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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的变迁:老人“自主养老冶的动力分析
———基于上海市近郊村的田野考察

孙摇 敏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武汉摇 430074)

摘摇 要: 通过对上海市近郊农村老人生活现状的考察发现,以“养儿防老冶为内容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近郊村难以维

系,并出现了低龄老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自主分配为原则冶的“自主养老冶新模式。 该养

老模式的出现与当代家庭的深刻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第一,家庭结构核心化迫使老人通过

“自我劳动冶积累养老的物质资源。 第二,家庭伦理世俗化为老人自我积累提供了持续的内在动力。 第三,代际关

系的离散化为老人自主分配家庭资源提供了政治空间。 三者从家庭内部瓦解“养儿防老冶的社会基础,从而改造低

龄老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促使老人选择“自主养老冶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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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调研期间当地老人提供了一个他们特别引以

为鉴的事故:一个 56 岁的老妇人,为了给自己积

攒更多的养老资金,55 岁“退休冶之后便起早贪黑

地在自家菜园子里种些蔬菜出售以获得一些散

钱。 不幸的是,这位老妇在一次卖菜回家的路上

发生车祸,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一个既无具体

姓名也无具体地点更无案件详情的“三无事件冶,
但由它引发的舆论却对当地老人产生了深刻影

响。 活着的老人首先是为她感到惋惜:“刚到可以

领养老金的年纪,为这点小钱就送命,真是不值

得!冶淤其次,他们从中总结了一条“硬道理冶:“平

时做事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注意安全,好好地活

着,只有活着才能享受国家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福

利。冶于可见,在老人群体中形成的社会舆论除了

“惋惜冶之外便只有“经验教训冶,却听不到当地老

人对老妇子女、对肇事者、对社会的评论,这似乎

是一个“情理之中冶的意外事故。 为何每月有固定

养老金的老妇一定要去种菜、卖菜挣小钱? 老妇

的子女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养儿

防老冶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其本质是代际关系之

间“抚育—赡养冶的反馈式家庭养老模式,但“养儿

防老冶在当地近郊农村几乎不见踪影,当地养老模

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以上内容构成了本文的核

心问题意识。
目前,学界对当代老人养老的现状、特点、原

因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养老的主体

看,依靠外部资源维持养老生活的均属于“他者

养老冶 ,比如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依靠财政的社

会养老。 而老人通过自我剥削积累养老资源则

属于“自主养老冶 。 “自主养老冶在中部农业型农

村表现为“以地养老冶 ,在上海市农村表现为“以

工养老冶 。 从全国农村养老的发展趋势看,“自养

为主,他养为辅冶 成为当代养老的主要形式,而
“他养形式冶之一的家庭养老的式微在学术界已

经形成共识,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可以归纳为 3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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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庭结构变迁论。 以费孝通和王跃生

为代表,从家庭结构变迁分析家庭养老所面临的

困境是学术界最为传统的研究路径。 费孝通[1鄄3]

的“三论家庭结构变迁冶是对中国家庭结构进行历

史性分析,并在《再论》中专门考察了家庭结构变

迁对老人赡养的影响。 王跃生[4] 则以当代农村家

庭的代际关系为中心,将农村中的分家行为、家庭

功能变动、社会转型等综合考虑来理解家庭养老

的变迁。 王海娟[5] 认为:当下中部地区农村家庭

的代际关系脱嵌化促使农村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

转向自主养老。 第二,社会养老继替论。 2010 年,
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各地农村老

人先后领取不同等级的养老金,学术界从社会养

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出发,分析传统家庭养老瓦

解的外部性因素。 张川川[6]等关于“社会养老冶能
否替代“家庭养老冶的讨论认为:以新农保为典型

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对农村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

度的替代,但效果有限。 社会养老继替论主要是

利用宏观的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通过相关变量

之间的数据关系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第三,农
业生产变迁论。 随着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尤
其是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老人在农业生产中的

地位、作用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凌文豪[7] 从农业

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梳理了养老模式的变迁,并指

出分田到户后多元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农业科学技

术发展和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结果。 李永萍[8]

则从老人农业出发,考察农村土地对于老年人生

活、地位和价值 3 个层面的意义,认为“以地养老冶
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

通过上述学术回顾,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对

“自主养老冶的原因分析较为深入,为后续的研究提

供了诸多启示。 但存在一定的不足:家庭结构变迁

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分析方法,过于强调客观结构

则容易忽视个体的主观选择;社会养老继替论主要

是利用数据做宏观的外源性因素探讨,缺乏微观层

面的机制分析;而农业生产变迁论是对上述 2 种分

析路径的补充。 三者的研究对象明显指向中西部地

区的普通农业型地区,可归纳为“中部地区的养老

类型冶,而上海市近郊农村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典

型代表,其养老方式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逻辑。 为此,
本文试图从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和代际关系 3 个维

度,分析上海市近郊农村老人“自主养老冶的内在动

力,由内而外理解发达农村地区养老模式的形成机

制,为传统家庭养老面临现代性危机提供一种解释

路径。

二、近郊农村“自主养老冶的现状及特点

(一)退休农民“退而不休冶
上海近郊农村的老人,女性年满 55 岁、男性年

满 60 岁即可领取养老金,当地农村把这部分能领养

老金的老人称为“退休农民冶。 上海近郊老年农民

尽管到一定年龄会享有高额养老金,但这些“退休

农民冶并没有因此脱离劳动与生产,而是更积极地

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非正式就业。 以老村干部

GWM 为例:GWM,70 岁,老村干部;老伴,68 岁。 2
个老人每月共有 2 480 元养老金,GWM 每月还有由

村集体发放的 200 多元的村干部退休补贴。 老人家

身体硬朗,现在乡镇的一个工厂做清洁员,一个人做

2 份工,拿 2 份工资,共 4 040 元 /月。 另外,农村宅

基地在乡镇置换了 3 套房子,自己留一套居住,给儿

子一套,剩下一套用于出租换取货币收入。
调研显示,该案例在当地具有普遍性,当地农村

的低龄老人的常规性收入主要有 3 项:(1)养老金。
根据上海市颁布的新农保政策,农村养老保险分为

5 个等级。 W 村的养老金由 3 部分组成,即基础养

老金 690 元(5 等级,有浮动) + 村集体补贴 167郾 5
元(根据各村集体经济情况而定,有浮动) + 区、镇
两级政府补贴 382郾 5 元 = 1 240 元 /月(有浮动),因
此,1 240 元 /月是该村老人最低等的发放金额。
(2)务工收入。 据农户反映,该村 50% 的老人退休

之后要么到镇上当保洁员,要么到附近的工厂当门

卫,等等。 通过各种低强度、低风险的劳动来获取上

海市的最低月工资 2 020 元。 (3)房租收入。 由于

该地区工业发达,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于此,他
们成为当地老人闲置房屋的临时居住者,老人从中

收取 200 ~ 300 元 /月的房租。 一般情况下,一对老

夫妻拥有 3 ~ 5 间面积 15 ~ 25 m2 的小房间,房租月

收入大约在 600 ~ 1 500 元。
当地老人尽管每月有固定的养老金和相对稳定

的房租收入,但并没有让自己“清闲下来冶,而是尽

自己最大努力就近务工以获取货币收入,在低龄老

人看来“人民币是赚不完的,能活动就可以挣钱冶,
故务工收入所占比例最大。 农村老人虽然达到了当

地政策所规定的退休年龄,但在生产方面仍坚持务

81



摇 第 6 期 孙摇 敏: 现代家庭的变迁:老人“自主养老冶的动力分析

工或种菜,通过“退而不休冶淤方式实现家庭收入最

大化,为“自主养老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开源节流式的“自我积累冶
当地老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通过

各种方式积累大量货币性收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就是为以后“动不了冶做准备,毕竟“儿子的钱不是

自己的钱,养老还是靠自己冶。 因此,老人进行货币

性积累具有明显的“利己冶动机。 为了在有限的时

间内实现货币性收入最大化,在收入基本稳定的情

况下,当地老人更多地是依靠减少日常生活开支来

进行“自我积累冶。 以农户 GYJ 为例,可以了解当地

老人生活开支具体的情况:GYJ,59 岁,老伴 57 岁,
已经达到当地女性 55 岁领取新农保的规定,她因为

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外出务工,而是在家以种菜、卖菜

来增加收入。 GYJ 是村民小组长,每年有 5 000 ~
6 000 元的补助,同时还在附近的工厂上班,能拿最

低月工资 2 020 元。 主要生活开支有:1 年的医药费

4 000 ~ 5 000 元,人情费 1 年平均 3 000 元左右,子
女周末回家聚餐的买菜开支 50 元*4(周) = 200
元,每月的水费、电费、煤气费等 500 元,种蔬菜的生

产成本投入(种子、化肥、农药)1 000 元 /年。
该案例反映当地低龄老人夫妇的生活开支主要

有 3 项:(1)医药费。 老人多少都有些慢性病,诸如

高血压、高血脂等,因而每月医药费成为老人的固定

开支。 尽管有医保,但每月上百元的费用对他们来

说仍是一笔“巨大开销冶。 (2)生活费。 由于该村的

土地全部流转给村集体,老年人的一切吃、穿、用都

需要现金支付,在吃方面主要是粮食、蔬菜、肉类、豆
制品的购买,2 个老人每月生活费 300 ~ 500 元。
(3)人情开支。 当地的人情额度在 500 ~ 1 000 元,
一般(表)兄弟姐妹 1 000 元,远亲 500 元,其他朋友

视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定。 由于村庄内的人情和亲属

间的人情都是到“老了走不动的时候才让儿子送冶,
因而“退休老人冶的人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淤摇 根据上海市相关政策规定,具有农村户籍的老人,男女年龄分别达到 55 岁、60 岁,便成为退休农民,据此他们每月可以领

取不同等级的养老金。 老人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还是忙碌着从事各种劳动,或种菜、或打工,笔者将这种生产状态称之

为“退而不休冶。
于摇 朱介明,69 岁,老干部,原外冈镇土管所所长。 访谈时间:2015鄄12鄄02,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上述开支是老人维持个体生活和社会关系所承

担的“硬支出冶,而当老人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生活

中的闲暇时间必然增多,老人休闲依旧遵循“节俭冶

的原则。 首先,尽量参加“免费冶的休闲活动,其中

看新闻、串门是当地老人的主要活动。 其次,通过打

“定额麻将冶预防老年痴呆。 当地老人打麻将有个

特殊规矩,即将输赢定在 10 ~ 30 元,若所输金额超

出范围,就可以享受“输了不再出钱,赢了可以进

钱冶的特权。 按老人的话说“老人收入少输不起,打
小牌定输赢,不伤脾胃又消遣时间冶。

(三)恩往下流的“有限责任冶
上海地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老人

普遍认为帮助子女完成学业和帮助他们成家立业,
就算完成人生任务了,孙子孙女是他们自己的小孩,
主要由他们自己抚养于。 由于上海市区的房价远远

超出普通农户收入的承受能力,在“可望而不可即冶
的高房价面前,老人普遍表示“子女进城买房都是

子女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只能量力而行,能帮则帮一

点,更多地是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冶这与华北地区同

龄老人的“人生任务冶形成鲜明对比。 华北老人“是
否得到儿子的赡养以及赡养的状况如何,关键在于

老人是否有资源来与儿子进行交换,如是否给子女

建房或买房,是否帮助子女风光的结婚,是否帮助子

女建好自己的小家庭,是否帮忙带小孩等冶 [9],事实

上,华北老人对子代小家庭的“无限付出冶便是子代

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冶。
与华北地区老人的“无限付出冶相比,当地老人

在家庭资源向下转移的过程中遵守“恩往下流,但
需量力而行冶的原则。 所谓“恩往下流冶,是指当地

老人在完成子女社会化任务后,再往后付出便是对

子女的“恩情冶而非对子女的“责任冶,这种“恩情冶
输入多少以及如何输入则依老人自身的能力而定,
当地老人不会为子女承担“无限责任冶,而是会理性

地在“为自己积累养老资源冶和“帮助子女维持生

活冶之间寻求代际平衡。
综上所述,上海市近郊农村的养老模式有 3 个

特点:其一,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退而不休冶使
老人的货币收入最大化,勤俭节约使老人的货币支

出最小化,通过这种开源节流式生产生活方式来实

现家庭纯收入的最大化。 其二,从资源积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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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近郊村老人坚持“自我积累冶的利己原则,
即老人主要通过政策性外部资源输入和老人自我劳

动创造收入来减少对子女的物质性、货币性依赖,自
己为自己积累未来的养老资源。 其三,从代际资源

的分配看,遵守“恩往下流,但需量力而行冶的原则,
父代对子代的资源转移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有限地

向下输送,代际资源分配过程中凸显了老人的自主

分配意志与权力。 总之,当地老人在实践过程中形

成一种“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
自主分配为原则冶的养老新模式,养老主体既不是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的“儿子冶,也不是学界期待的

现代社会养老模式中的“社会冶,而是老人自己通过

独立劳动、自主分配、自我积累来养老,从而形成一

种以“自养为主,他养为辅冶的养老新模式,可称之

为“自主养老冶。

三、当代家庭变迁:自主养老的内源性动力

家庭变迁速率在不同的区域有差异,上海市作

为经济高度市场化、个体高度理性化、社会高度原子

化的地区,作为其社会基础细胞的家庭也发生了巨

大变迁,主要表现为:第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第
二,家庭伦理的世俗化;第三,代际关系的离散化。
当代家庭在这 3 个层面的现代变迁综合地改造了上

海市郊老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

淤摇 朱介华,62 岁,原村副主任,现被返聘为徐秦村档案管理人员。 访谈时间:2015鄄11鄄24,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

委会办公室。
于摇 老外公寓是指由留守的本地老人和外地的务工人员共同居住的本地农村,由此形成两者之间房屋租赁关系。
盂摇 顾文明,70 岁,老干部。 访谈时间 2015鄄11鄄22 日,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一)“形势所迫冶:家庭结构核心化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上海农村执行“独生子

女冶政策,现在“低龄老人冶普遍只有 1 个子女。 当

下这批独生子女逐渐结婚并从母家庭中分离出来,
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 正如当地老人所反映的,2
个核心家庭的叠加使得当地家庭养老形成结构性的

难题:“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上有 4
个老人的很普遍,加上年纪更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养
8 个老人也是有的,我们老人如果都靠子女,他们能

养得过来吗?! 子女就算是有心,当 4 个老人都需要

一个接一个地照顾时,怕也是无能为力。冶淤面对这

一不可逆的家庭结构变迁,上海农村老人清晰地意

识到“难以依靠子女养老冶。 这种“难以依靠冶可以

从 2 个方面来理解:(1)4 ~ 8 个老人的养老资源不

能完全依靠 2 个年轻人提供。 (2)当老人不能自理

之时,独生子女难以做到 “及时养老冶 和 “就近

养老冶。
上海近郊农村的本地工业化促使年轻农民一次

性地完成了城市化,分家后所形成的子家庭在资源、
空间和时间方面都难以实现对老人的照顾。 在浓厚

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就业政策下,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农民基本上在市、区、镇 3 级的企业或事业单

位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

使得年轻农民纷纷进城买房定居。 父母则与外地务

工人员住在农村,形成“老外公寓冶于。 总体看,80
年代、90 年代的年轻农民在婚后虽然并未从户籍上

另立户头,但是基本上都是与老人分开吃、分开住、
分开核算,事实上完成了分居分灶分财的分家行为。
因而,当地老人坦言:“现在子女都是在城里工厂打

工、单位上班,哪里抽得出时间来专门照顾我们老

人。 子女又没有分身术,他们也不可能辞了工作来

照顾老人,非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要么进敬老

院,要么请家庭护理工,这些都是要出钱的。冶盂

事实上,传统家庭养老需要依托于主干家庭结

构:其一,只跟一个儿子(一般是小儿子)的“固定主

干家庭冶。 其二,由多个儿子轮流养老的“流动主干

家庭冶。 主干家庭下的子女养老有两大特点:一是

老人与子代在空间上不会有太大的距离,要么同住

一屋檐下,要么分开住但离得很近,属就近养老。 二

是子代在时间上能周转过来,属及时养老。 就地城

镇化带来的城乡空间距离和城市人 8 小时工作制,
使得子家庭只能在周末“抽空冶回来看看老人,从而

瓦解了独生子女就近养老和及时养老的现实条件。
家庭结构核心化必然将 2 个母家庭的养老责任集中

于子家庭,这对于以“普工冶 为主的、每月3 000 ~
5 000 元工资收入的子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因

而,在老人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老人的普遍预期便是

“进敬老院冶或“请护理工冶。 但不管是“进敬老院冶
还是“请护理工冶,都属于社会性的养老服务,只有

支付一定货币才能获得,这是市场逻辑下的等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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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在养老服务日益市场化的情况下,家庭结构核

心化迫使老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必须以

务工或种菜的形式,通过“自我剥削冶来换取货币性

的养老资源,这成为当地老人“自我劳动冶的结构性

原因。
(二)内在动力:家庭伦理的世俗化

第一,从传宗接代到天伦之乐。 随着现代性的

生育观念和生命科学进入农村,“传宗接代失去正

当性,也就意味着家庭的宗教性失去了根基。冶 [10]上

海农村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改造了老人对子女

的宗教性期待,“生儿生女都一样冶的生育观为当地

老人基本接受。 但是,从子女的婚嫁讲,不管是“嫁
儿子冶还是“嫁女儿冶,当地农民的想法是,“子女必

须在自己身边冶,而父母能接受的是“身边距离冶,是
省内婚姻。 之所以不能跨省“嫁儿子冶或“嫁女儿冶
是因为当地老人对现世的天伦之乐有着深深的期

待。 这种“天伦之乐冶实际上是对子女精神养老的

期待,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常回家看

看冶,“即便不能回来看老人,但至少也要有 1 ~ 2 个

电话的问候冶。 这种期待在当地农村形成一种新的

文化现象,以致于“子女常回家看看冶成为当地老人

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当地年轻人一般周末开车回乡

下陪父母聊聊天,唠唠家常,打扫家庭卫生等等,年
老父母则从中午就开始张罗“家庭晚餐冶。 老人每

周末能看到子女吃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种的有机蔬

菜,其内心是非常满足的。 他们能从这短暂的周未

聚餐中体会自身价值,并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

之乐。
第二,从主干家庭本位到核心家庭本位。 核心

家庭本位文化将主干家庭从观念上割裂为边界清晰

的母家庭和子家庭,家庭边界从传统的以 3 代人为

核心的主干家庭收缩到以 1 代人,至多 2 代为边界

的核心家庭,从而割断了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伦理性

的、义务性的互助关系。 朱海龙等通过全国性的问

卷调查发现,代际层次越低,即当代越年轻的老人,
“对子代养老责任的依赖性越小,对政府制度性支

持期盼越高,也更肯定个人的养老责任冶 [11]。 由老

人独立组成的母家庭是当代核心家庭的类型之一,
核心家庭本位伦理意味着母家庭将围绕着老人自身

利益,理性地将全部家庭资源进行整合与分配,从而

实现母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 上海近郊农村老人不

论是“自我劳动冶还是“自主分配冶,其最终目的都是

主动承担起自主养老的责任。 对核心家庭本位伦理

的认同,便成为当地老人“自我积累冶的内在动力。
(三)政治空间:代际关系的离散化

传统分家的内核是“兄弟分家冶,在家庭结构核

心化作用下,当地农村家庭分家转变为父子分家。
这一分家模式制造出 2 个地位平等,且独立核算的

母家庭和子家庭,代际关系由紧密走向松散,家庭责

任在 2 个独立的家庭之间重新分配,家庭收支也在

2 个家庭之间“各走各路冶,离散化的代际关系打破

了传统家庭中父子之间“统收统支冶的家庭资源配

置格局,从而为母家庭在家庭责任与家庭收支方面

提供了自主分配的政治空间。
第一,当地老人“自减冶人生任务。 前文所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城郊老人普遍认为:
“抚育子女、帮助结婚冶是自己的人生任务,这与华

北地区农村老人的三大人生任务———“抚育子女、
建(买)房结婚、照看孙辈冶相比,当地老人其人生任

务在第二阶段便已结束。 调查数据显示,部分老人

甚至认为:“子女买房都是子女自己的事情,更不用

说照看孙子孙女冶,这些老人在子女有工作,有独立

收入之后,从 50 岁左右便开始积极地为自己养老做

准备,且劳动所得完全由老人自主支配。 需要注意

的是,当子家庭主动承担养育自己子女的责任而不

依靠母家庭时,子家庭对“下人冶养育功能会挤压其

对“上人冶的赡养空间。 由教育费用、房贷还款和日

常生活所形成的支出压力使得子家庭的资源集中往

下输送,而难有结余向上反馈。 老人对此也表示理

解,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子女有子女的难处,
我们不麻烦他们冶。 如此,父代与子代在具体实践

中形成一个低度资源传递的代际平衡。
第二,母家庭与子家庭收支两条线。 首先,在收

入方面“各管各的账冶。 当地老人普遍表示对子女

的具体收入不清楚,访谈中 80% 的老人表示“子女

每个月能挣多少钱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去管子女如

何花钱冶“子女挣多少花多少,我们老人都不管,我
们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冶。 老人所说的“管好自

己冶实际上就是将家庭边界进一步缩小到属于 2 个

老人的母家庭,“各管各的账,各过各的生活,不麻

烦别人冶。 同时,子女也不清楚父母所积累的资源,
“父母的工资卡、社保卡都是他们自己保存,只有在

特别需要现金的时候才会找父母借钱冶。 其次,在
支出方面以“礼节性平等交换冶为主。 前文所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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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一旦在工作所在地方购买商品房后,子家庭与

母家庭之间便只有短暂的、规律性的家庭聚餐。 这

种“即聚即散冶式的聚餐,使得母家庭和子家庭在开

支上有稳定预期且基本平衡:母家庭提供一顿丰盛

晚餐,其成本由老人来承担;作为回馈或是补偿,子
家庭会给父母带些水果、营养品等。 在这个过程中,
母家庭与子家庭的支出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 这与

华北地区“母家庭要为子家庭抚养年幼的孩子,照
管农田,年节时期,2 个家庭会暂时性合炊冶 [12] 的

“收入两条线,开支较混杂冶的现状不同。
总之,父子分家后的 2 个独立家庭都无权干涉

对方家庭的资源分配。 当地老人把寻求子女的照顾

说成是“麻烦别人冶,子女把寻求父母的资助当做是

“找父母借钱冶,拥有亲密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在当

下成为“别人关系冶。 华北地区因竞争性“兄弟分

家冶带来的代际剥削被当地的“父子分家冶戛然截

断,家庭资源代际转移遵循以权利为基础的“合理

性分配冶原则,因此,代际关系离散化为母家庭养老

资源的自主分配和高效积累创造了必要的家庭政治

空间。

四、讨论:“他养冶还是“自养冶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在现代家庭发生深刻变

迁的背景下,卖菜老妇之死只是当地“自主养老冶的
一个意外事故,社会舆论指向老人自身而非子女便

可理解。 上海近郊农村的老人在享受高额养老金的

情况下依旧积极地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临时就业,
其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积累货币化养老资源,由此形

成“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自主

分配为原则冶的“自主养老冶模式。 该模式的核心特

征是老人的自我劳动与自我剥削,其在中部农村地

区表现为“老人农业冶,在上海近郊农村则表现为

“老人工业冶。 客观讲,“自主养老冶模式能较大程度

地减轻子女养老的物质负担,同时也能降低子女对

老人的代际剥削,老人由此获得了老年生活的主体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性危

机。 从家庭变迁的角度理解当地“自主养老冶模式

的实践机制,为养老主体从“他养冶到“自养冶的变迁

提供内源性与主体性的解释。
2016 年第 4 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

调查显示:2015 年,在全国老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

口占 52郾 0% ,农村老年人口占 48郾 0% 。 其中,低龄

(60 ~ 69 岁)老年人口占 56郾 1% ,中龄(70 ~ 79 岁)
老年人口占 30郾 0% ,高龄(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 13郾 9% 淤。 一方面,该数据说明相对年轻的老人

年龄结构是自主养老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另一方

面,在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接近一半的情况下,社会化

养老在全国覆盖存在巨大的困难。 当社会养老暂未

能普及广大农村地区而不得不回归家庭养老时,上
海近郊农村的养老实践表明,采取相应的措施重塑

新型家庭继而实现“子女的精神养老冶与“老人的物

质养老冶相结合的“他养 + 自养冶模式具有一定的可

能性。
首先,在有条件的地区尽量实现就地城镇化

和本地工业化,从而既为青年人也为近郊老人提

供更多的本地务工机会,创造“离土不离乡冶的外

部环境,以促进代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在父

子分家已成普遍社会事实的情况下,为老人获得

母家庭资源分配的自主权利提供相应的政策支

持、舆论支持乃至法律支持。 再次,在经济发展较

为落后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应

为“老年农业冶 留有空间,激进的“资本下乡冶 和

“土地集中冶会在“以地养老冶的农村造成不良后

果。 最后,在社区内部积极建设老年人的公共活

动空间和老年人话语体系,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提供人生意义的支撑。

淤摇 人民网: https:椅world. people. com. cn / n1 / 2016 / 1010 / c57506鄄2876532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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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hanges: Dynamic Analysis of Independent鄄provide
for the Aged: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uburb Village in Shanghai

SUN Mi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peopl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children against the aged
has become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Shanghai suburb village. There is a new
pattern coming that is called Independence鄄Provided for the age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义on the basis
of the self鄄labor, with independent distribution as the principle, for the purpose of self鄄accumulation义.
Based on the old people忆s situation in suburb village,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re are dynamic and closely
rel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amily change and the independence鄄provide for the aged.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o the family changes: the core tendency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simplification of family
function, the secularization of family culture. They collapse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patter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from the family internal, so as to transform the old man忆s endowment ideas and
behavior and make the old man choose a new model of independent - provided for the aged.
Key words: modern family change; independent鄄provide for the aged; the core tendency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simplification of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the secularization of family e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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