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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萍编著的《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是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健康的
研究。
《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家
庭养老的变迁过程，从而为本书主体部分的微观实证分析提供了宏观大背景的信息支持。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内容。
即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年5月、2003年11月以及2006年12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
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三期追踪调查的巢结构数据，构建了个体增长模型．系统考察
了家庭养老的主要内容——双向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指出了传统的家
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当今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以及农
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福利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
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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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萍，陕西省西安市人，2008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兼职副教授。
主要从事老年与健康、心理健康、非正式的弱老支持等领域的研究。
李树茁，陕西省西安市人，1991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博士学位。
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与博士生导师、人口与发
展研究所所长、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职。
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和评价等领域的研究。
合著有《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中国儿童生存的研究与实践》和《当代中国农村的招
赘婚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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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老年人面对着三重负担：衰老带来非传染的、退化性
疾病的高峰，家庭支持系统水平下降，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支持系统。
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更多地带有一种外界输入的特点。
目前，农村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自理能力下降。
由于农村许多老人并不具备维持生计的充分收入，在经济衰退或者经济调整时期，尤其面临着风险。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都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不容忽视，这
使得老年人将更多地需要家人的日常护理和生活照料。
考察家庭代际关系的质量、性质和机制是相当必要的。
然而，人口老龄化造成能为有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的老人提供日常照料的子女数减少，也因此可能
在老人急需照料或必须由子女提供生活或起居照料时不能得到满足而造成严重问题，即农村人口老龄
化必将加重家庭负担，也必将导致农村年轻人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导致家庭代际关系不融洽。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曾指出，老年人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还有情绪生活
问题。
主要是“一种存活的愿望与死亡的恐惧所引起的情绪”。
他认为历来解决的途径有三：一是个人功德事业不朽的信念，二是在子孙身上得些寄托慰藉，三是灵
魂永生的宗教信仰（姚远，2001）。
结合本书的研究，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潘先生所提出的情绪生活问题实为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倾向于
本书提及的心理健康的负向维度抑郁。
对于普通的农村老年人来讲，解决心理健康（尤其是抑郁情绪）问题，第一条路很少有用，可以不论
；第二条路在传统大家庭中尤其有用，在农村当今“小家庭制度下或许还有些地位”；第三条路在传
统社会表现为“养生送死，生事死祭”，对老年人是一种安慰，而在当今社会，“宗教的号召力日益
减削以后，第三条路可能将鞠为茂草，走不大通”。
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时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是否融洽是且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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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西南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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