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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养老保障旨在解决老年人的温饱问题，仅关注狭义的资金保障。
进入21世纪，养老保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养老保障阶段，需要从广义的、积极的角度研究城乡养老保
障模式。
由赵曼编著的《城乡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主要遵循两条研究主线：一是把传统意义的资金保障扩
展到实物需求，再扩展到实物供给，多层次对比城乡养老模式的差异；二是从单纯的物质供养拓展至
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保障层面，突出城乡老年人社会参与在积极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
。

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对“老”进行解构和重释。
与衰老不同，“老”是一个相对的、主观的、动态的概念，其社会意义远高于生理意义。
基于这个逻辑起点，对养老保障进行分析与拓展，以对比分析城乡养老保障模式。
《城乡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分为四大部分、八章内容。
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
主要围绕“老”的概念进行解构与重释，对养老观念与养老方式，不同养老方式的实现途径、适用条
件和利弊等问题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关注狭义的老年人养老保障，侧重理论分析，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
主要研究资金问题的重要性、以房养老在养老保障中的适用性、庞氏骗局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性、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以及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等问题。
第三部分分析广义的养老保障，侧重实证分析，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
主要基于实证数据，比较城乡老年人养老方式差异及其原因。
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
主要分析城乡老年人社会参与，这是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最高境界。
其中，第七章比较城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第八章进行专题讨论，集中讨论了“啃
老”、老年人自杀、养老机构的社会参与和丧葬等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乡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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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样，如果社会都认同“养女防老”，那么“养女防老”也会成为一种均衡，并稳定下来，问题
是，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换言之，为什么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而不是“养女防老”呢？
究其原因，首先与生产能力有关。
在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产品是农产品，最重要的财富就表现为粮食和各种食
品，在这种状态下，体力劳动很重要。
所以，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男劳力。
当然，人们还会饲养一些大牲畜作为对劳力的替代，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设备。
养儿就是养劳动力，有劳动力才有牛产能力。
人们以养儿的方式积蓄生产能力。
其次，有了儿子，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分工就会很合理。
年轻的时候一般从事体力劳动，年老的时候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父子之间，体力劳动分配给年轻有力气的儿子来做，年迈的父亲从事脑力劳动。
父亲的脑力劳动主要表现为管理家庭，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单位，父亲管理家庭内部与外部的事
务。
再者，父亲和儿子之间也是一种师生关系，父亲向儿子传授生产经验，包括气象知识、预测天气以及
对耕作时间的掌握等，不仅是农业方面的知识，而且包括其他方面，一个合格的农民知识是全面的，
这需要长期的积累。
最后，养儿防老观念的形成与我国自古以来家庭内部的财产继承方式有关。
因为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在一般情况下，经济权力主要集中在老一代的手里。
而在多子女家庭中儿子与女儿相比一直是父母去世后财产的第一继承人，是有继承权的。
作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财产继承也是与对父母的赡养相对应的，儿子因此便担负起了养老的责任。
　　进入现代社会后，“养儿防老”的观念有所弱化，第一个原因就是家庭规模的缩小。
小规模家庭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在下降，包括资金提供能力的下降和家庭服务提供能力的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农村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力需求下降，机器劳动代替了传统的体力劳动，比如农业
机械化的普及，使得农业生产中对体力劳动的要求有所降低，通过储存儿子的体力来应对生产的需要
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下降。
与之相关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经济自给自足，大部分生产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生产中需要儿子来完成的事情，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从而对“
养儿防老”的观念带来冲击。
第四个原因是人口流动性增加，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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