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

现实基础与功能分析

曹 贵 庚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
、

经济和文化变迁
,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

阶段
,

现行的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农村老年保障体系开始面临挑战
,

如果不对传统

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
,

社会经济进一 步发展将陷入困境
,

文章还进

一步探索了改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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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6 6年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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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总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

它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之 间 的 关 系

是
: 农村老年保障制度选择是由农村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

而某种老年保障制度一

经形成便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

粗略地讲
,

老年家庭保障制度是与农业社会相

适应的
,

而工业社会必然要求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适应
。

在我国农村
,

经济改革的巨大

成功带动了农村社会系统的深刻变化
,

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 向工业社会过渡
,

在这场伟大的

变革中
,

原有的老年保障制度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
,

新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便成为现

实的需要
。

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
,

由于文化心理
、

道德习俗的作用
,

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里享

有崇高权威
,

家庭对他们提供经济保障和服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只有那些在
“
家庭安全

网 ” 之外的孤寡老人不得不依靠政府和社会的保障
。

改革十年来
,

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
,

客观上提出了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要求
。

一
、

农村工业化使农村老年社会保障成为必然

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表明
,

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脱离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
,

丧失了土地这种有效的保障形式
,

他们只有依赖社会引导他们实行养老社会保险以保证他们

在年老体衰时的经济需求
。

因此
,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老年社会保障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

我国农村改革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
,

而且还表现在它改变了农村单一

经营农业的局面
,

迈开了农村工业化的步伐
。

由下表清晰可见
,

80 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速度是迅速的
, 1 9 8 0一 19 88 年 8 年间

,

工业份额增长 18
.

6个百分点
,

而农业份额在同期内减少了 2 2
.

1个百分点
。 1 9 8 7年我国农村非

农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
,

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正处于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

时期
。

与此 同时
,

农民开始出现分化
,

形成不 同利益阶层
,

这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分工 日益细

密化的必然结果
。

有些学者指出
,

当代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
、

私营企业

主阶层
、

个体户阶层
、

农民雇工阶层
、

乡镇企业工人阶层
、

乡镇企业营理者阶层
、

农村管理

,
; 3

,



一

一
- - ~-

~

一
. . ~ ~ ~ . . . . . .侧 . . . . .

~
.

随汤 .幽 由 .
咧

编 解 `

~ ~一
佬

~ ~ ~
确

~
可

~

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

年 份
农村工业 农村建筑业 农村运输业

产 值 产 值 产 值

1
.

7

2
.

0

2
.

6

3
.

0

3
.

3

3
.

5

3
.

5

单位
:

%

农村服务业

产 值

3
.

5

3
.

5

3
.

7

4
.

2

4
.

3

4
.

4

4
.

5

J性
8通二

` .ō R一时̀,占.6.7.7&.7.7.7时an
ù1工八b户aOUl̀192023273134381980

1983

1984

198 5

1986

1987

1988

农村社会
`

:

农 业

总 产 值 总产值

100
.

0 68
,

9

1 00
.

0 66
.

7

1 0 0
.

0 63
.

2

1 00
.

0 5 7
.

1

100
.

0 5 3
.

1

100
.

0 49
.

6

100
.

0 46
.

8

资料来源
: 《 中国统计年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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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年鉴 1989 , 。

者阶层和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

总之
,

中国农民扮演的不再是农业劳动者的单一角色
,

而是一

个由不同利益阶层构成的又有着共 同利益的利益集团
,

这个利益集团与城市居民利益集团相

区别
。 1 9 7 8一 1 98 7年 9年间

,

农村劳动者数量由3 0 6 3 8万人增加到 39 0 0 0万人
,

而农业劳动者

所占比重由 89
.

7 %减少到 79
。

15 %
,

农村工业劳动力由5
。

7 %上升到 8
。

45 %
。

所有这一切都表

明
,

农村社区已不再是传统的以农业为单一产业的社区
,

而是向多种产业并举的城乡混合型

社区转变
。

总之
,

农村工业化浪潮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土地
,

他们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越

来越大了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对他们实行小范围的家庭保障显然是不现实的
,

也只有更

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才能够减少乃至消除他们在遭遇不幸或年老体衰时的经济风险和增强他们

的社会安全感
。

二
、

人 口 老龄化需要老年保障社会化

老龄化问题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难题
,

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总人 口 中老年人 口比

重越来越大
。

目前
,

中国老年人口中有近 80 %居住在农村
,

因此中国老龄化的最大问题和难

点也集中在农村
。

1 9 82 年以前
,

老龄化间题在中国并设有显示出强烈的令人不安的迹象
。

根据三次人 口普

查资料
,

老年抚养系数① 1 9 5 5年为 7
.

4 4 %
, 1 96 4年为 6

.

3 9 %
, 1 9 8 2年为 7

.

9 8 %
,

而 1 9 8 7年达

到 8
.

34 %
,

可见 1 9 8 2年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益明显
,

已经足堪优虑了
。 1 9 8 9年我国 6 5岁

以上的老年人 口系数为 5
.

86 %
。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
,

显然
,

我国人 口发展 已悄然完成了

由年轻通向成年型的转变
,

正在向老年型社会过渡
。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 口中位数预测来看
,

中国6 0岁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系数将由 1 9 8 5年的 8
.

2%上升到 2 0 1 5年的 14 %
,

到 2 0 2 5年将达

到 19
.

3 %
。

现在普遍的人口预测结果是
,

2 0 0 0年我国 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系数将达到

10 %左右
,

届时我国将跨入老龄化社会
,

而到 21 世纪 30 和 40 年代
,

我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
`

必须明确的是
,

中国人 口老龄化是在大力提倡计划生育
,

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情况下到来

的一种人口早熟现象
。

而西方人口 老龄化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

现的一种人 口 自然现象
。

根据预测
,

我国老年人 口系数 邝O岁及 60 岁以上 ) 从 1 9 8 5年的 8
.

2 %

上升到 2 0 2 5年的 1 9
.

3 %只需 40 年左右的时间
,

而西方发达国家如瑞典
、

丹麦等国则用将近 1 00

年左右的时间
。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发展中国家位居中下游
,

但老年人口系数却名列前

① 老年抚养系数 = 65岁以上老年人数 / 15 一 64 岁人口数 x 100 %



茅二听以
,

中国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显得尤其严峻和突出
。

一 般来说
,

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十年就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

如果贻误时机
,

届时庞大的

老年人口将使社会经济陷入困境
。

我国距离老龄化社会只有 10 年时间
,

一些发达农村如
.

上海和

北京郊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

因此现在必须有所行动了
。

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来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

家庭成员必然不堪重负
。

各国经验表明
,

只有在老年人 口安全自助

基础上通过个人积累和社会负担相结合的方式走社会化养老的路子
,

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

三
、

家庭伦理结构把老年人口 的抚养功能逐步推向社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

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
,

是一个老年人统治的小社会
。

在中国
,

由于儒家思想的传输和渗透
,

老年人的统治地位更为显著和突出
。

老年人接受家庭赡养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
。

但是
,

工业化使老年人的优越地位悄悄消失
,

社会流动加剧
,

越来越多的家庭年轻成员

为了寻找新的职业和新的生活方式
,

抛弃原来的大家庭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
,

家庭 出 现 分

化
。

目前我国农村家庭
,

老年人一般都拥有数位子女
,

因此抚养老年人 口对每位子女来说并

不构成太大负担
。

但是当老龄化社会特别是老龄化高峰到来时
,

现在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主干

家庭和核心家庭里面的中青年将跨入老年人的行列
, “ 四二

,

一 ”
或

“ 四二二 ”
家庭 (即四个

老年人
、

二个中年人或青年人
,

一个或两个子女 ) 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

如果在 这 种 情
一

况

下
,

继续由家庭负担老年人口的义务
,

对于年轻的家庭成员来说是难承受的
。

总之
,

工业化

和老龄化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

因此家庭功能也必将随之变化以适应工业化和老龄化的要

求
。
近年来

,

我国农村围绕赡养老年人的家庭纠纷大量增加
,

老年人经济地位下降
,

孤独寂

寞感增强
,

据湖北省 1 9 8 6年对 3 7 5 0位农村老年人的抽样调查
,

结果如下
:

湖北省农村老年人口月平均收入情况 单位 : 元

合计 巧元以几

…
16一25元 26一45元 46一 70元 」71一 1 00元

3 0
.

7

` 3
·

8

…
1。

·

0

{
1

·

5

101 元以上

止1 9 8 6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45 5
.

1 13 元
,

月均纯收入为 37
.

1元
。

据此推算
,

湖北省农村

老年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达到平均收入水平
.

。

值得注意的是
,

月平均2 5元级下者占农村老年

总人 口的 4 3
.

7 %
,

由此可见
,

农村老年人 口在家庭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

是农村中容易

陷入贫困的一个群体
。

这充分说明
,

如果继续完全依赖家庭赡养功能
,

农村老年人口将面临生

存危机
。

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功能分析

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一旦建立起来
,

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
。

这种功能表现在农村老年

社会保障体系与农村社会大系统的其他组成要素交互作用
、

互相整合
,

从而不断推动农村社

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

一
、

调节收入分配
,

稳定社会环境

一旦历史开始告别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时
,

家庭分化和老年人权威的动摇使家庭

保障功能弱化
。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丧失劳动能力和昔日权威的老年人不闻不问
,

听 之
_

信

之
,

这些处于生存危机的人们必然会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

世界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



例如 10 3 1年和 10 2 3年
,

美国工人举行过两欢各一百万人进军华盛顿的及玩蔽天淤行) 爵石廷天

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
美国的老年保险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 展 起 来 的

。

现阶段的我国农村
,

以家庭保障为主的老年人口的赡养已经开始出砚一些问题
,

部分老年人

口经济供给不足
,

精神生活也很贫乏
,

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不相符的
,

并对社会稳定构成

一定威胁
。

`

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目的本身出发
, 几

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
,

建立老年社会保

隐体系都是势在必行的
。

老年社会保障是通过一定的再分配形式来实现社会稳定的功能的
。

总之
,

在我国农村实行老年社会保障
,

其首要作用在子解决老年农民贫困问题
、

促进社

会德定
、

增进群众福利
、

增强农民的社会安全感
,

一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旨
。

’

二
、
调节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影响供求关系以及人们的投资
、

消费
、

储

蓄行为和劳动者的劳动情绪与生产积极性
。

供求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到经济能否均衡发展
。

短缺经济是我国经济的特征
,

物质供应

还不能满足人价的消费要求
。

近年来改革陷入困境
,

主要是因为经挤环境恶化
、

产业结构不合

理
、

经济效益低下
、

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 `如何治理经济环境?克服消费需求的膨胀无疑

是一个重要环节
。

以保险为特征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得到实施
,

就可以把劳动者手中一

部分收入通过缴纳保险费的形式转移到社会保障基金中
,

从而延缓劳动者部分消费需求的实

现
, 以抑制消费需求膨服

,

缓和供求紧张关系
。

老年社会保险还可以积累一部分基金
,

主要

用于购买国家债券或经济建设
,
这对于缓和我国资金稀缺状况

,

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

老年社会保障的意义还表现在
,

它可以增强农村劳动者的安全感
,

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

性
,

这是农村发展 的强大动力之所在
。

三
、

变革传统生育观念
-

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

由于老年人 口依赖家庭保障
,

家庭成员数量越多
,

农业劳动力便越

多
,

那么老年人的经济保障使越 可靠
,

家庭繁荣的标志便是人丁兴旺
。

而在工业社会
,

由于

实行社会养老
,

家庭不再是养老的保障单位
。

人们生儿育女不再是为了防老
,

而只是为了{i夔
_

_ _ _

_情需要和社会责任
。

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

成本费用太高
,

投入太多
,

而对

个人而言产出却很少
,

主要是为了满足感情依托需要
。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生育行为是高投入

高产出的话
,

工业社会的生育行为则是高投入低产出
,

因此在工亚社会里
,

一个理性的人一

般是不会有强烈生育愿望的
。

_

现在
,

计划生育在农村遇到强大阻力
,

这与农村家庭老年保障形式有很大关系
。

现在有些

地方把计划生育
一

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
,

对独生子女户和女儿户实行老年社会保险
,

取得了明

显效果
。

总之
,

实行社会养老对于抑制人们强烈的生育愿望
,

缓解人口压力
,

保障经济长期

增长具有深远意义
。

’

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一系列变迁提出了建立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客观要求
,

但它

究竟能否付诸实施? 这取决于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
,

主要是农村经济承受能力及农民保障观

念是否具备条件
。

, ,

客观 匕 我国农村经济水乎还比较概下
,

还只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
。

然而
,

我国是一个



幅员极其辽阔的国家
,

各地区历史
、

地理
、

资源和技术条件很不一致
,

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

衡
。

从各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
,

差异就十分明显
。

1 9 8 9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

西部 9个省

区比东部 11 个省低 40 %左右
,

最低省份为甘肃省
,

才 3 66 元
,

而最高者上海市达 1 3 8 0元
。

县

际之间不平衡比省际要更为突出一些
,

详见下表
: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按县分组情况 ( 1” 8年 )

\ \ 收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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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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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
中国农业年鉴 1989

》 。

省际
、

县际尚且如此不平衡
,

微型社区之间的不平衡就更为显著了
。

既有产值超亿元
、

人均收入数千元的乡村
,

也有连起码的温饱间题都没有解决
、

不得不依靠国家救济的社区
。

经验表明
,

如果没有一定的储蓄能力
,

是很难实现老年社会保障的
。

因此
,

在我国农村
,

那些

集体经济力量雄厚和农民收入比较高的社区已经完全具备了实行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
。

从农民主观上看
,

一部分农民已经开始抛弃了传统的老年保障观念
。

这种观念认为子女赡

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养儿就是为了防老
,

只有那些没有家庭庇护的孤寡老人才去领受

社会救济
。

而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我国农村
,

特别是一些较发达地区
,

农民的保障观念已开始

发生了深刻变化
。

据北京市社会保障调研组对京郊顺义县三个乡农民养老意愿的调查
,

农民

普遍赞放以保险为特征的社会养老方式 (注
:

、

这三个乡 1 9 8 7年人均纯收入都超过了一千元)
。

北京市顺义县农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 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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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

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调查与研究
》 。

通过以 L主客观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我国一些发达农村地区实行农年保障的

时机 已经成熟
。

而且
,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逐步展开
,

这种地区将会越来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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