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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社会—生

态系统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

跨学科分析框架。框架以农村老年家庭为分析对象，从个体、家庭、社区多尺度视角出发，将养老风险拓

展为涵盖风险、脆弱性和恢复应对策略三位一体的广义风险概念。继而将广义养老风险与可持续生计

分析框架结合，形成以养老风险为核心的影响机制链条，分析“养老资本→养老风险→老年福祉”的动态

演进机制，探索创新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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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人口大规模流迁，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单化、代际养老支持弱化、传
统孝道观念淡化等多重冲击使得中国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风险凸显，老年福祉的实现不可持续。关注养老
风险问题对于增强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能力、促进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近年来，养老风险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类研究从宏观结构角度分
析国家层的宏观风险、企业和保险机构承担的中观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养老风险规避或治理对策；另一类研
究从微观个体角度切入，尤其关注失独老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等社会相对弱势人群的养老风险问
题。研究内容包括客观养老风险的类型识别和现状水平分析，养老风险感知的测量研究，以及考察子女流
动、家庭保障能力、社会保障能力等因素对于养老风险的影响。

尽管学界对养老风险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探索，但仍有以下几方面可拓展的空间：第
一，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和风险后果治理等方面，未充分考虑风险
的系统属性，很少将与养老风险紧密相关的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风险应对恢复策略一起纳入研究视野，对于养
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影响机制链条的考察不足。第二，在研究层次上，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老年个体的风险分
析，缺乏家庭视角下的整体性分析，风险的干预和规避政策上对于家庭的关注也相对较少。事实上，在遭遇
风险时，个体通常首先从家庭内部寻求风险分担，家庭是最为重要且最有可能的风险分担网络［１］。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老年人更倾向于从家庭获取抵御风险冲击的资源和保障，家庭的养老保障水平决定了养老风险的

０２



高低。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囿于研究理论和数据可得性，多数研究是以弱势老年人为主的静态分析，而对于
多尺度视角下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的动态演进逻辑缺乏清晰认识和充分论证。

上述研究不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有效整合养老资本、养老风险、老年福
祉等核心概念，进而厘清各概念的内涵、外延及相互关系。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和福祉
的动态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２］，关于养老资本、养老策略、老年福祉的研究逐渐兴起［３］，养老资本—养
老策略—福祉后果的影响机制链条得到初步验证［４］。然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仅把风险或脆弱性视为环境
和趋势背景，没有系统考察家庭整体视角下的养老风险问题，因此在解释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和福祉的动
态演进问题时有待加入新的理论作为补充。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一个用于研究农村
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福祉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框架以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恢复力与应对策略的概念界
定为起点，从个体—家庭—社区多尺度出发，分析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风险恢复力与应对
策略的现状特征、相互关系、内在影响机理和动态演进规律，为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提供更有力的
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探索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
在理论层面突破传统学科界限，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从多尺度、动态综合理解农村家庭的养老风险和老年
福祉问题，拓展了老年研究的前沿领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借鉴。二是对农村老年家庭养老
风险防范和化解的相关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具有启示价值。

二、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的情境分析

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风险内嵌于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之中，社会变迁对家庭的外部形态和内部功能均
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从多个方面描述农村老年家庭所处的现实情境，为提高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
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奠定基础。

第一，农村老年家庭规模缩减，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凸显。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地区家庭户平均
规模由１９９０年的４．１３人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８人。到２０１０年，户均规模仅３．３４人［５］。在６５岁及以上的农
村老年家庭中，夫妇核心和单人户占比由１９８２年的２５．９１％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９．０８％［６］。全国第７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户均规模已降至２．６２人①。我国家庭户均规模进一步减少，核心化趋势更加显
著。伴随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动，农村老年人口空巢化趋势仍将加剧，空巢期不断
延长。据测算，农村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１３．９年）及其占余寿比重均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７］。预计到

２０５０年，农村空巢老年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２６．１％，为城镇的２．９倍［８］。同时，几种较为典型的高
脆弱老年家庭类型均集中在农村地区。其中，５５．２％的纯老家庭户（家庭成员均为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集中
在农村地区。而老年人与其兄弟姐妹同住的一代纯老家庭类型，农村地区占比更是高达７２．５％。受劳动力
迁移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留守农村老人担负起照料孙子女的角色，超过半数（５１．２％）的隔代家庭户也集
中在农村地区［５］。

第二，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弱化，传统孝道文化式微。一直以来，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内核的家庭养老是
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养老模式。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代际生活空间分离、生活成本增加等因素打
破了传统均衡的代际交换模式，农村老年父母获得的代际养老支持不断弱化。有学者测算发现，子女对农村
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已分别弱化了２５％、５．６％和３０．７％［９］。基于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
发现，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等一系列传统机制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孝道观念
失去了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农村地区出现了孝道观念的衰落，并引发严重的养老困境［１０］。还有质性访谈
研究认为，农村地区阶层分化和底层的去道德化建构，使得农村老年人承受最严重的代际剥削，甚至导致自
杀等严重后果［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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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资本匮乏，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非常有限。在金融资本方面，农村老年家庭的
收入水平较低且来源单一，经济依赖度很高。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平均年
收入仅６４８８元，不及城市老年人收入的１／４［１２］。大部分农村老人需要依靠自身劳动和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
获取收入，难以依靠养老金生活。有学者利用“六普”数据发现，近６０％的农村老年人依靠家庭成员供养，

２０％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而依靠离退休金的仅占４％，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占５％［１３］。由此看出，一
旦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子女停止经济支持，极易陷入经济贫困状态。人力资本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教育和
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均相对较低。生命历程累积的健康劣势导致农村老年人的多项健康指标（如认知功能、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等）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物质资本方面，农村老年人口遭受较为严重的物质剥夺。在医
疗、住房、食品、燃料和支付五个基本的物质维度，有３２．１２％的农村老年人处于一个或多个维度的物质剥夺
状态，其中住房和医疗维度的物质剥夺尤为严重［１４］。社会资本方面，政府部门提供的正式支持将“托底”作
为政策定位，侧重于问题家庭、边缘群体的补助扶持，缺乏对普通农村老年家庭养老支持的政策考量。受到
农村劳动力外流、市场机制介入等因素影响，村落内部的邻里、宗族互助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在养老支持
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出现明显的弱化和萎缩。最后，土地是农村老年人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和维护尊严的基
础性自然资本。受到土地流转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老年人赖以依靠的土地养老传统遭
受严重冲击，并对家庭整体的生计资本造成不利影响［１５］。

最后，农村老年人的福祉水平较低，生计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老年福祉不仅包括对生活质量的客观评
价（如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等），还包括个体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如满意度、幸福感、生活质量等）。一方面，农
村老年人的客观福祉水平较低。与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不同，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
要集中在工作或劳动方面。尽管“老人农业”能够为农村老年人带来经济收入和一定程度上的精神依托，而
一旦丧失劳动能力，这种建立在“自养”基础上的“社会参与福祉”即遭中断。同时，伴随科技革新，以网络为
基础的新形态社会参与不断发展，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使老年福祉进一步受损。其中既有代际之间的
数字鸿沟，也有老年群体内部的城乡数字鸿沟，致使农村老年人处在双重劣势地位，难以分享信息化发展的
成果。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９．０４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６４．５％，而其中６０岁及以上网民占比
仅为６．７％，农村老年人“经常上网”的占比不到１％①。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所感受到的主观福祉也不容
乐观。基于２０１４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发现，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占比为７９％，高出农村老年人５
个百分点［１６］。因此，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面临多重困境，主观福祉亟待提高。

三、分析框架的提出

（一）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分析框架的
指导理论。其中，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养老资本、养老风险和老年福祉的影响机制链条奠定基础；社
会—生态系统理论则为分析养老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依据。

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农户生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贫困治理等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该框架强
调在脆弱性或风险背景下，农户基于自身拥有生计资本，选择并实施不同的生计策略，由此产生不同的生计
结果［１７］。脆弱性或风险作为生计发展的背景性要素，主要包括冲击、趋势和季节性，如自然灾害冲击、流行
病冲击、意外伤害的冲击，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人口和资源环境变化趋势，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生计
资本是可持续生计链条的核心，也是抵御风险和选择各类生计策略的基础，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
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生计策略是人们为了实现生计目标，在既定生计资本基础上进行的各类投
资、迁移活动以及各类生产消费活动。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带来的结果或产出，包括收入增加、脆弱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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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性增加以及资源的优化利用等。
近年来有学者拓展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运用范围，将其用于解释老龄相关问题。其中，有研究从学

理角度论证了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到老年生计和福祉研究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指出老年人在面临外
部冲击时，表现出易受伤害、抵御能力不足等脆弱性特征，以及养老资本相对匮乏、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不足
等弱势群体的特点，因此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适用于老年家庭的研究［２］。通过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能
够将传统以老年个体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拓展到以家庭为分析单元，并为研究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资本、养老策
略和生计福祉的动态演进提供理论依据［２］。有学者利用全国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养老资本、

养老策略和老年福祉的现状水平和人群差异［４］。还有学者考察了土地流转、子女迁移、子女数量、结构和序
次等因素对于养老资本的影响［３，１５，１８］。

综上可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解释老年生计和福祉问题的适用性已得到验证，但仅通过这一框架还
难以全面阐释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和福祉的动态演进。首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偏重于指导实践和政
策干预，在分析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这一特定问题时的针对性不足。其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未明确
区分脆弱性和风险。尽管脆弱性和风险紧密相关，但二者并非同一概念，研究侧重也有所不同，需要在厘清
各自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辨析二者的关系。再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有关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农村老年家
庭基于恢复能力做出的风险应对策略有较大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和老年福
祉的动态演进问题，需要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观点，实现对既有框架的修正、拓展
和丰富。

２．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脆弱性与恢复力

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Ｓｓ）起源于复杂系统动力学，现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新方向之一。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的网状系统，受到自身和外界干扰的影响，具有不可预期
性、自组织、非线性、多样性、多稳态等特点［１９］。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通过能量传递、生产要素流
动等方式相互作用和反馈。有关社会—生态系统的早期研究多聚焦于脆弱性，随着研究的深入，恢复力逐渐
从脆弱性中脱离，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尽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关系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无论将其理解
为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是复杂的双螺旋结构，二者在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均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不同
影响［２０］。

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源于自然灾害研究，后来逐渐在可持续发展、生态学和气候变化等多个学科领域
中得到广泛应用［２１］。脆弱性关注系统暴露于冲击时的状态表征和受损的可能性，强调应对扰动的结果属
性，在冲击来临之初发挥着主导作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的三维脆弱
性评价体系是当前评估脆弱性的主导框架［２２］。其中，“暴露”是指系统暴露在危险事件中的可能性，“敏感
性”是指系统面对不良事件的干扰时易受影响的程度，“适应能力”是系统面对干扰时应急避免遭受损失的能
力［２３］。在老龄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将“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框架用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的评
估，发现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水平较高，且在不同家庭特征下呈现出不同特征［２４］。

恢复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一词最早由 Ｈｏｌｌｉｎｇ引入到生态学研究领域，并将其定义为系统吸收干扰并继续维
持原有结构、功能和反馈且不发生质变的能力［２５］。在后续研究中，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构建了和恢复力相
近的抗逆力、弹性、韧性等多种概念［２６］。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认为恢复力强调
系统的优势发展取向，尤其关注系统的更新、重组与发展能力，突出人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做出的调整和
适应［２７］。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恢复力研究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方向［２５］。

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于脆弱性和恢复力的论述，能够拓展传统风险理论中关于风险的外延，由此
形成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风险应对恢复策略的概念，为理解养老风险、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风险恢复应对策略的
内涵以及三者的关系链条提供理论指导。养老脆弱性是老年家庭生命发展周期过程各类风险累积的结果，

是农村老年家庭由于缺乏制度性支持、养老资本而导致老年生活福利受损的固有特征［２］。养老风险的恢复
力是老年家庭在遭受风险冲击后，通过协调利用内外部资源，从风险中恢复的能力。养老风险的应对策略即
建立在一定恢复能力的基础之上。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风险的恢复与应对策略紧密相关，只有同时降低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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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和加强恢复能力，才能有效降低养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３．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态系统相结合

养老的过程即老年生计可持续的实现过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结合具有合理
性和可行性。第一，农村老年家庭的生计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均有作为系统的本质
属性，通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从多尺度视角理解老年家庭生计系统的动态发展演进。第二，可持
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生计资本能够较好地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脆弱性概念相结合，有助于加深对生计动
态性与家庭面临冲击和压力时的应对策略选择的认识。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资本体现了养老脆弱性中的
“适应力”，养老资本的总体水平越高、各类资本发展越均衡，老年家庭的适应能力越强，相应的养老脆弱性水
平可能越低。第三，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的恢复力，有助于深化理解在养老风险冲击下农村老年家庭
生计策略的内涵。恢复力理论强调在风险冲击和扰动下研究主体维持或改善其功能的能力［２８］。农村老年
家庭在遭受养老风险冲击时并非完全被动应对，而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借鉴恢复力理论，可以清晰展现出农
村老年家庭在面临养老风险冲击时是如何激发自身恢复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风险应对策略，从而获取有
关养老风险应对策略更为贴近本质的理解。综上，将涵盖脆弱性、风险和恢复力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纳入
原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有助于加深学界关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福祉动态演进问题的理解。

（二）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结合前文关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现实情境和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农村老年家庭养老
风险和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见图１）。框架以农村老年家庭为分析对象，丰富并拓展狭义（传统）
养老风险的研究；将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恢复与应对策略和狭义养老风险相连接，形成广义养老风险的概
念，进而将广义养老风险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养老资本→养老风险（养老脆弱性、狭义养老风险、
风险恢复与应对策略）→老年福祉”动态作用链条，为形成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和规避政策提供借鉴。

图１　养老风险和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采用多尺度、动态性和可持续性的三维研究视角，整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理论、社会—生态
系统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观点，增进对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和福祉动态演进的理解。老年人的

养老过程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种养老的资源、条件、环境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２９］。农村老年人

个体生命历程的累积劣势、家庭支持的可及性和所在社区（村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尺度因素共同形
塑了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风险。养老风险呈现出复合型特点，各类风险要素相互叠加、耦合和演化。因此，

理解养老风险需要突破传统针对单一个体的静态分析，转向对多尺度下不同风险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多层
动态分析。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核心理论，从中提炼并构建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资本、养老策略和老
年福祉的概念内涵及作用机制链条，形成分析框架的逻辑主线。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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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恢复力与风险相结合，形成个体—家庭—社区的多尺度分析视角。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老龄研究领域
的重要理论之一，主要关注个体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着重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
维结合的研究范式理解个体发展的过程。通过生命历程理论，将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三重时间属性与养老的
多尺度因素有机整合，实现对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和福祉的动态、多尺度研究。

具体而言，分析框架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广义和狭义养老风险研究。一方面，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于脆弱性和恢复力的观点，从既

贴近中国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实际、又便于理解风险核心影响链条的双重考量，拓展传统养老风险的内涵，
将其扩展为涵盖脆弱性、风险、风险恢复与应对策略于一体的广义养老风险概念。养老脆弱性是导致养老风
险产生的重要前端因素，降低脆弱性有助于减少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３０］。风险恢复与应对策略则是在风险
产生之后，家庭激发潜在的恢复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风险应对策略选择。风险作为连接脆弱性和恢复力的
重要纽带，在“脆弱性—风险—恢复力”研究链条中处于核心位置。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和养老风险恢复与
应对策略三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农村老年家庭生计系统。在养老脆弱性的研究方面，根据“暴露—敏感
性—适应能力”框架，考察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在暴露、敏感和适应能力三个子维度的现状水平及其内
部作用关系，利用多期追踪数据探索养老脆弱性的动态演进规律。养老风险恢复力与应对策略的研究方面，
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３１］三个维度识别农村老年家庭恢复力的现状水平和结构特征，比较不
同家庭类型的恢复力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识别养老风险恢复应对策略的类型。另一方面，继续
深化狭义（传统）养老风险的研究。由于风险本身即为主观和客观综合体，分析框架从客观养老风险和主观
养老风险感知两方面研究狭义养老风险。客观养老风险是农村老年家庭由于养老资本不足而遭受不利冲击
发生的可能性，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和照料可及性等方面。在研究中可以借鉴世界银行提出的风
险测量框架，从风险发生层面和风险事态性质构建客观养老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客观养老风险的主要
类型和现状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养老资本对客观养老风险的可能影响。主观养老风险感知则是农村老年
人对于养老过程中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临终护理和后事料理等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所发
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综合认知。养老风险感知的研究可借鉴心理学有关风险感知的测量范式，设计量
表实证考察老年个体对于养老风险的感知，分析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水平和人群差异，利用多期追踪数据探
索养老风险的动态变化情况。

第二，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资本、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的影响链条研究。养老资本是影响养老风险的关键
成因，养老风险对老年福祉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充足的养老资本是农村老年家庭降低养老脆弱性、增强
养老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各类养老资本的综合效用。养老资本整体匮
乏或结构失衡是导致养老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３２］。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资本可分为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多期数据分析各类养老资本对客观养老风险和
养老风险感知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可持续生计分析的落脚点在于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为较好的
生计结果，也就是实现老年福祉（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在考察老年福祉现状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客观养
老风险和养老风险感知对于老年福祉的直接影响，探索养老风险、养老风险恢复应对策略和老年福祉的影响
机制。

第三，养老风险与福祉动态演进的多重机制研究。具体包括养老风险的生成机制、养老脆弱性的决定机
制、养老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机制、养老脆弱性—风险—恢复力的互动机制和资本—风险—福祉的影响机制
（见图２）。在个体层面关注老年人个体特征、养老需求和养老资源不足等在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养老
风险生成过程中的基础效应；在家庭层面关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与利益关系、家庭规模与结构特征等方
面的差异，解释家庭结构和功能风险转化为家庭养老脆弱性和家庭养老风险的转移效应；在社区层面关注人
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养老基础设施，分析社区层面的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向家庭层面的扩散效应。通
过考察养老脆弱性对养老恢复力的直接影响效应、主客观养老风险在影响链条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养老恢复
力对后期养老脆弱性的动态影响效应，明确养老脆弱性—风险—恢复力的互动机制，以及分析养老资本—养
老风险—老年福祉的整体影响机制链条。

最后，探索与设计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的政策体系。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目标对象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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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协同治理的政策理念。政策对象要着眼于老年家庭整体，不仅考虑已经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农村老年人，
还要充分关照高养老风险家庭的其他成员，增强家庭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关注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制
度环境，剖析现有家庭养老政策的不足，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借鉴一般风险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结合农村养老的现实情境，突出社区在养老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农村家庭养老风险与养老脆弱性
的现实特点，构建发展型的家庭养老政策体系，形成个体、家庭、社区多主体联动的风险协同治理体系，设计
养老风险治理的工具和策略等。

图２　养老风险和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影响机制

四、研究展望

在风险社会和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实背景下，规避和降低养老风险不仅事关农村老年个体及其家
庭福祉的实现，而且关乎农村地区未来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
险和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通过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观点，打开了
传统养老风险研究的黑箱，展现了养老风险问题的复杂性，深化了学界对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的认识。
同时，分析框架还拓展了原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适用范围，为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的前瞻性政策
设计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

分析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和预测能力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和丰富。笔者所在团队自２００１年起开
展“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纵贯数据调查，形成了国内关于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和福祉研究的一套独特的
大样本追踪数据。除了社会人口特征、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身心健康等传统老龄研究内容的收集，团队已
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顺利完成了第６期和第７期追踪调查，获取了有关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资本、养老风险感
知、养老脆弱性和老年福祉的关键信息。利用这一数据，团队成员研究发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农村老年
家庭的生计与福祉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实证评估了当前中国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的水平、结
构及其对福祉的影响［２－４，１８，２４］。笔者所在团队计划开展第８期追踪调查，此次调查将保留关于养老资本、养
老风险感知和老年福祉等测量内容，同时增加有关客观养老风险、养老风险恢复力、养老风险应对策略等分
析框架提及的核心研究内容的相关测度。利用丰富的一手调查数据，沿着“科学问题—理论构建—实证检
验—政策创新”的路径深化研究，后续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深化理解养老风险这一核心问题。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养老风险处
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在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厘清养老风险的概念内涵和边界外延，防止将养老风险的引
致因素、养老风险和养老风险的后果相互混淆。在明晰养老风险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探索社会—生态系统视
角下的广义养老风险问题，研究养老资本、养老风险、养老脆弱性、养老风险恢复力和老年福祉的动态作用机
制。第二，拓展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形成人文和自然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比如，利用地理学领域的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研究自然环境因素对养老风险和老年福祉的影响；借鉴系统动力学的计算机仿真模型系
统，构建模型考察资本、风险、恢复力和福祉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构性原因。第三，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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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进一步验证、补充和阐释实证发现，与定量研究结合形成混合分析范式，提高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比
如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展开典型案例分析；对关于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的新闻报道实例和政策文本等内
容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综合以上分析，形成以农村老年家庭整体为视角的政策取向和政策设计模式，
创新农村家庭养老政策体系，促进农村老年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老年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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