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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都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
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
当前，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建立并实现全覆盖之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
然处于“制度真空状态”。
随着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家庭保障与土地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建立财务可持续的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本书基于“乡—城”人口迁移预测，模拟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模式应用于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据此提出了“最低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制度模式，并对具体政策方案
、财政保障能力与基金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评估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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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传统养老保障模式的作用及其在当前中国农村的衰弱　　1.2　我国农村传统养老保障方式的
作用机理　　1.2.1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符合东方家庭的代际传承模式　　长期以来，代际间松散
的联系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社会普遍存在老一代向青年一代转移财产或遗产的
习俗。
而在非西方社会中，家庭一直是实现老年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安排。
　　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强调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的人情主
义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情感为主体，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本位。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已指出，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一个绵延的事业社群，因而它的主轴是在亲子
关系之间，而不像西方家庭那样在夫妇关系之间。
因此，中国的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农村更加注重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
在中国家庭中，老人处于最受尊敬的地位，并推崇反哺式传承模式，即父母抚育子女，子女长大后赡
养父母，尤其在精神上给予老人应有的尊重和敬爱。
孔子在《孝经》中提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
则致其严。
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家庭养老保障可以通过物质上的互济，频繁的接触与沟通实现亲情的交流，精神的互慰，代际问也将
保持较为和谐、愉快的关系。
据调查，我国有95％的老年人不愿住养老机构，即使是孤老，也有80％的人不愿去敬老院。
在他们看来，养老机构环境再好，生活条件再优越，也不如在家里生活舒服和称心。
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条件和文化传统，家庭一直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保护形式，为大多数老年人
提供基本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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