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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老龄化现象的严重和加重趋势，使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基本权利问题等问题深入影响到了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担忧。
《社会老年学》一书正是一本基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出发，由中国老年学会会长邬沧萍教授特别主编的
专著，本书系统的揭示了老龄化问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理论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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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邬沧萍 1922年生，1941―1946年就读并毕业于香港、广州
岭南大学经济学系，1948―195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哥仑比亚大
学研究生院攻读并获MBA学位。
1951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
民大学等校教授统计学、人口学和老年学并从事研究工作。
现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人口学、
老年学的学科开拓者，是我国人口学最早一批硕士、博士生导师。

1996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
现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
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老
龄科研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专家组组长。
同时任国际老
年学学会理事，亚太地区国际老年学分会理事。
先后编写、主编、
合著、翻译有：《人口学辞典》、《人口统计学》、《商业统计学》、
《世界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等
著作20多部，公开发表《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论老年学的
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实现健康老龄化》、《增强全民的
人口忧患意识》等论文200多篇。

杜鹏1963年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在美国杜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做博士后
研究。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中国老龄协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北京市老龄问
题研究中心社会老年学研究所所长。
先后荣获国家计生委、中国
人口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老年学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研究奖等多项奖励。
主要著作有：《中国
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中
国人口老龄化》等中英文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姚远 1949年生，1979―198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中国史专业，获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2年赴美国犹他大学社
会学系做访问学者。
1995年赴美国韦伯州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
进行合作研究。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副教授。
中国人口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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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口学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主要著作有：《人口与近代中国》
（专著）、《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人口现实》（译著）、《中国农
村人口与发展新格局》（编著）等5部，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家庭
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中国人口、婚育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
究》等20余篇。

姜向群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之后在
中共辽宁省营口市委宣传部工作。
1989―1992年工作于北京市民
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
1992年获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7年曾在印度
国际人口学院进修。
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
工作，兼任《人口研究》杂志编辑。
编著、合著有：《中国社会保
障》、《社会保障学》、《老年人权益自我保护手册》，主编《计划生
育领导工作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人口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苏苹 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1966年
中科院研究生毕业。
曾在中科院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业务
处副处长。
1986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人口学系、人口研究所
副教授、副所长、教授。
曾编著《人口生物学基础》，合著《优生
学概论》，主编《计划生育领导工作全书》，副主编《农村深化改
革与人口发展》、《家庭保健全书》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陈杰1959年生，1989―1991年在日本神户市中小企业协会
研修，1994年日本神户大学教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教育学硕士
学位。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师。
曾在日本《家庭科教
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日本家庭科教育与中国相关学科比较研究》
论文。
曾编著《创建温馨的家》，合著《大学生择业技巧》等。
主
持和参与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的《应用家政推广进行农村妇女教
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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