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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赡养与社会保障的功能

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观点看
,

20 世纪全球最重大的发展

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
。

本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欧洲

国家通过立法建立 了社会保障制度
,

到 19 95 年
,

全球已经有

16 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

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上
,

与政治制度
、

经济制度

相比
,

社会保障制度是年轻的
。

与家庭制度相比
,

社会保障的

历史就显得更短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家庭也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
,

甚至出

现所谓家庭保障的概念
。

这种提法根据不足
,

从制度角度看
,

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
,

是以婚姻

为纽带形成的
。

家庭制度是人类社会形成最早的制度形式
,

除了与社会保障重合的功能部分外
,

还有生育甚至生产等极

重要的功能
。

社会保障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参与的再分配
,

这

与家庭制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

但是从功能意义上看
,

两种制度有着共同之处
,

这就是

为老年
、

儿童
、

妇女
、

残疾人
、

病人等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生

活保障
。

无论这种保障是通过家庭赡养关系实现
,

还是通过

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再分配关系来实现
,

其结果都是一样

的
。

正是在这个共同点上
,

我们来讨论二者的关系
。

第一
,

在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上
,

出现过向家庭职能渗

透的取向

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初前后迅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

最

初并没有跨越家庭的界线
。

保障的对象基本上是对劳动者
,

然后再由劳动者对其家庭成员承担责任
。

形成两种制度明显

的分界
。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一些国家推进国家福利
,

国家

跨越家庭边界
,

直接向儿童
、

妇女
、

老年人承担责任
,

向他们

提供各种福利
。

老年人只要达到一定年龄要求
,

就可以享有

一份基本的养老金
。

儿童出生时
,

由国家提供奶品及婴儿其

他用品的费用
,

上学实行免费教育
,

甚至还提供免费午餐
。

最明显的是所谓家庭津贴福利
,

它是国家跨越劳动者而

直接向其家庭成员承担责任
。

到 19 95 年
,

世界上有 81 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这项福利
,

给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待遇
。

家庭津

贴的建立
,

使国家代替劳动者对其家属承担部分赡养责任
口

此外
,

社会服务的发展
,

使得原来许多由家庭承担的照

顾职能
,

也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
。

在社区中
,

建立了各种服务

中心
,

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
,

例如老人
、

残疾人的日托照顾以

及上门服务
。

这些服务机构都是非赢利性的
,

虽然在大多数

情况下有收费
,

但往往低于成本
,

具有一定的福利性
。

第二
,

国家越来越难以替代家庭的劝养功能

首先
,

从成本角度看
,

国家福利向家庭的渗透
,

需要大量

的资金
,

因此往往只有那些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
,

才有

可能支撑这么高的成本
。

因此高收人的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

家庭津贴制度
,

而低收人国家只有极少数建立这项制度
。

实行高福利政策
,

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
。

西方

许多国家用于福利的支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

至三十
,

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

因此从 70 年代末开

始
,

许多国家开始对福利政策进行反思
,

进行非福利化
,

首当

其冲的就是重新思考国家与家庭的关系
,

逐渐把责任向家庭

转移
,

以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
。

围绕这个思路
,

80 年代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

例如取

消中小学校的免费午餐
,

把大学的奖学金改为贷学金
,

提高

社区服务的收费
。

美国的福利虽然不及一些欧洲福利国家
,

但也开始促进社会服务市场化
。

其次
,

从受益人的需要看
,

它包括生理
、

安全
、

情感
、

社会

交往及 自我实现等不同的层次
。

家庭赡养
,

意义不仅在于满

足衣
、

食
、

住
、

日常生活照顾等生理方面的需要
,

还同时建立

了家庭成员之间经常的互动
,

对于满足交往及情感体验方面

的需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

国家与社会向家庭赡养功能的渗透
,

主要满足人们生理

上的需要
。

尽管社区服务在保持人们社会网络联系方面尽了

很大努力
,

但终究要以家庭为依托
,

不可能替代家庭的作用
。

第三
,

家庭赌养的机制比国家强制的再分配更有效率

家庭赡养的实质是人的生命周期权利与义务的实现
。

在

未成年期有受抚养的权利
,

在劳动年龄期间则有赡养老人的

义务
,

进人老年后又有接受子女赡养的权利
。

这种生命周期

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得到完成
。

这个过程是靠感情维系的
,

这一点与社会保障制度不

同
。

社会保障制度也体现出代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

未

成年人享受纳税人提供的福利
,

长大工作后成为纳税人
,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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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尽义务
,

到老年又享有福利的权利
。

其机制是

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
。

而家庭完成这个过程
,

往

往是靠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
,

因此有自觉性
,

出于自愿
。

此外
,

社会再分配还会

出现转移支付过程的管理成本
,

而家庭赡养没有

这项成本
。

家庭纽带的作用
,

还得到了道德力量的强

化
。

道德与法律不同
,

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实

行
,

而是靠人们的自觉行动
,

基于良心的约束
。

这

种道德观念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倡导
,

而是人

们在 日常生活中长时间形成的
。

中国有处理家庭关系的传统道德
,

特别是形

成了以孝为基础的敬老伦理
。

而且中国的伦理观

念比较强调家庭整体的利益与价值
,

强调家庭成

员之间的互助
,

这一点
,

对于家庭的稳定性以及家

庭在完成赡养功能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
。

与国家进行的社会再分配相比
,

家庭赡养显

示出两大优点
。

其一
,

行为动机不一样
,

养儿防老

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

而不是单纯的尽义务
,

因此动

力强
。

其二
,

存在着情感及道德维系
,

使赡养成为

自愿自觉的行动
,

不需要外力的干预
,

从而可以保

证效率
,

也不增加外部管理成本
。

第四
,

确实有很多贫困家庭
,

难以承担赌养贵

任
,

丹要国家和杜会的帮助

贫困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之一
,

在发展中

国家
,

这个问题就更为严峻
。

中国政府从 80 年代

中期以来就特别重视对贫困人口的扶助
。

按照各

地政府制定的贫困标准
,

目前全国贫困人 口近

600 0 万
,

主要分布在农村
。

近几年城镇由于国有

企业不景气
,

长期积累的冗员过多的矛盾在企业

制度改革中日益突出
,

出现大量下岗人员
,

企业只

发给少量的生活费
,

于是出现了新的贫困群体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中国开始注重发展社会救

助
,

当家庭不能承担赡养职能时
,

由政府提供最后

的帮助
。

过去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面对所谓

无劳动能力
、

无收人
、

无生活来源的
“

三无
”

对象
,

包括老人
、

残疾人
、

儿童
,

与家庭责任形成明显的

分界
。

新的社会救助制度开始对贫困家庭提供帮

助
,

通过经济状况调查
,

只要家庭人均收人低于当

地规定的最低水平
,

就纳人社会救助范围
。

19 97

年全国有 20 0 多个市
、

县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
,

还有的地方开始探索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线
。

毫无疑问
,

这项制度的建立
,

弥补了家庭

能力的不足
。

第五
,

人 口结构与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剧变
,

也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家庭的职能

这种形势在中国特别严峻
。

1 99 2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9
.

05 %
。

到 2 00 0 年将占

10
.

17 %
,

预测到 2 030 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高峰到

来时
,

将达到 18
.

巧%
。

与老龄化并存的是家庭结

构的变化
。

中国从 7 0 年代末以来推行独生子女政

策
,

长期实行下去
,

结果将出现 4 一 2 一 1 的家庭结

构
,

每对夫妇上面有 4 个老人
,

家庭赡养老年人的

负担加重
,

家庭的传统功能受到挑战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很有必要发展老年社会保

障
。

中国从 50 年代开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

到

目前为止
,

社会养老保险只在城镇实行
,

主要对象

是全民所有制员工
。

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

革
,

非国有经济成份发展的速度加快
,

其在国民生

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日益提高
,

从业人员 日益增

加
。

今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
,

其比例还会

大大提高
。

因此
,

中国的养老保险必须扩大覆盖

面
,

把非国有经济成份的人员也包括进来
。

目前

很多地方已经开展这项工作
,

但由于缺乏法律依

据
,

进度不快
。

不少地方还在积极探索农村老年社会养老保

险
,

但由于农村经济水平普遍较低
,

难以普及
。

19 97 年参保人不到农村劳动力的 巧%
。

而且基金

规模很小
,

预期的养老金水平不高
,

可能对老年生

活起不到保障作用
。

因此农村老年人仍将主要依

赖子女
。

中国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
,

也考虑到

了农村与城镇的差别
,

考虑到子女在农村养老中

的特殊意义
,

因此很多地方允许一对夫妇在一定

条件下生育第二胎
,

这对于缓和家庭赡养能力的

下降有一定作用
。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老年社会照顾
。

长期以

来
,

中国由政府兴办了一些敬老院
,

提供基本生活

资料及必要的照顾
。

敬老院的收住对象基本上是

所谓
“

三无
”

老人
。

其意义是在家庭赡养领域之

后
,

由政府筑起最后一道保障线
。

随着家庭结构

的变化
,

今后不仅是
“

三无
”

老人
,

即使是有子女
,

也可能由于一对夫妇难以承担 4 个老人的生活照

顾
,

要求发展老人社会服务
,

以弥补家庭照顾力量

之不足
。

总之
,

我们的结论是
,

家庭赌养与社会保障制

度在功能上有交叉的地方
,

二者在实现类似的功

能时
,

机制与效率不同
,

应当发扬二者的长处
,

克

服其短处
,

使二者在功能上起到互补作用
。

家庭

赡养与社会保障之间应当有良好的整合关系
,

以

家庭为基础
,

发挥其优势
,

只有当家庭无力承担其

责任时
,

最后才由政府出台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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