子女们

对老人生活照料的负担
。

它的缺点是老年人

的生活不稳定
,

如遇子女们缺乏敬老爱老的

精神
,

还会把老人当皮球踢来踢去
。

分散养老的其他方式
,

主要包括老年人

同孙子女
、 ·

外孙子女和其他非直系亲属及朋

友
、

邻里等一同生活等
。

据五省市调查
,

这

类老年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 肠
。

这 种 养

老方式多数是在老年人没有子女 的 情 况 下

出现的 也有少数是 自己的子女不便照顾老

人
,

由子女提供经济来源而跟其他亲友一同

生活 还有极少数是子女不孝造成的
。

虽然老年人完全由社会组织集中养老的

只 占 帕左右
,

但不能说在老年生活服务和

精神慰藉方面家庭保障就等于 肠
。

因为社

会还通过各企事业单位
、

各种社会团体及各

种文化
、

教育
、

医疗卫生等服务部门为分散

生活的老年人提供许多方面的生活服务
、

护

理
,

并丰富其文化精神生活 还有各种专门

的老龄工作部门
、

团体 如老干 局
、

老 龄

委
、

老年协会
、

老年活动中心
、

老年大学
、

老年医院等 直接为老年人的物质和文化生

活服务 这也属于社会养老保障的性质

以上分析表明
,

目前我国在老年经济保

障方面
,

家庭保障占主要部分
,

在老年生活

服务和心理保障方面
,

由家庭承担的比重更

大
。

这种以老年家庭保障为主的状况
,

在我

国还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

之所以如

此
,

首先
,

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

发展水平还 比较低
,

还没有具备以社会养老

保障为主代替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的物质基

础
。

我国 目前人平收入水平不仅大大低于经

济发达国家
,

在发展中国家也只能属于中下

水平
,

即使到 。。。年达到小康
,

也只相当于

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
。

目前我国的人均国

民收入只相当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 世纪末

的水平
,

而这些发达国家真正全面的老年社

会经济保障是到本世纪
、

。年代才实行
。

我国
,

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

要普

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障还很难办到
。

至于老年

生活服务方面
,

更无力用社会集中服务替代

分散的家庭服务
。

据估算
,

目前要建立一个

有 个床位的老年人福利院需要投 资 。。。

万元
,

如果让全国 肠的老人实行集中的社

会养老
,

国家就需要投资 。。。。亿元以 上
。

这是我们承受不了的
。

其次
,

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我 国以老年

家庭保障为主的状况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因

素
。

尊老爱老
,

赡养老人
,

是我们中华民族

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
。 “

反哺
”

的习俗仍

然是我国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准
。

在家庭中晚

辈对长辈的赡养
、

照料是夭经地义的事 多

数老年人仍以能同子孙一起生活为最大的欢

乐和享受 社会仍以孝敬长者
、

赡养老人为

高尚的品德
。

所以
,

家庭养老的存在和发展

在我国仍有思想基础
。

二
、

我国老年保障的发展趋势

老年保障形式是 由一定的生 产 力 和 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

它必然随着社会生

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

我国

老年保障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从 以家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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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刊

为主
,

逐渐过渡到以社会保障为主
,

并且这

种过渡现在就已经开始
。

但是
,

这种转变要

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

在这个转

变中
,

老年经济保障将先行
,

老年生活服务

和心理保障的发展 比较缓慢
。

当前我国的老年经济保障是以家庭保障

为主 但是在城市
,

老年经济保障已经是以社

会保障为主
。

我国城市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

单位都已实行了退休金制度
。

目前在城市未

享受退休金待遇的老人
,

主要是一些未参加

过工作的老年妇女
、

从农村迁到城市的老人
、

以及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的老人
。

现在我国正

在制定个体劳动者社会养老保障的法规
。

个

体劳动者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将实行
。

所以
,

所谓过渡
,

主要是指农村老年经济保障从以

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过渡

我国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供养方面
,

目前

基本上是实行的家庭保障
,

但是老年经济保

障已开始了从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

为主的转变
。

因为

传统养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基

础已开始发生动摇
。

在生产力低下的小生产

情况下
,

老年人的社会知识和生产经验是发

展家庭经济的宝贵财富
,

继承上辈的知识和

经验是后 辈致 富的重 要手 段
。

现在我国农

村虽然现代化水平还不高
,

但科学种田已成

为普遍现象
,

老年人传统的生产经验在农业

生产中的作用 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

中青年已

成为家庭生产经营中的主角 过去老年人掌

握着土地等家庭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的所有

权
,

子女对长辈的依赖性很强
,

只有依靠和

继承长辈的遗产才能生存和发展
,

现在农业

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 属于国家或集

体所有
,

后辈对长辈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减弱

了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各种腐朽的

思想对青年一代有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敬老
、

爱老
、

养老的优良品德有所淡化
,

遗弃
、

虐

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

建立和发展老年社

会保险在农村已是实际的需要了
。

人 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及家庭规模

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

削弱了家庭赌养老人的

功能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变

化
,

以及控制人 口政策的实施
,

我国人 口再

生产正处在从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

自然增长率类型向低出生率 —低 死 亡 率

—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之中 这种人

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

一方面会带来人 口年

龄结构的变化
,

使老年抚养系数上升 另方

面又会使家庭规模小型化 中国的家庭户平

均人数一 年为 人
,

年为 人
,

一 年为 人
, ⑥ 年为 人

,

年为 人
, ⑥

‘

年为 人
, 。

在家庭结构方面
,

最适合于供养老人的联合

家庭不断减少 一 年为 肠 ,

一 年为 肠
,

核心家庭不断增

加 年一 年 为 肠
,

一
一年为 肠

,

年为 肠 ⑧ ,

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必然逐渐减弱 这种变

化客观上要求农村老年社会保险和各种老年

服务事业相应地发展
。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为老年社会保障的建立

和逐渐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我国农村经济得到 了 迅 速 发

展
,

农业生产总值从 年的 亿 元
,

增长到 年的 亿 元
,

增长 倍

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从 年的 元
,

⑧增加

到 年的 元
,

增长了 倍 农民平均

消费水平从 年的 元
,

增加到 年的

元
,

增长了 倍
。

年农村人平纯

收入 元
,

减去人均消费 元
,

人平节余

元
,

即至少有一半农民人均一年可节余“ 元

以上
。

如果农业人 口有 帕的是劳动力
,

一

个劳动力除自己外还养活 人
,

那么 个 中

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劳动者 即一半的劳动者

一年除养活 人外
,

还可节余 元以上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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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一年拿出 元交纳养老保险金或养老

税是不会有大间题的
。

劳动人事部有些专家

测算
,

每个农业劳动者一月交纳养老保险基

金 元 按银行最高利率或将此基金用于投

资经营计算利息或利润
,

年后每人每月可

得养老保险金 元
。

如果一月不是
,

元
,

而是 元
,

那么 年后每人每月就可得养老金

多元
。

为了可行性更高
,

可先在收入水平

较高的地区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再过若

干年又在另一部分新上升的较富裕地区劳动

者中建立退休养老保险制度
。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
,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将逐

渐扩大
,

经过 或 年的努力
,

在农村老年

经济保障中实现以社会保障为主是可能的
。

老年生活服务保障和心理保障要实现以

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转变就需

要更加漫长的时间
,

这一过程现在还无法预

测
。

因为

只要家庭存在
,

家庭成员就具有经

济上相互资助
、

生活上相互照料
、

精神上相

盆碑截肘职贵 所以 ,

家庭的养老职能
,

特
’

别是在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和精神磁藉方面的

职能的完全消失
,

可能要与家庭的存亡同步

要让老年人都到敬老院
、

幸福院
、

疗养院
、

休养所
、

老年公寓等老年福利机构

去集中养老
,

需要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

有

着非常雄厚的财力
、

物力
、

人力的投入才能

实现
。

这不仅在我们这个经济较落后的发展

中国家办不到
,

即使象欧美这些经济发展水

平很高的国家目前也难于实现
。

如美国集中

居住在
“

养老院和老人医疗所一类机构的只

占 肠
,

岁以上老人多些
,

也仅 占 肠
”

⑧

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下
,

家庭成

员间在生活方面的相互帮助
,

相互服务是既

释济
,

又方便
,

并且是适合老人心理需要的

二狠好形式
,

尤其是亲情之间的相互慰藉更是

舞恤方式无法替代的 许多老人愿意单独生

褚, 但他们同时也希望得到后辈们在经济上

的补贴
、

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 仁的安慰
。

即

使在美国这个社会经济和社会保险高度发达

的国家
,

也强调
“

对老年人来 说家庭是一个

最后的大本营
” , “

老年人从经济
、

生活和精

神 依靠成年的孩子们
”

是理所 当然的
。

总之
,

从发展趋势看
,

由于 人类生活的

现代化
、

·

社会化和家庭的小型化
,

单纯依靠

家庭已难于承担经济上赡养老人
、

生活上照

料老人
,

充实
、

丰富老年人文化精神生活的

重任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集中养老

的机构 如敬老院
、

老年公寓
、

老年疗养院

等 应逐渐有所发展
,

还要发挥各级政府
、

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
,

利用各种形式为老年

人的物质
、

文化
、

精神生活提供各种服务
,

如举办老年日托
,

为老人提供午餐
、

家庭护

理
、

购物送物等项服务
,

组织老年人旅游
,

建立老年活动中心
,

举办老年教育和老年体

育活动及各种文娱活动等
。

这些对满足老年

人生活需要
、

心理需要有很大作用
,

可补充

家庭养老之不足
,

逐步增加社会的老年服务

功能
,

逐步实现老年保障的社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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