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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升高，家庭规模持续缩小，
这给中国劳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劳动人口不得不赡养退休的长辈。在中国，
传统的父母子女互惠关系被称为孝道。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
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践行孝道，实际的践行情况究竟如何，这些值得我们反思。本文主
要介绍在新世纪的今天，孝道所面临的机遇与伦理挑战，旨在探索维持父母子女互惠关
系的新选择

21世纪的孝道

“如果将来我的孩子把我送进了养老院，我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黄良宝，8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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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在上海的黄女士有儿孙承欢膝
下，晚年生活并不孤单（范，2017
）。在中国，养老院等养老机构

并不受欢迎，许多人希望年老时能有儿孙照
顾。这种父母子女的互惠关系是孝道传统的
体现，父母将孩子养大成人，希冀孩子在自
己年老时行使赡养义务。然而，时代的变迁
产生了一些新的趋势，传统孝道的实践性和
可行性面临巨大挑战，至少对现阶段行孝方
式来说是这样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2014年，60
岁以上人口数量为2.12亿；预计到2050年，
这个数字将上升至4.8亿，甚至9.6亿（新华
社，2015）。联合国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
每100位劳动人口中有16位退休人士；他们预
测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64（格里菲
思，2014）。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

表示，中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这将对
国家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需要
进一步规范国有养老事业（新华社，2015）
。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1979
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现在正
在改革阶段。35年来，独生子女政策有效
抑制了大多数家庭“多生”的现象。同时
导致了现今的“421”问题，即四个老人、
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家
庭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有相当多的家庭都
面临“421”困境。也正因为此，传统孝道
的践行和跨代生活模式1变得难以为继（格
林，2014）。原因有三：其一，在学生和青
年从业者中，存在农村迁往城市的趋势。越
来越多出身农村的年轻人开始在城市（及海
外）接受教育并就业，而他们的父母、祖父
母通常留在老家。其二，即便这些人住得离
父母、祖父母很近，买房赡养老人——永远
做到随叫随到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这是因
为在一个家庭里，老年人的数量和劳动人口
的数量不相匹配（格林，2014）。其三，如
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甚至多个孩子）
，会很难承担父母、祖父母高昂的看病吃药
花费。例如，黄良宝的女儿范岩表示，“

1 跨代生活模式即几代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只有请专人照顾我的母亲，我和弟兄们才放
心”（范，2017）。

除了上面的原因，医疗水平的提高
使得中国人人均寿命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197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59岁，到2016
年，人均寿命超过76岁（世界银行，2018）
。随着退休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以及独生
子女政策的持续影响，是时候重新审视相关
的国家政策了。北京诚和敬养老集团主任罗
珊珍表示：

未来15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
的第一代父母进入70至80岁，他们对
专业护理的需求会增加，养老社区，
尤其是高档住宅将面临很大需求。（
范，2017）

高档养老公寓极有可能是最先或最快实
现增长的。罗珊珍发现北京地区的富人和高
学历人群对养老态度的转变，很多人认为在
高档养老社区养老会给退休生活带来很多乐
趣。之所以产生这种转变，除了因为高档养
老社区的服务水平和高质量生活，还因为他
们和自己的子孙生活在一起难以得到同样的
照料。根据罗珊珍的说法，

未来几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高档
养老社区提出越来越多的需求。独生
子女政策是1979年开始推行的，这意
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日常照
料，而再也没有那种能提供这种照料
的传统大家庭了。（范，2017）

罗珊珍对未来的高档养老社区提出了美
好的设想，这些社区应该满足人们对高端生
活的向往：

为争取北京某高档养老公寓的居住资
格，老年人需要排队等候。二、三线
城市也开始挖掘养老市场。这些养老
机构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了丰富多样的
服务，如日常护理、娱乐、锻炼、旅
游以及英语、书法、针织等培训课

除了需要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合格的养老设施外，人们的观念也需
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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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范，2017）

  如果中国的高端养老和退休社区市场前
景向好，那么低端养老市场的情况又将如何
呢？政府表示这类人群是国家的优先服务对
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
国早在2011年就公开表示，必须大幅提高（
政府拨款）养老床位的数量，他的承诺落在
了实处。2012年养老床位的数量大约为400万
张；201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70万，而且仍在
持续增长（纳尔逊，2012）。大部分增长都
面向贫困人口，政府表示贫困人口是最需要
帮助的群体。

然而，除了需要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合
格的养老设施外，人们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范代她的母亲说道，“我母亲不愿意去养老
院，她觉得养老院都是公家经营的简陋房
屋，设施陈旧破败。”（范，2017）。

随着高档养老社区的发展，优质餐饮及
娱乐设施的配备齐全，以及越来越多老年人
（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选择在养老院安度晚
年，像范母这样的传统养老观念开始慢慢消
失。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交需求。相比于生活
在同龄人中间，独自生活有一定的风险。生
活在北京安康老年疗养中心的高兰芝今年75
岁，她说自己无法忍受一个人住，即便在膝
盖手术后请了家庭护士陪护，也不行。在搬
去养老院后，她和另外200多位老年人生活在
一起，生活非常幸福：“这个地方既安静又
安心，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事，还可以结识更
多同龄人”（新华社，2015）。

尽管养老院具有一定的社会吸引力，但
目前的服务水平仍然有限。根据新华社的调
查（2015），“中国养老护理行业处在合格
人才欠缺的尴尬境地。”民政部制定了老年
护工的国家从业标准；然而，总计100万从业
者中仅有4万不到的护工满足国家标准。像高
女士这样的潜在客户在选择一家护理中心或
养老院时，必须做大量的事先调查，包括护

工是否耐心、以及护工的知识和专注度都是
他们考察的重点。安康老年疗养中心主任胡
同伟坦言，他们疗养中心一共有24名工作人
员，“其中大部分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养老服
务培训”。但是随着养老行业的蓬勃兴起，
对专业护工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合格护工
和不合格护工的悬殊比例可能会逐渐缩小。
高女士表示，“国家是时候提高对养老护工
的培训力度了。”（新华社，2015）

21世纪中国的孝道伦理

养老行业的发展对于孝道传统意味着
什么呢？孝道是儒家社会关系的基础，父慈
子孝传达了儒家互惠价值观。汉字“孝”由
两部分组成，上面代表“老”，下面代表“
子”，即儿子。寓意是子女应当背负父母，
现实意义是子女做事情应当遵从父母的指导
（特翁，2018）。子女为什么要按照父母的
意见行事，原因是父母将孩子抚养成人，为
孩子的成长做出牺牲（提供居所、食物、教
育机会及精神支持）。所以，子女孝敬父母
是对父母付出的回馈，也就是在体现互惠的
价值观并延续孝道的传统。 

随着子女长大成人，他们可以用很多
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关怀和回馈，具体取决于
家庭资源、生活方式和父母的需求。然而，
纵观历史，孝道的践行一直依托于一个共同
背景，即跨代家庭。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跨代家庭指的是祖孙几代生活在同一个屋檐
下。举个例子，一个家庭可能包含祖父母、
父母和孩子（格恩，2014）。当然也有可能
是这种情况——父母在老房子里长大成人，
从祖父母那里继承房产，之后又传给自己的
孩子。这种对房屋的继承和传承强化了跨代
家庭模式，在奉行孝道的案例中屡见不鲜。
当前养老院入院率的提高是否会扰乱传统的
孝道？如果子女出于养老院可以提高父母生
活质量的考虑，建议父母在养老院或退休之
家颐养天年，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不孝”？
有些人，如黄女士，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
们会觉得子女这样做是抛弃自己，是不履行
赡养义务的表现。但也有很多人不这样认
为。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愿意去养老院的人
都是中国所谓的“高净值人群”。根据弗洛
拉的说法（2016），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养老社区的喜

子女孝敬父母是对父母付出
的回馈，也就是在体现互惠
的价值观并延续孝道的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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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去年一年增长了87%。共有28%的
高净值人群将“中高端养老院”纳入
个人退休计划，这个数字较2015年的
15%略有增长。相应地，计划退休后在
家安度晚年的人口从2015年的77%下降
到2016年的57%。

对那些即将退休的“高净值人群”，之
所以青睐养老院，有两个基本原因：不希望
给孩子添麻烦，希望得到随叫随到的优质医
疗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无需履
行赡养义务。弗洛拉认为（2016），

虽然有更多富有的退休人士选择不和
子女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仍能得到孩
子的悉心照顾。目前，老年人退休后
医疗生活费用的大部分由个人储蓄
（37%）、子女支出（30%）和社会保
险（30%）共同承担，商业保险仅承担
其中的2%。

子女不仅承担着相当高的父母退休后医
疗生活花费，他们还会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
父母保持紧密的联系：“现代技术，尤其是
社交网络，使父母和孩子的距离更近了（新
华社，2015）。”

高兰芝表示，“尽管自己的女儿生活
在国外，她从未感觉到孤独和害怕。”这种
亲密感，虽然不能等同于共同生活的亲密无
间，却可以借助微信等智能手机应用得以
提升。那些新技术非常行之有效，帮助实现
子女和父母的日常联系，政府及微信开发
商——腾讯等科技公司正在积极研发新技
术，希望将新技术纳入养老护理的过程中。

中国的老年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子产
品……很多人能够使用智能手机的
应用程序。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进
行一些尝试——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将
老年人及其亲属、社区和医院串联起
来。健康指数等日常生活数据被搜集
起来，并通过可穿戴设备上传至云平
台，这样一来，家属即使相隔千山万
水，仍可以及时接收更新信息。2013
年，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鼓励扶持地
方企业用互联网等新技术装备养老业
（新华社，2015）。

21世纪中国孝道的践行

如果说养老院计划在高收入人群中前景
向好，那么广大低收入人群呢？中国政府已
经公开表示，养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
点关注那些最需要养老居住和服务的人群。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相信，

应当建立筛查机制，保证需求最高的
人群能接受这些服务。如果没有老年
人身体及经济条件筛选机制，那么有
钱并且健康的人将占用养老资源……
那些无力独自生活、经济困难的人会
被隔绝出去。（新华社，2015）

只有养老床位的数量，尤其是国营养老
床位的数量达到一定水平，上述筛查机制才
会变得可有可无，在现阶段必须合理分配养
老床位，重点关注需求人群。对于仅靠一己
之力无法很好地照顾父母的年轻人，这一政
策满足了他们希望父母得到照料，对父母行
孝的愿望。

政府和养老行业还应当做些什么，来延
续传统的孝文化呢？在中国需要关注的一个
重点领域是立法，立法可以帮助行孝方式实
现从过时的跨代家庭模式到公立或私立的养
老机构的转变，哪怕只是短期的帮助。这种
转变催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养老机构的
护理水平，以及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会不会
影响父母子女的孝道关系。有效的制度可以
帮助潜在的养老机构住户树立信心，让他们
相信自己的子女会在养老院以外的地方和他
们共同生活。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确保
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实现孔子在《论语》
里的美好设想。

有一项法案涉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考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转变，不
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包
括对传统价值观的理解和实
践。孝道传统也处在转变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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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中国家庭的数字技术覆盖率2（在线数
据网站，日期不详），国家预计出台一项法
规，规定新建养老机构必须配备适当的数字
技术，保证住户与子女的日常交流。“高净
值人群”或许已经为父母做好了数字技术准
备3，但国家政策更应关注贫困老人的养老需
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智能手机、电
脑和平板电脑（新华社，2015）。例如，政
策可以规定养老机构的每个房间都应配备基
本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接入，要求工作人员
对住户进行微信等应用程序的使用培训。

另一种方式是鼓励子女参与养老院活
动，例如做饭、散步、定期陪父母参与社区
课程。当然这一点取决于子女与父母的地理
距离。但就子女而言，到养老院照看父母是
符合孝道规范的一种方式，要给子女提供照
顾父母的机会。对于地理距离较远的子女，
每周至少要有一次（微信等）视频通话，这
可以帮助父母减少被抛弃的担忧。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转变，不仅是社会
学意义上的，也包括对传统价值观的理解和
实践。孝道传统也处在转变之中。我们不禁
期待，中国的老年人能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服
务。正如黄良宝所言，

“ 我 想 体 面 地 度 过 晚 年 。 ” （
范，2017）

2 2017年，56%的中国人口拥有智能手机，2019年这个数字
预计达到63.3%，目前这个数字没有停滞的迹象。

3 以高兰芝为例，她有两台智能手机，一台iPad。

濮漠泉, 案例研究部主任，北京&香港罗世力
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Translated by 翻译: Liang Yang 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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