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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迅速攀升，不少人开始惊呼“社会问题来了，社会
负担重了”！
如此惊呼一方面确实唤来了对老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容易使人们对所谓的老
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缺乏精确、细致与具体的认识。
　　笔者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现状评估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
：06BSH044）的初衷是为了给这样几个问题寻求更加明确的阐释：难道老年人就等于社会问题、社会
负担吗？
如果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负担？
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才是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带来的负担？
还有，老年人越多就等于社会问题越大，社会负担越重吗？
⋯⋯打一个不甚确切的比方：驻足于茫茫人海，瞅着“银色浪潮”扑面而来，难道你只有恐惧、忧虑
或痛苦的体验吗？
难道你压根儿就体会不到一点点海浪拍打的惊喜或清爽吗？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踏浪的愉悦或弄潮的亢奋吗？
　　笔者曾向课题组所有成员作出告诫：完成此项课题的过程，就是以一颗平和、包容、真诚的心给
“银色浪潮”一个厚实的学术拥抱。
诚然，仅凭此项课题或此项成果不可能全面回答上述的疑问。
我们只是为回答这些疑问从某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门或一扇窗罢了。
这个角度就是课题的主题词：社会适应。
　　人给社会带来了问题，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与社会出现了不协调、不和谐。
倘若人与社会是协调的、和谐的，则人未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至少未给社会带来那么大的问题。
社会适应就是个体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以及这种协调关系呈现的状态。
那么，可以由此推论，社会适应好的人比社会适应差的人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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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社会学与心理学为最重要的学科基础，同时借鉴了经济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的一些概念和
观点，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理论进行了探讨；以实证方法为依托，使用问卷评估了常态下老年人的社
会适应状况，通过访谈与实地观测考察了灾难性突发事件（以“5-12”汶川地震为例）下老年人的社
会适应状况；根据理论探讨和调研结果，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个体外部、内部等视角提出了维
持与增进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对策。
面对规模巨大、发展迅猛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少人开始惊呼“社会问题来了，社会负担重了！
”其实，老年人口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或带来多大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或绝对数量的大小，而还取决于老年人口是由什么样特征或特质的个体组成，即老年人口的质量。
　　从社会适应视角探析老年人口问题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新的思路。
在社会适应的语境下，老年人口问题不是老年人带来的问题.而是社会适应不良的老年人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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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核心概念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即为老年人社会适应。
　　老年人社会适应这一概念实则是以老年人为一极，社会为另一极，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动态或
静态的描述。
老年人在此界定为实足年龄达到60岁或60岁以上的人，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群体。
本研究也将60岁作为实证研究中老年人的起始年龄。
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具有整合、交流、导向以及继承
和发展等基本功能（郑杭生，2003）。
不管是老年个体还是老年群体总处于社会之中，并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特定的老年个体或群体而言，他们与所处的社会并不总是呈现协同一致的状态，而是时常
出现老年人与社会总体趋向失调的现象。
老年人在不断发展变化，其所处的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二者之间的发展变化彼此适合、协调的程
度，也就是老年人社会适应本真的反映。
　　从动态的角度上说，老年人社会适应是一个过程；从静态的角度上说，老年人社会适应是一种功
能状况，既可表现为老年个体的一种行为特征或适应潜质，也可表现为老年人与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
。
陈建文（2001）就曾从动态与静态的角度，对社会适应作了三个方面的定义。
他认为，社会适应是一种过程，指“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个体控制和理解生活情意，应对情境压力
，调适心理状态，从而达到与生活情境保持和谐关系和平衡状态的过程”；社会适应是一种结构，指
“个体为了求得社会生存、健康和发展，而与生活环境保持和谐关系和平衡状态所具备的人格特征和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倾向”；社会适应是一种功能，指“具有特定社会适应心理结构的个体经历一
定的社会适应过程之后，导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适应状态”。
也有文献（如，陶沙，2000）显示，社会适应是个体的一种体验，即“个体在变化着的情境中感到与
他人相协和的体验”或者“个体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及其关系的表征”。
　　结合他人的观点，基于老年人的特性，根据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本书中将社会适应看成是个体与
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以及这种协调关系呈现的状态。
对不同个体来说，社会适应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即适应还是不适应的问题，而是适应程度差
异的问题。
对老年个体而言，自身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程度如何，往往通过自我内部的生理与心理的和谐程度来判
断。
譬如，从外在线索来看，家境贫寒的老年人可能比家境富足的老年人在社会适应水平上要低，然而，
现实中有可能出现家境贫寒的老年人比家境富足的老年人生活得更加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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