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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村基本情况
G村是位于滇西与缅甸交界的县城边的景颇族

民族村寨，距离县城只有2公里左右，距离最近的中

缅口岸约6公里，在地理位置、民族习惯、宗教信仰、

政府的支边惠农政策、旅游业的带动发展等各种因素

综合作用下，G村代表了较为开放的、传统与现代交

织的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类型。G村分为上寨、下寨和

新寨，三个寨共117户，497人 ，其中，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约占10%左右。G村村民主要居住在上下寨，

新寨是近年新搬迁来的水库移民，距离上下寨200

米，（其中新寨还有约50户人家没搬来，未算在内）。

因此，上寨下寨是我们访谈的主要对象。G村以种植

甘蔗为主，副业有种植玉米、水稻、养殖、烟草、旅游业

等，G村人均年收入约为2950元。G村村民大都信仰

基督教，除了新寨，上下寨居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引进并信奉基督教，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基督教

已成为G村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G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一）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传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反哺”，费孝

通将中国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

馈模式”和“接力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

人的代际关系是子女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

养老人是子女的责任，这种反馈式的代际关系被称

为“哺育”与“反哺”。“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社会

理想的家庭关系模式，它不仅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

间自然、深厚、淳朴的爱，还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

“反哺”式的双向义务伦理实质，是父子血缘天性的

伦理升华。[1]在农村传统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口的

生活质量首先和家庭代际关系紧密相关，农村家庭

财产制度、家庭经济来源的变化状况、家庭结构的

核心化以及子女赡养义务的分配等因素均成为影

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决定

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主要原因。在G村访谈的

农户家庭中，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对老年人口的生活

质量影响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1.经济条件

家庭经济重新分配导致经济供养减少，家庭供养

功能弱化。按照景颇族的养老传统，父母一般跟小儿

子养老，大儿子成家后，到二儿子再成家时，大儿子就

分家出去，按照中国农村土地划分政策，在分田地时，

按家庭户分地，土地划分之后，家庭中有新分出来的

子辈家庭，土地仍然从父辈家庭划出，儿子们依次分

家后，最小的儿子与父母居住，父母的祖屋一般由小

儿子继承，父母的田地也由小儿子继承，同时承担主

要的赡养义务，父母的日常生活支出、生病支出均由

小儿子负责，其他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则视自己的经

济状况及心意而定，丧葬费用几个兄弟共同承担。农

村老年人口大多普遍在60岁退出农业生产劳动，转

而以承担家务劳动为主，如照顾孙辈、料理家庭事务

等，由于家务劳动在经济上的不可计算性，以及生产

资料从父辈到子辈的转移，这意味着，父母已不再有

经济上的产出，一切经济支出均依赖子辈。分家后，

家庭供养出现了以下特点：第一，随着供养老人的子

辈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收入的有限性等因素制

约，经济供养减少。第二，赡养义务分摊，子女无条件

赡养的义务转变成有条件的赡养，随之而来的是，供

养经济条件来源减少，对提供赡养的儿子依赖程度更

高。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意味着部分老人的晚年

生活质量可能得不到保障。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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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赡养原则的变化，即从无条件的“孝道”到有条

件的回报。深层原因则在于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的巨

大变化，即父辈权威全面丧失，家庭权力大部分转移

到了子辈（包括儿媳妇）手中。[2]

2.居住条件

G村的居住条件在周边村寨中，算是比较好的

条件，在经济发展、征地、政府补助及旅游发展需要

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G村大部分家庭都新建

或翻修了房子，在新建或翻修房子的花费中，大部

分的老人都表示在建房时拿出了一生的积蓄来给

儿子修房子，以及存钱还房贷，有些老人还通过卖

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政府征地赔偿款的形式为

儿子修房筹款。这表明，共同居住的新房子产权实

际上有一部分是属于老人的，仍然住在老房子的大

多数家庭户则是继承老人的祖房。在新建或翻修

的房子中，老人的居住条件都不错，即使没有出钱

建房的家庭，新房子也有一间房专供老人居住。

3.家庭事务决定权

在G村，分家后，家中的大事决定权全部移交至

下一代，老人在家中的角色转为帮忙完成家务劳动、

照顾孙代。在访谈的家庭户样本中，仅有一户人家

的家庭事务大权仍集中在老人手上。该家庭的情况

较为特殊，老人只有一个儿子，按照景颇族跟养老的

习俗，故不存在分田产，老人身体健康，偶尔还下田

劳作，思路清晰，显得很干练，家中经济大权亦掌握

在老人手中，因此家中大事仍由老人做主。其他家

庭户由于儿子数量较多，儿子成家后，基本上都经历

了田产重新分割，老人经济权移交子辈的过程。G

村民族传统、宗教等文化在老人养老中的重要影响

作用可以解释G村的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

（二）文化习俗

民族传统及宗教信仰共同构建了G村独特的赡

养文化，二者在G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中起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G村无遗弃父母的现象出现，也很

少出现婆媳矛盾，村里的议事会议基本上都会请老

人代表参加，并且尊重老人的意见。在景颇族，由

最小的儿子负责赡养老人是历经百年的民族传统，

而弃养老人则会遭到族人的唾弃，而基督教信仰中

的爱和宽恕的核心意义强化了这一民族传统。显

然，在G村，民族传统在家庭养老的影响作用高于宗

教所发挥的作用，在调查中，当控制了宗教信仰这

一变量后，家庭养老在G村人观念中依然表现出理

所当然的特征。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新寨中，老人也

是由小儿子养老，并且赡养关系和谐，兄弟中因为

分田产、赡养老人而闹矛盾的现象几乎见不到。

（三）社会关系

G村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政府与G村的关

系；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教友关系；联姻关系（与缅

甸）。首先看政府与G村的关系，G村因风景秀丽、独

特的宗教信仰、靠近县城等优势而成为政府重点扶持

与发展的村寨，由政府出资，G村出地而建成的民族

风情园，每年由政府部门重点宣传和组织的假日游的

活动，以及对村寨房屋建设的资金支持，支持村中公

路的修建等，除了经济上的获益外，也给G村村寨注

入了各种不同的的文化因素，并使得G村的生活与外

界全面接轨，从而改变了G村人的思想观念，从G村

的人均文化程度较高，宗教信仰程度很高等现象可以

看出，这些因素进而加强了人们的道德感等、履行义

务的责任感。第二，教友关系。G村的宗教信仰从50

年代发起，从最初的为了取代封建迷信的功能转变为

人们内心坚定的信仰，宗教信仰对G村人的影响是深

刻的，从观念到行为模式，无疑，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这里发挥得很好，G村经常有外地教友来传教，以

及很多父母将子女送到神学院上学，既强化了宗教信

仰也增加了G村与外界的联系。联姻关系（与缅甸），

村寨中跨境婚姻并不少见，跨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G

村形成和谐、宽容的文化精神。

（四）健康医疗状况

随着新农合的普及，G村所有的村民均加入了

新农合，新农合实施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在G村照

例存在，如医院收费贵、看病难、保障水平低、缺乏

康复保障等普遍现状影响了人们到医院看病的积

极性，因而医药费的支出成为了生病老人的一个沉

重负担，转而使用低廉的民间草药在G村老人群体

中较为盛行。在G村，老人中流行着在白酒中加入

一种地方草药，当成保健酒喝的习惯。在G村的老

年人口中，因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或无力

治疗的家庭户占了相当一部分。

（五）社区组织的作用

社区资源在老年福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意义。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村委会的职能和扮

演的角色并没有显著差别，但是村委会所能掌控和

用于村级福利的资源却有很大差别。作为一个较

为开放的农村，在各种国家政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

的影响下，G村村民的精神活动较为丰富，近年来，

村委会每年都会以各种形式庆祝三八节、父亲节、

母亲节，曾组织60岁以上的老人到昆明旅游，组织

这些活动的费用由村里支出、每家户凑集、政府的

补助、教堂募集到的善款构成。此外，寨子里的各

种形式的歌舞表演也会邀请老人参加，因此，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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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精神生活在G村是比较丰富的。由此可见，农村

社区在养老问题上将有可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六）社会政策影响

老年人口享受政府低保现状。G村享受低保的

共有300人，保障对象为：残疾（弱智、低能、肢体残

疾）、特困家庭（田地少于1亩/人，成年劳动力不足2

人/户）、家庭中有2个孩子在上高中及以上、70岁以

上的老人。领取的低保金按照申报人符合的级别

确定，从每年360-1200元不等，80岁以上的老人按

照国家规定每年领取高龄津贴120元。在G村，60

岁以上被视为老年人口，由于结婚生育年龄都较

早，45岁以上一般都有孙辈，50岁以上下地干农活

的为少数，寨子里大部分60岁以上的老人都纳入了

低保，在现行的低保制度中受益，新农村养老保障

制度未在G村实行，享受基础养老金及按经济条件

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障费征缴在G村仍然是空白。

三 对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由于二元结构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

异性的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大多代表

了落后、封闭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完善农村养老

保障制度，不仅是对日渐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的支

持，也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迫切之举。

综合考察以上因素，笔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从加大覆盖面、提供保障水平上继续改革和完

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农村老人劳动能力的减弱及农村家庭养

老功能的弱化，老人更容易失去经济来源而陷入困

境，因此，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建构农村老年人口生

活保障体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养老保障

方面，普及基本养老金制度，提高自愿参保意愿，并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按照地区条件建立分层次的养

老保障系统。在医疗保障方面，首先应当继续提高

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提高第三方医疗机构服

务质量，并充分发挥民办医疗机构、社区医疗机构

的作用，其次，针对老年人口的慢性疾病较为普遍

的特征，扩大康复项目的保障范围。只有建立完善

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老年人口才能真正从中获

益，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成立社区帮扶合作组织

首先，推动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当前我国农村发

展水平不均衡，农村内部分层愈来愈明显，因此，利

用社区的力量，将个体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

力的团体，共同抵御所面对的困难。如建立大病统

筹为主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由农民自愿参加，个

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资，能够提高村民共同面对风

险的能力。第二，建立社区监督机制，降低家庭养老

的道德风险。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家庭

养老功能的弱化已经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基层

成立社区监督机制，一方面，能够及时发现老年人口

遭遇“弃养”或养老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并通过集体

的力量进行干预，从而达到降低家庭养老面临的道

德风险。另一方面，社区的力量组织各种文化活动，

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强化家庭养老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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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Life Quality of the Aged in Rural Area：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n Ethnic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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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caring for the aged is still dominant and pervasive in rural areas. However，impacted by
various factors arising from the gradual modernization，the function of family caring for the aged is increasingly
weake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within the family. All of these economical，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will certainly interact and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since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system fails to function as
expected. This paper，taking the example of an ethnic village G in Dehong country of Yunnan province，aims to
explore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that affect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aged in rural area and therefore puts
forward some contributive enlightenment to improve family car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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