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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老敬老是在人类长时间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农

业社会中，养老制度从无到有，从先贤的思想推崇，到统治阶级将其作为重要

的统治工具，将其制度化、法律化。

在中华文明的数千年发展中，各个王朝都制定过一系列的养老法律政策，

养老制度可以大体上分成官方养老和民间养老两种。其中民间养老又以家庭养

老为主。政府不但通过建立公共的养老福利体系来保证孤寡老人得到赡养，也

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了家庭养老。在历史的传承中，养老体系趋于完善。

北魏时期，政府为了确保老人有子女的赡养，规定除了及其严重犯罪的囚

徒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就对这个犯人减刑或缓刑，以便可以照顾到老

人，这称之为“存留扬琴”制度。在唐代，“色养”的风气逐渐形成，子女不

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用物质照顾老人的身体，而且要在精神上为老人提供支持，

使老人心情愉悦。唐代社会，如果父母没有去世，那么儿子一般不会提出分

家。到了清代，养老制度的法律规定更加苛刻，如果老人没有得到赡养而死

亡，那么儿子要负担过失杀人罪。

养老不只是家庭的任务，更是政府的担当。南朝的梁武帝设立“孤独院”，

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资金成立的养老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到了

唐朝，国家强盛，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养老制度，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成为

“悲田院”。北宋期间，出现“居养院”，收养贫穷、疾病、孤寡老人，老人的

年龄范围定为了 50岁，扩展了老人的范畴，使更多老人可以受到国家的福利。

南宋出现了国家财政出资建立的福利医疗机构——“惠民和剂局”，由各地

方政府财政支持。明代，朱元璋发布政策，“养济院”和“惠民药局”提上政府

议程，并且在各个地方得到了建立和发展。“救济院”一般是设立在寺庙和道观

附近的，收容弱者和老人的机构，“惠民药局”类似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

清朝在延续明朝的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开设“养济院”和“施棺局”。清朝末

年，即使国力衰弱，也丝毫不怠慢养老事业的发展，并大力投资。

1949年建国以来，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在徘徊中逐渐完善。1951年国务院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之后养老保障体制经过创建、文革时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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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破坏，到十年动乱后调整恢复，1993年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试试创新改

革。最终拥有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目标终于成为现实。

养老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社会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对于当下社会而言，

我国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目持续增长，人们对于自身养老问题的

关注愈加强烈，由此关于古代养老制度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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