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转型期，农民单纯依靠土地来养老，面临各种困难和

风险；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养老保障制度，过去老年人

赖以依靠的大家庭也逐渐瓦解，老无所依日益突出；农村老人

本身较为微薄的储蓄还需垫付孙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养老

困境窘迫；农村老人多数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必要

的精神文化生活，因为没有经济收入，她们对儿女的依赖程度

要远远高于城市老年人，当遇到家庭矛盾和儿女发生矛盾，或

儿女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时，失去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农

村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便多了几分凄凉。这些突出的问题要求

我们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模式，为农民们解

决后顾之忧。

1 户县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原因

1.1 社会生产力进步是根本原因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户县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传统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生产、消费基本上在家庭内

部进行。现代商品经济下生产活动仅靠单独一个家庭是难以进

行的。户县农村的变化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轨迹是同步的，伴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户县农业活动比重

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

消彼长，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是突出特点。
1.2 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

中国传统家庭以大为荣，崇尚多子多福。自我国开始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并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后，农村家庭最多不能超

过两个，使得农村地区的家庭平均户规模逐年减小。前期调查

研究的结果显示，户县村户人口平均为4.12人，被调查的家庭

当中，4人家庭最多，有49户，占被调查总数的24.5％。计划生育

政策对户县农村家庭的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促进

了家庭核心化趋势。
1.3 农村消费结构的改变

户县传统的农村家庭，生产力低下，农民消费水平较低，农

民的日常消费品多是自给自足。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虽然仍是

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消费单位，但随着农民收人水平不断提

高，农村家庭的消费功能也发生很大变化。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农民在解决温饱之后，消费倾向逐步转向改善居住条件、获取

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始增长。消费中

心也由以前的“重老”转向“重少”，另外农村妇女广泛就业也提

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得家庭消费重心发生改变，这对

传统老年人掌握经济大权的大家庭结构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1.4 人口流动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流

动不再限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还有城市之间、国际之间的流动。
户县位于西安市西南部，农村劳动力向西安、郑州、兰州等地流

动数量较大，调查中，200户农户中有123户青壮年劳动力流向

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大量农村隔代

家庭、空巢家庭与留守家庭的出现，可以说人口流动促进了农

村家庭结构的转型。

2 户县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资源供给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户县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结构核心化、多样化，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是很明

显的。
2.1 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压力增加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户县老龄化趋势也较为明显，

家庭规模和结构与人口老龄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老年人

及其家庭，传统农村大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另外农村地区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老年人平均寿命延

长，但是农村家庭中能够承担养老责任的子代人数却不断减

少，老年抚养比居高不下。但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老人对经济

赡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以前多个子女共

同分担养老责任转变成两个甚至一个子女赡养，养老负担加

重。在本次调查的20个行政村，共计200户农户中有37位老人的

养老由一个子女负担，有42位老人的养老由两个子女共同承

担，总之，在户县农村老年抚养比相对较高，养老资源供给不足

的现象比较明显。
2.2 传统土地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户县常用耕地面积58万亩，农业人口48万人左右，人均耕

地1.13亩左右。经济作物以桃、李、杏、葡萄、猕猴桃、西红柿、辣
椒等果蔬为主，设施农业发展到5万亩，户县葡萄发展到6万亩，

机耕地面积占全县可耕地面积的95%，小麦收播及玉米播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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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这种变迁对农村传统养老方式造成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但我们应当积极面

对，努力营造尊老氛围，尽量让老年人在到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上都得到满足，真正地享受天伦之乐，欢度晚年。文章通过实

证调查分析了户县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原因及对户县农民养老资源供给的影响，进而为探索适合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模式，以

期为农民们解决后顾之忧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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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0页）每年都要重复灌缝。
3.2 压力热灌注（专业灌缝设备、专用密封胶）

通过泵送系统将已融化并保持一定温度的密封胶压灌到

路面。
第一步———开槽

①不开槽的灌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灌缝，开槽的目的是为

了增加密封胶的粘结面；②开槽的宽度为1~1.5 cm；深度为

1.5~2 cm；③开槽的宽度和深度可调。
第二步———清缝

使用空气压缩机或风力灭火机对准开槽后的裂缝起到以

下效果：①清理杂物，保证粘结效果；②雨后施工，烘干缝中的

水分；③气候温度-7℃时，起到加热槽壁以提高密封胶粘结力。
第三步———灌缝

①使用专业的密封胶，通过压力将材料灌注到槽体中；②

使用的设备为全程电加热，密封胶每降低1度，密封胶的粘结力

降低5 %。
第四步———养护及开放交通

①一般灌缝完毕15 min即可开放交通，也可以洒上一层细

沙立即开放；②具体开放时间根据气温情况灵活掌握却为准。

4 结 语

高速公路日常养护应以路面和交安设施为主要任务，路面

养护分为预防性养护和矫正性养护两种。我们应大力提倡做好

以预防性养护为主，因为只有做好预防性养护工作才能保证路

面安全通畅，才能有效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从而大大降低路

面大中修费用的支出。采用密封胶开槽灌缝处治沥青混凝土路

面裂缝是一种有效的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它不仅能够有效地

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而且具备施工简单、效率高、不完全封闭

交通等优点，所以目前已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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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全程机械化，是陕西省有名的农业机械十强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5 000元左右。多年来，户县农业一直存在规模小、质量

低、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农民增收难、增收慢等问题。虽然

近年来葡萄已成为陕西户县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截

止到2013年底，陕西省户县葡萄栽培面积6万亩，挂果面积2.5万

亩，产量4.2万 t，2013年产值约4亿元。全县葡萄种植户约5 000 户，

葡萄的种植面积、产量、质量逐年得到提升。目前，户县葡萄种

植与加工显现出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受天气、种植技术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葡萄产量和收入并不稳定。
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传统的小农经济决定了

农民必须依土地来养老。土地给农民带来了农产品和收入。社
会转型期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土地被征用，农

民面临土地资源危机。在此次调查中，户县草堂镇万军寨村拆

迁失地农民就表示过去靠土地养老的现实已不复存在。即便没

有失地的老年人由于体质虚弱、年老多病，农业面积缩减、农业

利润增值难，土地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
2.3 家庭结构多样化促使养老需求增加

转型期以来户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老人

依然生活在原村落，多数留守老人还需照顾“留守儿童”，因此，

农村出现大量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镇，伴随着土地保障功能

的弱化，农民不得已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但城市的生活压力和

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将子女和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所以农村

空巢家庭数量增加。比空巢家庭更突出的隔代家庭，农村老人

还要用自己仅有的储蓄来负担未成年孙子女的一部分生活费

用、教育费用，农村老人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另原农村妇女

在家赡养老人的家庭基础随着妇女外出务工也逐渐削弱，因

此，农村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中需要更多

的投入。

2.4 养老观念基础削弱，催生新型养老模式

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是家庭的领导者，拥有至高无上权

威，强调大家庭利益至上，子女们必须牺牲自己小家庭及个人

的利益。横向的夫妻关系是服务和隶属于纵向亲子关系的，子

女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赡养父母。但现代农村随着核心家

庭数量的增加，加之年轻人家庭观念的淡化、家庭功能社会化

不得不使老年人重新考虑自己的养老保障，在调查访问中，受

访老人多数表示，不愿意给子女造成负担，但是养老院的经济

压力和现实条件，致使老年寄予国家和社会养老制度更大的期

望。现代年轻人尊老观念也随之淡化，更多的是追求个人和小

家庭更好的发展，对全力赡养老人的意识较为薄弱。
2.5 “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促进养老方式的变化

家庭养老仍是户县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农村的绝

大部分家庭养老仍是采取“分而不离”的方式，即老年父母家庭

与成年子女家庭同住一个村里，甚至同一个屋檐下。老两口健

在时，一般都独自生活，一旦丧偶或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

能自理时，才会和子女合住一起，由子女赡养。调査显示子辈与

父辈关系和谐的多数是分家、分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传统家庭养老的方式在逐步弱化。这种“分而不离”的居住方

式实际上减少了代际摩擦的机会，但仍然维持着“大家”与
“小家”的之间联系，反而加强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良好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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