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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
，并在2004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
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
存在方式。
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
的理论问题。
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
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
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
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
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
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
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
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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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未富先老等突出特点，利用有限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未雨绸缪
，积累必要的养老资源，进行符合实际需要的制度设计。
是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规避人口老龄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代中国老龄群体社会管理问题研究》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
的一系列问题出发，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比较详尽地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了养老观念、老年需求与社会养老制度设计的关系，探讨了养老的社会支持
程度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论证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在构建社会养老体系过程中的必要性，提出了
构筑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的新型养老模式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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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大养老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资源，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讲，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的需要，在
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人不拥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他最需要的是机体的生理需要，在这种
条件下，解决温饱需求是第一位的，而其他的需求则退居其后，对于老年人来讲更是如此。
　　在经济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老人有自我养老或者社会养老的经济基础，如果外因力量足够强大，
可以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因此，笔者认为，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养老观念和养老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快经济
均衡发展。
　　其次，要建立与老年人需求相联系的相关产业发展，我们称为老年产业，尤其是在小城市和农村
地区。
老年产业，简而言之就是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一条龙产业链，其中包括老年医疗、老年保健、老年
饮食、老年娱乐等老年需求项目，这些老年需求的满足可以更好地解决自我养老的不足，也可以更好
地帮助子女减轻养老负担。
　　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建立相应的老年需求产业困难重重，为适应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家庭
养老观念的分化趋势，笔者认为，在农村地区也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和通信设施。
在交通和通信都发达的情况下，老年人的需求可以更快、更好地得到解决，可以有效减轻老年人自我
养老的后顾之忧。
　　再次，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在对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做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对于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方式起
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看作是外因，那么文化则可以被看作是内因。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固然优良，但是在这种观念下固守着家庭养老，更或者是固守着与子女生活
在一起的“同居”养老，此时看来有些不合时宜。
因为现代的中国社会不同于古代的和传统的中国社会，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流动频繁，生活
质量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等，这些社会事实的出现对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
和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假设我们的观念还停滞不前，无论是对老年人、年轻人，还是社会都不是最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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