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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林闽钢  康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把养老、孝老

和敬老三者从不同角度并列在社会政策体系中提出,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的新突破。 

    构建中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实质是要实现国家、社会、家庭责任的有机统一,充分发

挥国家养老、家庭孝老、社会敬老相互支持所形成的合力,为老年人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最大

限度地发挥出老年人生活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让老年人都能实现颐养天年的梦想。 

    家庭孝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基础 

    我国传统“养老文明”孕育了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孝养老。孝道突出养老为

本位,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得以接受子女的奉养。家庭孝老是由家庭成员提

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形成循环往复的途径。在经济供养上,家庭养老是代际之间的

经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和保障过程。家庭养老促进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

归属感。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道德强大内在力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提倡尊老爱幼,在全社会形成养

老尊老的风气。 

    第一,家庭孝老主张老年人不仅物质上需要帮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托,

从而引导家庭养老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孝道不断地将敬老的观念赋予家

庭养老,使得家庭养老从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规范,短期行为变成世代相继。因此,在社会政策上,需

要继承“孝亲敬老”的传统家庭美德和感恩思想,自觉将其升华为尊老敬老的社会公德,并落实到

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上,把关爱老人从道德层面提高到国家政策层面,并做出制度安排。 

    第二,我国传统社会以孝破解养老困局,国家以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老主体。当下

传统孝道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作用之下已发生变化,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不能相互照应,社会政策与

孝道观念需要相互补充,以应对已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原为养老理论支柱的孝道文化,现

在要从一种家庭伦理上升为一种社会伦理,为养老社会化提供文化支撑,促成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

协力解决养老困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三,家庭是养老的第一居所,家庭养老服务是最重要的养老服务,特别是家庭的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应当制定发展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通过政策的

刚性促进,强化家庭的养老服务功能,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社会敬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养老资源供应者的多样化,经济供养、精神慰藉与生活照顾三大养老需求全

部由子女来提供的养老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果说“家庭孝老”是家庭内部子女一代奉养

父母一代以维系家庭的运转和延续,“社会敬老”则是年轻一代共同供养上一代以推动社会发展,

是“子女奉养”的社会化。社会养老金制度就是一种社会孝老模式,实现代际间的更替赡养。在家

庭孝老嬗变为社会敬老过程中,社会敬老已成为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社会敬老推动国

家社会养老政策的转型。 

    第一,社会敬老在当下必须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必须以时代精神对其固本与开新。在政策设

计上,一是实现“义务对称”,体现平等性。二是合乎情理,体现自觉性。三是兼顾养心养身,体现情

感性。四是互助互利共享,体现时代性。青年和老年两代人的机会和权利,只有不同时段的各自侧

重,并无任何一方的独占或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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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充分肯定社会照护服务的社会价值,把社会照护服务作为社会政策体系发展的重点。

一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给所在家庭带来精神、经济双重负担。二是女性经济独

立意识和社会参与的增多,对传统的家庭照护方式形成一定冲击。因此,悉心照护并维护老人的生

命尊严是孝行的基本范畴,社会化的长期照护显得日益重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长期照

护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国家养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主体 

    家庭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发展趋势,现代社会家庭规模变小,传统社会养老依赖的多

子女家庭正在被核心家庭取代。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源匮乏,这也意味着养

老资源的短缺。一定程度上,家庭孝老和社会敬老延缓了社会养老问题。但当前社会结构变化带来

的养老问题仅靠家庭内部无力解决,养老由各自的家庭问题转变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强

化政府养老责任,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大势所趋。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正处

在转型发展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出国家养老的主导作用,仍是今后国家养老发展的核心目标

和任务。 

    建立面向全民的“社会服务国家”。以社会服务作为主线,改善社会保障的给付结构,不断增加

社会服务项目,逐步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探索“社会服务+现金给付”的新型供给结构。以老年人需

求为导向,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服务制度,促进城乡基本社会服务的均等化。以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为目标,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形成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