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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徐 依 婷　 　 　 沈 　 毅

摘　 要：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 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
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 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

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 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

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 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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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１９０６４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３．５０％。①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和老年

群体的逐渐扩大，客观认识这一群体成为养老服务

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对老年群体

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教育程度

低、思想保守、健康状况不佳、经济基础差，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巨大的抚养负担。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的

确给家庭和社会增添了养老压力，但在研判这一群

体时，应该以积极的眼光考察其代际更替和群体分

化。 随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

人陆续步入老年，老年群体中涌现了一批 “新老

人”。 人口学家翟振武指出“新老人”现象值得关

注。②他们与传统老人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与价值

观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本文拟在分析城市“新老

人”群体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
老人”在面临自我实现需求与家庭代际责任伦理冲

突时采取的策略，进而为未来相关部门制定养老服

务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个体化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 他认

为，在第二现代性社会，既有的诸如阶级、地位、性别

分工等社会形式解体以及国家承认的标准化人生、
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瓦解的同时，个体被强加了新

的要求、控制和限制。③个体化进程是指个体从原有

的社会结构中抽离再重新嵌入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

过程，也是个体从原有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主体

性日益得到彰显的过程，其显著的特征是越来越多

的人从“为别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 阎云翔

指出，中国社会尽管缺乏欧洲个体化进程中的先决

条件，即福利国家、文化民主化、古典个人主义，但还

是走上了个体化道路。④在政府主导的集体主义方

式的个体化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个体逐渐从家庭

走出，突破传统规范的束缚，同时浪漫爱情、两性平

等、婚姻自由等观念也逐渐形成。 在市场主导的个

体化阶段（１９７８ 年以后），消费主义与市场理性裹挟

而来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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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抉择，“为自己而活”以及重视私人生活中情感

因素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总结为“反馈

模式”，与西方的“接力模式”形成鲜明对比。⑤ 在

“反馈模式”下，权威性孝道彰显，老年人的社会地

位较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权威性孝道衰落，基
于亲子自发情感的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代际注重资源交换，代际关系呈现失衡的趋势。 一

方面，老年人肩负的代际责任日益加重，扩展为养

育、教育、婚姻和隔代抚养责任；⑥另一方面，年轻人

自主性增强、注重自身权利，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自

己谋取利益。 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的长期

追踪调查提出“私人生活的变革”，指出年轻人追求

自己的权利而忽视自己的义务，成为“无公德的个

人”。⑦沈奕斐认为城市年轻人基于个体需求进行家

庭认同。⑧在个体化趋势下，一些年轻人往往追求个

体独立⑨而忽视了个体责任⑩。 年轻人个体化和理

性化程度的提高冲击着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导致

孝道衰落，严重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境遇。 相关研

究倾向于将老年群体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受害者。
有学者指出，子代通过索取彩礼转移亲代财富，致使

老年人背负债务、陷入贫困。还有学者研究了孝道

衰落与老人绝望自杀、代际关系倾斜与“恩往下

流”等现象。 这些研究认为老年人权威降低，地位

下降，在家庭处于边缘化位置，沦为成年子女家庭

的“保姆”。
由于中国社会尚缺少健全的医疗、托育、就业培

训等社会福利体系，个体在面对社会风险时不得不

求助于家庭。 在农村，留守老人通过隔代照料、经济

支持帮助成年子女参与城镇化竞争。 在城市，老年

人重视经营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并在子女成婚、就
业、买房、育儿等事务上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可

见，个体化进程并未导致代际关系简单走向“个体

化”，传统社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责任及其

分配成为代际间需要协商的事务。

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也存在明显不足。
如个体化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将焦点放在青年群体

上，仍将老年人与青年人视为传统与现代、家庭主义

与个体主义、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两端，强调个体

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牺牲者角色，对老年群体的个体

化趋势视而不见。 另外，现有研究从客体角度探讨

个体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将老年人视为被

动的受害者，忽略老年人的主观体验和价值诉求，遮
蔽了老年群体的内部分化。 基于以往研究的优势与

不足，本研究将主要呈现两方面内容：一是分析个体

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二是阐述城市

“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以及其力图平

衡代际责任与个体需求的策略。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

究方式，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南湖街道。 获取资料的方式主要是实地访谈，
访谈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访谈对象均

为城市户口，平均年龄为 ６３ 岁，其基本情况如表 １
所示。

二、“为自己而活”：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

期、６０ 年代初期的城市“新老人”。 在他们的青壮年

时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高考制度恢复，社会

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退休后他们又经历中国

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好时代。 与此同时，
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亲历者。 西方消费

主义裹挟而来的独立自主、注重隐私、珍视情感等观

念与改革开放后积极进取价值观的共同作用，促使

“过自己生活”的追求成为他们彰显自身权利与能

力的表征。
在身体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预期寿命延

长，健康状况较好。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死亡

率约为 ２５‰，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３５ 岁。新中国成

立以来，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合理分配城乡

医疗资源，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 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社会的医疗卫

生状况，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群体的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加上城市“新老人”崇尚科学

养生，经常运动，定期体检，他们的健康状况普遍良

好。 这成为城市“新老人”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的

客观基础。
在文化水平方面，城市“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

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 ２０２０ 年湖北省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２０ 年上升至 １０．０２ 年，文
盲率从 ５．３２％下降到 ２．３２％。由于较晚出生的人

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

“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他们是未来老龄

化社会的潜在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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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退休前职业 家庭状况 月收入（元）

１ ＹＱ ６４ 男 博士 公务员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６０００
２ ＤＢ ６１ 女 本科 保险公司干部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料 ５０００
３ ＨＸＰ ６３ 女 初中 电力公司职员 已婚，独女出国与他人同居 ４０００
４ ＷＸＪ ６２ 女 本科 大学副教授 已婚，独子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５ ＱＬ ６１ 女 在职硕士 公务员 丧偶，独子与女朋友恋爱同居 ５０００
６ ＦＧ ６５ 男 本科 工程师 已婚，老伴去上海照顾外孙 ４０００
７ ＤＳ ６５ 男 高中 军官 已婚，独女未婚 ４０００
８ ＨＪ ６３ 女 本科 律师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ＨＪ 照顾 ３０００
９ ＲＹＨ ６６ 女 大专 工人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ＲＹＨ 照顾 ２５００
１０ ＬＳ ６５ 男 高中 国企工会领导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 ＬＳ 跟老伴照顾 ４０００
１１ ＸＡ ６０ 女 大专 医生 丧偶，独女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１２ ＳＹ ６２ 女 大专 公安局干部 已婚，独子离婚，孙子由 ＳＹ 照顾 ５０００
１３ ＣＲＨ ６０ 女 中专 中学语文老师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顾 ５０００
１４ ＲＢ ６２ 男 大专 部队干部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ＲＢ 和老伴照顾 １５０００
１５ ＬＣＭ ６１ 女 本科 行政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女由 ＬＣＭ 照顾 ６０００
１６ ＦＹＮ ６４ 女 本科 大学教师 已婚，独女在国外已婚丁克 ５０００
１７ ＣＬＳ ６３ 女 高中 会计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外祖母照顾 ４５００
１８ ＦＪ ６２ 女 高中 医生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ＦＪ 照顾 ６０００
１９ ＴＺ ６５ 男 初中 个体户 已婚，独子已婚，孙子由儿媳跟外祖母照顾、ＴＺ 出钱 ４０００
２０ ＳＭ ６０ 女 高中 公务员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ＳＭ 照顾、祖母给钱 ５０００
２１ ＸＪ ６１ 女 中专 个体户 再婚，独子已婚未育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ＹＹ ６５ 男 大专 事业单位行政 已婚，独子已婚，孙子由育婴师照顾 ５０００
２３ ＹＳ ６３ 女 本科 医生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５５００

　 　 在经济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消
费能力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

要以子女供养为主，来源比较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

立，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多元且更加稳定，依靠退休

金的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依靠子女供养的老人比例

逐步下降。城市“新老人”大多有固定的养老金，
相比传统老人，其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依靠子女养老

的较少，选择“为自己而活”的底气较足。 这为其个

体化的生活安排打下了经济基础。
在心理状态方面，城市“新老人”心态年轻，积

极跟随社会发展潮流，力图跨越数字“鸿沟”。 据统

计，２０２２ 年中国老年网民规模达 １．１９ 亿人，老年群

体互联网普及率达 ４３．２％。城市“新老人”热衷于

在网上看视频、浏览新闻、聊天、购物等。 通过互联

网，相同兴趣爱好的“新老人”可以跨越空间距离进

行交流，建构内部的亚文化。 比如，抖音网红“北海

爷爷”“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姑妈有范儿”“我是

田姥姥”等一批老年博主的粉丝均已达到百万级

别。 这些老年网红以精致的老年生活挑战社会对老

人的刻板印象。

在社会参与方面，城市“新老人”注重社会参与

和实现自身价值。 退休后，城市“新老人”并不满足

于局限在家庭。 部分“新老人”注重自身需求，用多

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热衷

旅游、摄影、合唱、舞蹈、时装走秀、上老年大学等。
２０１９ 年年末，中国共有老年大学 ７６２９６ 所，在校学

员共计 １０８８．２ 万人。由于供需失衡，老年大学课

程报名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幼升小”。
　 　 我的日程都排满了，钢琴课、合唱课、独唱

课、踢踏舞课、模特课、摄影课……每天不是在

参加活动就是在参加活动的路上。 去年为了报

上老年大学，我大半夜就去排队了，那竞争真是

激烈。 （ＱＬ）
部分“新老人”选择再就业、灵活就业、创业等

形式，继续发挥余热。 ＸＡ、ＦＹＮ、ＷＸＪ 等退休后，被
返聘到原单位，发挥“传帮带”作用。 ＸＪ 退休后，与
朋友共同创业，开办了托育园。 城市“新老人”学历

高、工作经验丰富，具备专业技能，对这批人力资源

的开发将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

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 由于目前鼓励老年人再

就业的社会机制尚未形成，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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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聘机制，因此有再就业意愿的老人较难找到合适

的工作岗位。 部分“新老人”活跃于志愿服务。 他

们协助社区开展公益讲座、义诊及募集防疫物资等

活动。 参与志愿服务使他们实现了个体价值，同时

也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经济社会变迁导致老年群体的特征发生改变。

与传统老人成长和生活环境不同，城市“新老人”经
历过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等重大事件，享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红利，因此这一群体与传统老人之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具有不同的群体特征。 城市“新老人”受教育

程度相对较高、经济自足、心态年轻、注重晚年的生

活质量。 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实现自

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一定程度上

使社会大众改变了老人“负担论”的刻板印象。 在

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并非年轻人的特权，
城市“新老人”也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意愿。

三、城市“新老人”的生活安排与代际关系

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价值观念逐

渐发生改变，在心态上从以家庭为中心向以自我为

中心转变，他们试图超越原来标准化人生的限制，脱
离原有社会角色的束缚，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一）居住安排：同城“空巢”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崇尚四世同堂，老人往往与

家中成年子女同居共爨。 与子女同住能够最大限度

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及疾病护理等

需求。 改革开放前，老年人大多与已婚子女同住。
受个体化进程中情感需求凸显的影响，民众日益重

视夫妻关系和个人隐私。 在当下社会，扩大家庭不

再是约束性的文化理想。 城市“新老人”希望与已

婚子女分开居住，按照自身的喜好安排生活，避免同

住引发的代际冲突。 已有研究显示，当前城市老人

“空巢”的比例达到 ６０％左右，其中真正对老年生活

带来困扰的 “异地空巢” 比例并不太大，只有约

１０％。同城“空巢”的居住安排既满足了城市“新老

人”追求“过自己生活”的愿望，又能在子女需要协

助育儿或老年人需要子女照料时实现代际团结。
　 　 女儿谈恋爱时就给她装修好了市中心的房

子。 没想到女儿结婚后非要跟我们老两口住，
打乱了我的计划。 两代人住一起，还是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ＬＣＭ）

（二）隔代照料：祖母撤退

儿孙绕膝是中国人向往的晚年生活景象。 不论

是基于代际交换或责任伦理，祖父母都是当下中国

照料孙辈的主力军。但是，高强度、全天候的隔代

照料有可能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挤压其社会交

往时间，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代际还常因教养理念不

同产生家庭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祖母负

有隔代照料的责任，而对外祖母并没有文化规则上

的强制性要求。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试图脱离传

统角色规范的束缚，自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 城市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以及与子代培养亲密感情的

需要使得外祖母更积极地投入到隔代照料中，而祖

母呈现撤退的趋势。
　 　 他们都说带大一个孙子会老五岁，我才不

想帮忙。 她（媳妇）满月后就回娘家了，现在由

她娘家人帮忙看孩子，我们周末过去看看，每个

月赞助一下奶粉钱。 大家都轻松点。 （ＴＺ）
（三）养老方式：自我养老

家庭养老一直是历代政府重视和倡导的养老方

式，并且通过颁布的法令、律法以及民间宗规家训深

入人心。 得益于生活水平提高、交通便利、身体健康

以及足够的经济基础，城市“新老人”热衷于旅游养

老、医养结合等新兴养老方式。 城市“新老人”在经

济上大多依靠养老金，摆脱了日常对子女的经济依

赖；在生活照料上大多依赖伴侣。 在个体化进程中，
部分老人对外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依赖越来越高，
但也需要面对由此带来的新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

加，城市“新老人”势必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他们

大多不愿意为子女增加负担，但现实社会中养老机

构床位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一些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差、护工虐待老人等负面事件给城市“新老人”带
来了困扰，未来何去何从，他们也不得而知。

　 　 我们都不寄希望于子女孝顺，大家都有自

己的生活。 他们要工作，还有子女要养。 我不

希望成为孩子的拖累，现在能动就自己干，以后

不能动了，直接进养老院，他们经常来看一下就

行了。 （ＹＱ）
（四）晚年生活：注重自我

在传统社会，构成老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传宗

接代、光宗耀祖，通过繁衍子嗣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

的意义。因而传统老人往往更重视家庭的需求，愿
意为子女牺牲一切，自身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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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也得到满足。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从旧有

的社会结构中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解体，传宗

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力式微，个体生命

意义的来源更加多元。 相比将子女视为一切的传统

老人，城市“新老人”不再把子女孝顺、儿孙绕膝当

成唯一的幸福源泉，人生态度也从“为子女而活”转
变为“为自己而活”。 尤其是对于承担着主要家务

责任的老年女性而言，年轻时她们承担养家糊口的

责任，难以顾及自身的兴趣爱好，退休后时间富余的

她们选择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城市“新老人”试图

从以家庭为中心逐渐向以自我为中心过渡，追求自

我价值的实现。
　 　 我为这个家奉献了半辈子，剩下的时间，我
想干点自己的事。 年轻时没有时间，要挣钱养

家，哪有心思去学钢琴。 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弥

补年轻时的遗憾，买了这架钢琴。 （ＣＬＳ）

四、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基础：
成功履行代际责任

　 　 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中，城市“新老人” “为自

己而活”的理想受到经济条件、代际责任、社会舆论

压力等因素制约。 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
试图在个体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寻求平衡。

（一）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与妥协

在传统文化中，家庭主义毫无疑问占据主要位

置，个体应以家庭利益为重，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追
求自身自由、权利、欲望的行为受到抑制。 改革开放

以来，受个体化趋势的影响，个体不再完全以家庭利

益为中心，但也并非完全追求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而
是呈现为不论亲代子代，都开始关注如何在个体利

益与家庭利益之间达成平衡。 家庭利益仍是城市

“新老人”行为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中国社会

的个体化进程中，从家族和集体脱嵌的个体，面对风

险社会和福利制度不足的现实情境，不得不重新回

归家庭寻求支持。 代际团结仍是城市家庭解决住

房、教育、养老、抚幼等重大事务的主要方式，亲代与

子代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与劳务等家庭内部资

源的互惠。 因此，纯粹追求“为自己而活”在中国家

庭“亲子一体”的文化情境中难以获得道德合法性。
由于金钱、时间和精力等资源有限，城市“新老

人”面临着个体还是家庭优先、自我实现还是代际

责任为主、横向夫妻关系还是纵向代际关系为重的

两难选择。 隔代照料是城市“新老人”面临的个体

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冲突的典型事件。 单位制解体

后，公立儿童托育事业发展缓慢，市场托育服务价格

高昂，普通家庭通常采取隔代照料的方式解决 ０—３
岁婴幼儿的照料问题。 隔代照料减少了城市“新老

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降低了其生活质量，造成了代

际冲突，甚至许多老年夫妇不得不异地分居，因而城

市“新老人”隔代照料的主观意愿越来越低。
相比于西欧社会个体化进程所依托的较高水平

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路径明显缺乏

国家福利主义的支撑，家庭仍是个体重建安全感的

重要基础。 城市“新老人”虽不需要子女提供经济

与日常照料，但对代际亲密关系仍有着强烈的需求。
因而，在自我实现和代际责任平衡的过程中，为维持

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帮助子女事业发展，城市“新老

人”不得不做出妥协，有限度地追求“为自己而活”。
（二）协调自我实现与代际责任的微观策略

研究发现，城市“新老人”通过四种策略寻求自

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平衡。 一是重新定义代际

责任，走出无限制的代际责任链条。 二是重新分配

时间和人力，明确代际的分工与合作。 三是直接给

子女金钱，豁免隔代照料义务。 四是购买家政服务，
转移代际责任压力。

１．重新定义代际责任

随着社会变迁，老年群体肩负的代际责任发生

改变，从基础性的养育扩展至教育、婚姻、隔代照料，
呈现出责任加重和无限制的趋势。 为了实现“为自

己而活”的愿望，城市“新老人”赋予代际责任不同

的含义。 他们厘清亲代和子代间的责任和义务，重
新定义代际责任。 部分城市“新老人”甚至不主张

隔代照料，认为老人会宠溺孙辈，不利于孙辈的成

长。 重新定义代际责任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去
传统化”，个体从传统文化规范赋予个体的义务中

解放出来，重新诠释原有的知识、信仰与意义，为个

体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提供观念上的支持。
　 　 我儿子就是他奶奶带的，独立能力很差。
三年级了还要大人喂饭、扎鞋带。 等我们发现

时已晚了，孩子性格和行为已经养成了，现在都

改不过来。 所以千万别让老人带，老人带跟你

想的肯定不一样，以后只会后悔。 （ＤＢ）
２．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往往更在意拥有用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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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展的闲暇时间。 隔代照料则要求家庭成员通力

合作，需要人力、物力、时间等资源的充分投入和合

理安排。 城市“新老人”采取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

的方式，通过代际轮流合作进行隔代照料，使部分家

庭成员能够暂时抽身于照料劳动。 比如，ＬＳ 平时跟

老伴帮子女带娃，夫妻俩轮流参加合唱团活动。 而

家庭内部人力、时间等资源整合的方式往往面临突

发性紧急事务的挑战。 比如，ＣＲＨ 参加合唱比赛集

训时，孙女感冒高烧，打乱了她的行程安排，她面临

着继续参加社会活动与回归家庭的两难选择。
　 　 我参加武汉市合唱比赛集训时，孙女发烧

了。 大半夜去医院，挂号看病拿药，回到家都凌

晨五点了。 当天还要参加合唱训练，真是累得

不行。 这种大型的比赛五年一次，下次就没有

机会了。 家里就媳妇照顾孙女，又搞不定。 我

都想放弃了。 （ＣＲＨ）
３．赞助子女金钱

与农村老人让渡工作权利不同的是，城市“新
老人”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经济上也更为

宽裕，他们在履行代际责任方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他们通过给钱的方式履行代际责任，形成“老人出

钱，年轻人出力”的隔代照料分工，从而达成家庭内

部照料责任的均衡。 赞助子女金钱这种方式也是有

一定代价的，比如牺牲了城市“新老人”与孙辈亲密

互动的机会。 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境

中，隔代照料仍被视为老年人应肩负的代际责任，因
而采取这一策略的城市“新老人”面临较大的舆论

压力。 可见，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

因素交织，个体既有选择自主生活方式的自由，也会

面临传统文化规范带来的社会压力。
　 　 我只帮她带三个月孩子，后面她自己带。
我就出去工作。 孩子更需要的是妈妈，不是奶

奶。 怎么说呢，同龄人都在带孙子，你就给钱还

是会让人觉得不称职。 （ＸＪ）
４．购买家政服务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新老人”通过购买

家政服务等市场手段转移家务料理、隔代抚育负担，
缓解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的冲突。 一些城市

“新老人”表示，聘请家政工处理家务是一种高效、
低成本、不易引发家庭矛盾的方式。 由于市场经济

中信任的匮乏与家政市场服务品质的良莠不齐，多
数城市“新老人”表示家政工起到的是“补充”而非

“替代”的作用，需要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监督家

政工的劳动，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负担。 可见，在个体

化进程中，一些老人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也需

要面对自主选择带来的问题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退休了，我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参加各种活

动，现在不参加，以后大家的圈子都形成了，人

家都不带你玩了。 现在我家请了一个育婴师，
她帮忙看孩子，我就可以外出活动。 （ＹＳ）
上述城市“新老人”平衡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

责任的策略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原有的家庭责任重

新分配的问题。 一方面，个体在不确定的“自反性”
中打破了既有规则；另一方面，个体在新规则的塑造

中不断与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协商，争取自我、他人乃

至社会的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越来越多的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的城市“新老人”步入老年阶

段。 由于成长生活于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城市

“新老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传统老人存在显

著区别。 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发现城市“新
老人”的群体特征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业余活动

丰富、积极进行社会参与、人生价值观从“为他人而

活”开始转向“为自己而活”。 个体化进程中城市

“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体现在居住上

与子女同城“空巢”、在隔代抚养上祖母撤退、在养

老方式上多依赖自我养老、在晚年生活中注重自身

需求。 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愿望，面临着

代际责任伦理约束与外在社会养老、托幼等福利制

度不完善的现实制约，因而采取重新定义代际责任、
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直接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

服务等微观策略平衡两者间的张力。 城市“新老

人”的行为选择既体现出个体化的面相，同时也有

家庭主义的底色，是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

交织的表现，同时也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社会

福利总体水平较低密切相关。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老年群体，

我们应扬弃老年人“负担论”“无用论”，树立和培育

积极老龄观。 在个体层面，老年人自身应注重学习，
保持良好的心态。 在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应合理分

工，不能过于依赖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责任，应尊

重老人的个体化需求。 在企业层面，应重视“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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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精准发展老年娱乐、老年旅游、老年体育、老
年教育等新业态，创新老年康养服务模式，满足“新
老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在政府层面，应完善

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政策。 一方面，通过增

设更多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培训班，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设置弹

性退休制度，出台鼓励“新老人”灵活就业、自主创

业、参与志愿服务的支持政策，发挥“新老人”参与

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未来城市“新老人”终将老

去，我们应未雨绸缪，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优
化养老服务质量，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构建老龄友好

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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