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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生

提 要 依据在冀西北农村所作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 , 考察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者的居住方

式和养老安排 。根据本项研究, 青年和中年大龄未婚者因父母或父母一方多健在, 与父母或父母一方共同

生活是其主要选项 至 岁以上 , 特别是进入老年 , 父母多已故世 , 失婚者单独生活成为普遍现象 。父

母之外的亲缘资源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帮助有限 。大龄未婚男性对老年后生活费用供养和照料方式的期盼具

有被动特征 。他们在青年和中年阶段缺少养老安排规划和明确的养老打算 , 这种状况与社会性养老保险和

保障制度不健全或接受度低有关 。而老年失婚者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依赖已经形成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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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来 , 农村贫困地区男性相对高比例的大龄

未婚问题深受学界关注 , 不少研究者对区域性大龄未婚

的形成原因和生存状况加以探究 。①但相对来说 , 对大

龄未婚男性居住方式以及养老状况所作系统考察比较少 。

年 月, 我们在冀西北赤城县农村的三个乡镇 、 巧

个村庄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 , 对所有在村居住的 位

男性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者 大龄未婚者进人老年后 ,

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可以说基本失去婚姻机会 , 故

以失婚称之 进行了访谈。②此外 , 我们还与村干部进

行了座谈 。由此 , 课题组获得了相对完整的大龄未婚和

老年失婚者居住方式和养老安排方面的信息。本文将以

此为基础 , 进行相关分析 , 以便对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

者的生存状态 、 水平和问题有所认识 。

在农村 , 大龄未婚男性失去了建立自己完整意义的小家

庭的条件 。然而 , 在中国民间习惯中, 父母只要没有完

成子女的婚事 , 便仍要承担对子女的生活照料之责 , 亦

即大龄未婚者继续以父母之家为家 。不过 , 随着年龄的

增长 , 其父母存世比例也在下降 , 这一关系资源逐渐枯

竭 。因而 , 父母存世状况对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者的居

住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一 、 父母存世状况与大龄
未婚 男性居住方式

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看 , 婚姻是家庭建立的起点。

韦艳 、靳小怡 、李树茁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

对— 基于 县访谈的发现 》, 《人口与发展 》 年第

期 贾兆伟 《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

姻困难问题分析— 以分水岭村为例 》, 《青年研究 》 。。

年第 期 孙淑敏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人地区农村男子

的婚姻— 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 《西北人口 》

年第 期 。

课题组聘请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生和硕

士研究生充任问卷调查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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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者父母存故状态 表 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所生活的家庭类型

表 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父母存故状况比较

年年龄组组 父母母 父存存 父故故 父母及及 父母母 样本量量
均均均存存 母故故 母存存 一方存存 均故故故

世世世世世世合计计计计

,

总总体体

年年龄组组 标准准 单亲亲 扩大大 三代代 单人户户 残缺缺 其他他 样本本核核核心心 核心心 核心心 直系系系 家庭庭庭 量量

家家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庭庭庭庭

夕只

门门门门 夕 门门门

门门 门厂厂

气自 门

总总体体

从上表可见 , 岁 岁组大龄未婚者的父母或

父母一方多健在 , 亦即青年和中年阶段的大龄未婚者尚

可与父母形成共同生活单位 。 岁以上者 , 父母多数去

世 至 岁组 只有少数人父母一方尚存 。可见 , 从

总体看 , 岁及以上老年失婚者除个别人外 已难从父

母那里得到具体的生活帮助 。即使有 , 父母一方已届高

龄 , 更多地是与亲子互为依赖的关系 。

二 父母存故状态与大龄未婚男性所生活的家庭

类型

就多数情形而言 以农耕为主的社会 , 劳动力外出

就业谋生较少 。若儿子未婚 , 多与父母之家为家 , 亲子

同居共翼为常态。

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者所生活的家庭类型

表 显示 , 男性大龄未婚者中超过 生活在单人

户中 , 其次是与健在父亲或母亲组成单亲家庭 , 再次为

与健在父母组成标准核心家庭 , 还有一些与未婚兄弟组

成残缺家庭 , 而与已婚兄弟组成扩大核心家庭的比例

很小 。

在我们看来 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组成核

心家庭是常态表现 当然前提是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 。

分年龄组看 , 岁组和 岁组这一比例最大 , 分别为

和 , 岁 、 岁和 岁组维持在 以

上的水平 , 岁组大幅度下降。而代之以单独生活为主。

表 中的残缺家庭多为两个及以上的大龄未婚兄弟

共同生活 , 各年龄组中这类家庭类型并没有表现出规则

性变动 。总体看 , 除了个别年龄组外 , 这种生活方式比

较少见。

这里的扩大核心家庭并非以父母为中心 , 扩大至父

母的兄弟等 而是以大龄未婚者的已婚兄或弟为中心二

即大龄未婚者依附哥 、 嫂或弟 、 弟媳为主导的家庭过

活 。就总体而言, 这种类型生活方式不到 , 只存在

于个别年龄组 。

直系家庭只有 个样本 , 均为三代直系家庭 , 由大

龄未婚者与父母和所收养的子女组成。

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 , 户主构成也有差异 。标准

核心家庭父母健在 , 且父母尚未过于衰迈 , 故担当户

主者多为亲代 , 占 , 大龄未婚男性本人为户主

者占 单亲家庭父母年老者居多 , 大龄未婚者

本人的责任增大 , 其担当户主者占 , 亲代为户

主者占 扩大核心家庭则均为已婚兄弟为户

主 两个三代直系家庭的户主大龄未婚者和其父母各

占一个 。

不同父母存故类型下大龄未婚者的生活方式

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父母一方共同生活 , 须以父母

健在为前提 , 这里我们按照父母存故的四种类型分别

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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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年龄组和父母存故状态下大龄未婚者所生

活的家庭类型

父父母母 年龄龄 标准准 单亲亲 扩大大 三代代 单人户户残缺缺 其他他他

存存故故 组组 核心心 核心心 核心心 直系系系 家庭庭庭庭庭庭

类类型型型 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庭庭庭 件今今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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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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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总总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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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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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父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母母母

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

。

。 。

。 〔〔〔

总总总体体体

父父父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

。 。

。 。

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门门门门

总体体体 石石

从表 可以看出 , 父母均健在类型中, 岁以下组

大龄未婚者 以上与父母组成标准核心家庭 , 但 岁

组则降低了 , 因该组只有 个样本 , 可视为个别人的行

为。值得注意的是 , 岁以上组中, 以上者并未与

父母共同生活。

就总体来看 , 父存母故和父故母存类型中, 大龄未

婚者与父母一方组成单亲家庭的比例超过 , 是主要

的生活方式 。而在父存母故类型中 , 岁组和 岁组

大龄未婚者单独生活比例达到 或超过 父故

母存类型中 , 岁组有一半单独生活 。

父母均去世类型中, 的大龄未婚者单独生活。

此外 , 有一些与未婚兄弟等组成残缺家庭 , 个别人依附

已婚兄弟生活 形成扩大核心家庭 。

亲子关系水平考察

在上面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类型中, 有一定比例的

大龄未婚者与父母分翼生活。这是否与亲子关系质量

有关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有请大龄未婚者评价其与健在和

去世父母关系的问题。这里仅观察其与健在父母的

关系。

表 不同亲子关系下大龄未婚者的居住方式

与与父母母 居住方式式

关关系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标标标准核核 单亲核核 三代直直 单人户户 其他他 七毕 县县

心心心家庭庭 心家庭庭 系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二 二二人人

很很好好 。

好好好

一一般般

不不好好 。 。

很很不好好

总总体体 。

根据表 , 单独生活类型中, 回答与父母关系很好

者中, 单独生活的比例超过或接近 。而回答关系

“一般” 者单独居住的比例高于 “很好”、 “好” 两种类

型。回答关系 “不好 ” 和 “很不好 ” 则完全单独生活 ,

不过其样本较少 , 分别为一个样本 。若从数据本身来

看 , 受访者认为与父母关系 “很好 ” 和 “好 ” 两种类型

占 。我们认为 , 相对于已婚者 , 男性大龄未婚者与

父母之间的利益纠葛较少 , 关系容易相处 但也有可能

出现另外一种认识倾向 , 觉得自己的婚事没有解决 , 一

定程度上与父母的操持能力不足有关 , 因而会心生抱

怨 , 降低亲子关系质量 。本次调查显示的结果是 , 在大

龄男性眼中, 亲子关系以 “很好 ” 和 “好 ” 为主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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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 “很好 ” 与 “好 ” 的关系中 , 也有可能分开生

活 。已婚者与父母关系良好状态下各自追求独立生活方

式 , 分毋生活比较容易理解 对大龄未婚者来说 , 自己

没有家室 , 与父母合毋更有助于生活安排 。这种状态下

分别生活 , 或许也是对 “自在 ”生活的追求 , 但也有可

能受访者没有将亲子关系的真实评价表达出来 。

为了对大龄未婚者与父母的居住关系有所认识 , 我

们再看一下已婚者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时的居住类型 。

衰 已婚受访者父母均存或父母一方健在时的居住

方式

逐渐变为常态 , 至于兄弟分家更成普遍行为 。那么 , 作为

未婚的兄弟 , 其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如何, 他能从兄弟之处 ,

特别是已婚兄弟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帮助呢 弄清这一点

对我们认识大龄未婚者的生存状态将有所帮助 。

一 兄弟的婚姻状况

这里主要考察大龄未婚者一个及以上兄弟的婚姻

状况 。

裹 大龄未婚者兄弟婚姻状况

父父母母 单人人 夫妇妇 标准准 单亲亲 三代代 二代代 四代代 隔代代 复合合

存存世世 户户 家庭庭 核心心 家庭庭 直系系 直系系 直系系 家庭庭 家庭庭

类类型型型型 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父父故故

母母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父父存存

母母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父父母母 夕夕夕夕

均均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总总体体 又 夕夕夕
一一一一 '一

兄兄弟数 构成成 均未婚婚 均婚婚 有婚有未婚婚 样本

`̀

总总体体

一般来说 , 已婚者中的直系家庭应以与父母及父母

一方所组成 , 但不排除有个别为与已婚子女所组成 。单
亲家庭为受访者丧偶为配偶不在户内。隔代家庭则为受

访者与孙子女组成 。则表 显示 , 已婚者总体数据中,

有可能与父母组成的家庭占 , 而各类核心家庭

超过 。可见, 已婚者父母及父母一方在世时 , 多数

并不选择与其同居共囊 。它至少从居住方式表明大龄未

婚者与父母生活依存度更高 。当然 , 这种依存具有一定

被动特征 , 比如若所有儿子均婚 , 父母或父母一方则可

相对自由地分毋生活 而因有儿子未婚 , 父母则不得不

继续料理其日常生活 。

二 、 多兄弟家庭大龄未婚

者 的生存方式

调查地区大龄未婚者多数都有兄弟 。总样本中, 兄

弟 人的比例只有 。特别是 岁一 岁组 , 兄弟

人者不到 , 其中 岁组只有 。这意味着

多数大龄未婚者存在兄弟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兄

弟被视为一奶同胞 , 其关系密切程度或应具有的关系水

平被形容为手足之情 。兄弟之间生活中相互提携 、 关照

被认为是 “梯 ”①道的体现, 与孝顺父母的 “孝” 道相对

应 。然而, 在当代 , 多子之家, 父母与已婚儿子分鬓各居

表 中, 兄弟两个实际指大龄未婚者有一个兄或弟 ,

三个则为有两个兄或弟 , 以此类推。就总体来看 , 久

以上的大龄未婚者其兄或弟均结婚 。在有一个兄弟的样

本中 , 其弟或兄 以上已婚 , 当然也有超过四分之一

者未结婚 。兄弟三个类型中, 兄弟均婚实际指两个兄或

弟均已结婚 , 若将受访者本人考虑在内, 实际也属于有

婚有未婚 有婚有未婚则为一个兄弟已婚一个未婚 均未

婚则为包括受访者本人在内的三兄弟均未结婚 , 即一家有

三个 “光棍者” 超过 。四个兄弟类型中, 均未婚者比

例不高。五个及以上兄弟中, 没有均未结婚的样本 。

二 兄弟数 与大龄未婚者的居住方式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多数受访者有已婚兄弟 。那

么, 不同兄弟类型下大龄未婚者的居住方式如何

两个兄弟类型中 , 若兄弟均未婚 , 受访者以独立生

活比例最大 , 但不足三分之一 。残缺家庭 两个未婚兄

弟共同生活 和与单亲生活相同, 均为 , 与父母组

成核心家庭接近 。而若唯一的兄或弟结婚 , 受访者

则以单独生活居多 , 其次是与单亲生活 , 只有个别受访

者与已婚兄弟一家组成扩大核心家庭 。

三个兄弟类型中, 当兄弟均未婚时 , 与父母或父母

一方生活的比例占 单独生活或与未婚兄弟生

活分别为 和 。兄弟均婚后 , 受访者单独

生活和与父母及父母一方生活两种类型比例最大。而与

已婚兄或弟组成扩大核心家庭只有 , 。有婚有未婚

时 , 则以单独生活为主, 其次为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

四个兄弟类型中, 均未婚时, 未婚兄弟共同生活比

① 《孟子 ·梁惠王上 》 梯 , 善兄弟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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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大 , 其次为单独或与父母一方生活 。兄弟均婚后 ,

单独生活占多数 , 没有与兄弟组成扩大核心家庭样本 。

有婚有未婚时也以单独生活为主。

五个以上兄弟类型中 , 没有均未婚样本 。兄弟均婚

样本中 , 没有扩大核心家庭 , 以单独生活为主 有婚有

未婚时 , 以单独生活比例最大 , 也有约三分之一为与未

婚兄弟生活。

综合以上 , 大龄未婚者在有兄弟结婚时 , 与其组成

扩大核心家庭的比例很低 。从追求独立生活角度看 , 这

种做法是符合逻辑的 。正如前述 , 当代多兄弟家庭已婚

者追求与父母分鬓的核心家庭生活 , 没有接纳大龄未婚

兄弟的意愿和做法也属正常之举 。

我们认为, 当代大龄未婚者难与兄弟形成共鬓生活的

原因还有 , 与传统纯粹农耕社会 、兄弟均以垦田为生不同,

目前大龄未婚者虽生活在农村, 但有相当多的时间离村从

事非农谋生活动 , 有了更多的个人收人。若共同生活就存

在支出承担问题 。兄弟关系毕竟不同于亲子关系, 已婚兄

弟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未婚兄和弟承担生活照料服务 。

三 、 大龄未婚者的养老打算
和现实安排

我们知道 , 男性大龄未婚者实际由两部分人组成 ,

一是青中年未婚者 , 一是老年失婚者 。前者尚能劳作 ,

其对未来养老有何安排 后者已步入老年 , 他们的养老

现状如何

一 期望养老方式

表 虽然类型较多 , 但可分成四大类 依靠自己,

依靠亲属, 依靠社会 , 没想过 。

大龄未婚男性中, 希望配偶提供生活费用者多为年

龄较低之人 , 他们可能觉得来日方长 , 还有婚配机会 。

希望由儿子或子女提供则主要为收养子女的未婚者 调

查样本共有 例 。个别人希望依靠其他亲属 , 比例很

少 。从对其他亲属类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 , 他们所依赖

的主要是侄子等旁系晚辈亲属 。依靠村集体 、 敬老院

福利院 和政府实际是对社会公共组织的依赖。而

“没想过 ” 也是一种客观情况。

就总体来看 , “没想过 ” 在单项类别中所占比例最

大 。相对来说 , 该选项在 岁及以下低龄组所占比例

最大 。这些大龄者尚处于年富力强阶段 , 养老问题考

虑较少 。在我们看来 , 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

的农村社会中, 中青年持有这种观念者不在少数 。按

照传统逻辑 , 结婚有子女者主要靠子女养老 大龄未

婚者 , 特别是中青年人则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遥远 , 故

考虑较少 。

表 大龄未婚者年老后希望由谁提供生活费用

年年龄组组 自己己 配偶偶 儿子子 子女女 其他亲属属 村集体体 敬老院 福利院 政府 社会 依靠社会会 没想过过 样本量量

气 夕只只

。

只 。

。

又,, 。 。

。 ,

。

总总体体 `

依靠不同类型公共力量养老的比例处于第二位 , 尤

其 岁及以上组中则超过 , 其中 岁一 岁组超

过 。 岁组没有这个选项 , 其样本也较低 , 代表性

不足 。

自我养老保险意识

我们在调查中考察了大龄未婚者为养老而存钱的问

题 。其中既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 也包含自己为养老而

储蓄的做法 。 岁一 岁年龄组中, 为养老而存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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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分年龄组看 , 岁组为 , 岁组

为一 , 岁组占 , , 岁组占 ,

岁组 占 , 岁 组 占 , 岁 组 占

。 岁组相对较低 , 与其尚有较多婚姻机会 、

生养子女有关 岁组和 岁组较高 , 与其观念转变

有关 。中年大龄未婚者中存钱养老的比例不高 。在我们

看来 , 这并不完全是大龄未婚者没有 “远虑 ”所导致 ,

而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落实不到位有关 。

《二 目前大龄失婚者主要生活来源

在调查中 , 我们从村干部中获得各调查村庄 “五保

户” 数和失婚老年男性数 。

表 调查村庄老年失婚男性在五保户中所占比例

表 问卷数据中享受社会养老保障的失婚老年比例

年年龄组组 享受受 享受受 两类类 样本量量
五五五保待遇遇 低保待遇遇 人员共计计计

,

总总体体

村村庄名名 五保户数量量 老年失婚男性性 老年失婚男性在在
享享享享受五保待遇数数 五保户中所占比例例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村村

总总体体

总的来看 , 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失婚老年男性重要的

经济支持 。

三 照料提供

根据问卷数据 , 大龄未婚者年老后所希望的照料提

供者与生活提供者的构成相似 中青年阶段较少考虑这

一问题 , 而已经年老者多数希望政府及社会组织提供 ,

也有一定比例的失婚老人希望旁系亲属照料 。而乡镇公

立养老机构中目前所收养的多是老年失婚者 。

那么在村庄生活的老年失婚者的健康状况如何

表 失婚老年人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年年龄组组 能自理理 能自理但但 不能自理理 样本量量
能能能劳动动 不能劳动动 需人照料料料

总总体体

可见 , 个村庄中, 有 个村庄的 “五保户 ” 指

标全由老年失婚男性所享用。当然 , 并非所有进人老年

的失婚男性都能享受到这一待遇 。

问卷调查中有 个老年失婚男性样本 , 享受 “五保

户 ” 和低保待遇者见表 。

失婚老年人中享受 “五保户” 待遇者超过 , 享

受低保待遇者超过 。按照政策规定 , “五保” 和 “低

保” 不能同时享有 。这两类社会福利覆盖到老年失婚者

中近 。未被覆盖者或者依靠亲属 , 或者自养 。根据

统计 , 岁组失婚者中, 以种地作为主要收人来源者占

, 岁占 。

可见, 在村庄 线的失婚老年人不但生活可以

自理 , 而且尚能劳动 约有 不能劳动 , 但可自理生

活 真正依赖他人照料者不足 。但应该说明的是 ,

老年失婚者并非都在村内生活 , 其中有一部分身体条件

差者已住进乡镇养老院。

综合以上 , 大龄未婚男性 自身养老和照料安排则

以依靠社会为主 , 少数人希望借助旁系近亲赡养 。在

青年和中年未婚男性中 , 多数年龄组超过

左右者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 , 这并非无

“远虑” 表现 , 而是与社会养老保险和保障体系不健全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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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者

居住 方式 比较分析

赤城县是大龄未婚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 , 那么 , 本

地大龄未婚老年人的家庭关系和生存方式与本省和全国

相比 , 有独特之处还是有趋同表现 , 这里 , 我们以

年人口普查表 抽样数据为基础进行比较 。

按照表 数据 , 就总体而言 , 河北省与全国农

村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者居住方式数据相比并没有明

显特别之处 。两者的核心家庭均超过 的水平 。

其中扩大核心家庭在 上下 , 表明大龄未婚者与

已婚兄弟共同生活的比例很小 其单人户水平也比较

接近 而直系家庭有一定差异 , 河北省较全国低 个

百分点 。

我们将前面表 赤城县数据与表 河北省和全国

农村数据作一比较 可对亲子和兄弟关系水平有所认

识 。从一般意义上讲 , 赤城县 年调查数据与

年河北省数据和全国数据有十年间隔 , 不具有可比性 。

而从家庭类型的演变看 , 结构简化和小型化趋向随时

间推移而增强 。另一方面 ,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

大龄未婚者生存方式在十年之内难以发生显著的变化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又具有可比性 , 当然应该谨慎

从事 。

我们看到 , 至少赤城县大龄未婚者很少与已婚兄

或弟组成扩大核心家庭的现象并非独特行为 , 河北省

和全国农村的该项比例较赤城县还要低 。一个明显的

差异是 , 河北省和全国数据中直系家庭比例比赤城县

高很多 。这类直系家庭形成的方式是 , 父母和一个已

婚兄或弟共翼 , 大龄未婚的儿子也在其中生活 , 这种

格局一直延续下去 至父母逐渐年老乃至故世 , 兄或

弟之子长大结婚 , 形成新的直系家庭 , 步人中老年的

未婚者继续生活在这种家庭形态中。而赤城县则没有

出现这种状况 。从这一角度看 , 该地的兄弟关系具有

淡漠的表现 。

单独生活的类型 , 河北省只有 岁组超过 ,

全国数据中该类家庭均在 以下 而赤城县调查数据

中 。岁以上老年失婚男性除 岁组外 , 以上单独

生活 。

表 年河北省和全国农村 岁以上未婚男性所生活的家庭类型比较

河河河北省省 全国国

年年龄组组 核心心 其中扩大大 直系系 复合合 单人户户 残缺缺 其他他 核心心 其中扩大大 直系系 复合合 单人户户 残缺缺 其他他
家家家庭庭 核心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庭 家庭庭庭 家庭庭 核心家庭庭 家庭庭 家庭庭庭 家庭庭庭

。

, 。

。

。

。 。

总总体体 。

普查数据也显示 , 赤城县家庭结构与我们调查过的

河北省其他县级单位也有不同 。 年单人户比例河北

全省为 , 赤城县占 , 唐山地区的丰润县

为 , 石家庄地区的赵县为 , 邯郸地区的磁

县为 。①三代及以上户 , 河北全省为

① 《中国人口年鉴 》 , 经济管理出版社 玲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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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 县 占 , 丰 润 县 占 , 赵 县 占

, 磁县为 。①可见 , 赤城县单人户比例

高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低具有 “传统 ”。 年 , 赤城

县单人户为 ,②三代及以上户占 。③

赤城县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数据与河北省和全国

数据相比 , 既有共同趋向 , 如中青年阶段与父母或父

母一方组成核心家庭占较高比例 , 中老年阶段单独生

活比例较高 , 也有一定差异 , 即赤城县失婚老年男性

单独生活的比例更高 , 表明其可依赖的亲缘资源比较

少 , 亲缘关系水平相对淡漠 , 至少在居住安排上有这

种表现 。

五 、 结语

根据对赤城县大龄未婚 、 老年失婚男性的调查数据

所作分析 , 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

一 青年和中年大龄未婚者的父母或父母一方多

健在 , 与父母或父母一方共同生活是其主要选项 至

岁以上 , 特别是进人老年 , 父母多已故世 , 失婚者单独

生活成为普遍现象 。整体看 , 大龄未婚者与健在父母或

父母一方有较强的生活依存关系 。但有一定比例的大龄

未婚者即使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也采取单独生活的方

式 , 它表明同村居住的亲子之间在一定程度或范围内具

有 “疏离 ” 表现 。

二 父母之外的亲缘资源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帮助

有限。数据显示 , 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男性多有兄弟 。

从居住方式看 , 已婚兄或弟与未婚者共同生活的情形很

少 , 兄弟之间实质性生活互助功能已经大大弱化 。我们

认为 , 多子家庭在亲子分绿生活成为普遍现象的当代 ,

兄弟之间法律上互不负有赡养和照料义务 , 传统伦理的

引导作用已经有限 , 这在当地民众居住安排和生活实践

中表现出来 。

三 大龄未婚男性对老年后生活费用供养和照

料方式的期盼具有被动特征 。青年和中年阶段他们缺

少主动性养老安排措施和明确的未来养老打算 , 这种

状况与社会性养老保险和保障制度不健全或接受度低

有关 。而老年失婚者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

的依赖己经形成刚性 , 亲缘关系成员对其养老的支持

比较有限 。这要求政府加大对男性大龄未婚相对集中

地区养老机构的建设力度 , 满足逐渐增长 的养老

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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