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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治理中的老人福利》以治理和善治为基本分析框架，以实地调查的个案资料为研究基础，
从纵向（历时比较）和横向（区域比较）上分析了国家制度变迁和村庄社会结构对乡村治理、老人福
利的影响及其二者之问的关系，探讨了中国农村老人福利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解决乡村
老人福利问题的基本思路。
　　作者认为，提高农村老人福利，必须发挥国家、社区、家庭各自的作用以满足老人物质需求和精
神需求。
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老年协会建设，以有效地提高老人福利和改善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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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习明，男，湖北荆门人，1964年11月生。
1982年中师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先后获得湖北大学文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等学位。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中国乡村治理。
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在《管理世界》、《开放时代》、《中国农村观察》、《中国
软科学》、《教学与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
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获得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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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类区域老人福利水平不同的原因在于：　　（1）族化活动的多少造成了家族成员孝心的不同
。
族化活动越多，家族成员就可能越认同家族文化，就越具有孝心，对老人越孝敬。
宗族主导型区域族化活动最多，有建祠堂、修家谱、集体祭祖、庙会、婚丧等。
户族主导型区域的族化活动也有庙会、婚丧等。
而原子化区域几乎没有正式的族化活动。
（2）公共舆论的约束力不同，给不孝行为的惩罚也不同（参见表四）。
宗族主导型区域的村庄公共舆论具有笼罩性，不遵守村庄内礼俗规范（孝敬老人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仅会遭到村庄公共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还会导致重大的利益上的损失，如被族人冷落、不入族谱
、死后不准葬在祖宗留下的坟地里、办婚丧事或建房无人帮忙或被人捉弄。
户族主导型区域的村庄公共舆论较强，不孝行为也会遭到谴责，并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如有事无人
帮忙或被人捉弄（参见案例18）、甚至于儿子娶不到媳妇。
而原子化区域的村庄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公共舆论，人们都抱着“只扫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的心态，因此，不孝行为不会遭到谴责，也不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参见案例19）。
（3）族化活动的多少本身就意味着老人福利的多少。
因为修祠堂、续家谱、办庙会灯会、集体祭祖、婚丧礼仪、春节集体拜年等族化活动大多是老人主导
的，它们不仅给老人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机会，而且也让老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看到了最终的
归宿--死后有人祭奠，得到了精神慰藉。
（4）退休人员回村定居的比例多少也是造成农村老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原因之一。
宗族主导型和户族主导型区域的外出工作人员在退休后都愿意回村生活，这些人见多识广又有较普通
村民收入更高的退休金，因而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信。
他们都有较浓厚的孝敬老人的传统意识，也敢于批评村民中的不孝行为，有助于形成敬老的良好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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