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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安度晚年的法治保障

邵洪波

一、当前老年人口的形势分析

当今世界人口膨胀，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至

2012 年 10 月，全球总人口已突破 70亿大关。现在，世

界上平均每秒钟就有 4.4个孩子出生。在世界人口急;

膨胀中，有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这就是人口城市

化和人口老龄化。国际人口组织规定，一个国家 60岁以

上的老年人达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 10%，即为人口老龄

化社会。1950 年，全世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为 2.14

亿，而现在已达 7.37 亿，占全球总人口 10.7%，这就说

明，全世界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后期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目前，老年人口已近 2亿，

占全国总人口 13.5亿的 15%。我省于 1986 年即进入老

龄化社会，现有老年人口 1 300 万，占全省总人口 7 800

万的 18.7%。我市现有老年人口为 140.2 万，占全市总人

口 820 万的 17.1%。从全球到我市，人口老龄化的形势

比较严峻，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因劳动力

老化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给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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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需要由社会赡养的老人越来越多，养老和医

疗费用将大幅增加；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受到削弱，社

会负M日益增大，这样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带来了严重

挑战。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引起各国和世

界组织的重视。1982 年 7 月 26 日—8 月 6 日，联合国在

欧洲中部的奥地利共和国首都维也纳召开了老龄问题

世界大会，我国派出以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于光汉为团

长的 11 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代表团参

加了那次大会，并做了会议发言。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

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议制定了一

项国际行动纲领，来保证老年人能够得到经\和社会保

障，并保证这些老年人有机会对他们本国的发展做出贡

献。大会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M，因此，

他们可以以其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做出价值无比的

贡献。大会制定了多方面关心、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即著名的《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

动计划》。

根据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及其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

行动计划精神，并结合我国国情，为切实重视抓好我国

的老龄工作，1982 年 10 月，国务院同意将“老龄问题世

界大会中国委员会”改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

（即国家老龄委）”。赋予其统管全国老龄工作的职能。国

家老龄委成立后，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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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组织网络建设。

在建立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国家劳动人事部于

1987 年 3 月向国务院提出制定《维护老年人权益条例》

的建议，劳动人事部的上述建议不久即列入国家立法规

划。1987 年，老龄问题正式写入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

标志着党和国家乃至全社会对老龄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1994 年 4 月，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相关部

门参加，成立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起草小组，经过两

年艰苦仔r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草案）终于获得 1996 年 8 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自施行后，通过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取得

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其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相关

法条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上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

来。为了增强法律的时代性和前瞻性，2012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第三十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并全票表

决通过。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特点

“积极老龄化”理念贯穿始终。积极老龄化就是要以

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w、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灵魂。

坚持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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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提倡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明确规定赡养人

和其他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特别是规定了赡养人配偶

的相应义务，符合我国的传统lm。

提倡积极养老。实践证明，老有所为，以为促养，积

极养老，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老有

所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是对社会对老年人自身都有

利的事情，应当大力提倡。

强调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相结合。本法在规定以家

庭养老为基础的同时，也规定了依靠社会力量维护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

着力构建中国特-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会为依

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特别规定了社区

对老年人服务功能的加强，如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

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

设专章规定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老年宜居环境主要

是指环境规划和建设应符合老年人生活的需要，为老年

人建立起无障碍的生活环境。

创设老年人监护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老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当老年人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时，监

护人履行对其监护的责任。

进一步弘3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这是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修订后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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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法》通篇体现了这一宗旨，创设了一系列新

的主要制度，如建立了老年人节日制度，规定每年农

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建立了老年人优待制度，倡导

社会优待老年人。

为老年人维权提供法律援助。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多数不愿诉诸法庭，对此，本法规定了如下措

施：一是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

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免交；二是提起诉讼

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

法律援助；三是人民法院对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或扶养费

的申请，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这些措施排除了老年

人在诉讼活动中的顾虑和实际困难，~分体现了国家对

老年人的关怀。

总之，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完善了

养老法律制度，强化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法律保障。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主要内容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共分九章八十五条，各章是：

总则；家庭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优待；

宜居环境；参与社会发展；法律责任；附则。其主要内容

有四大方面。

第一，制定和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总体精

神。

一是阐述了立法依据和宗旨。该法第一条这样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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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3中华

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二是

明确了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指是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三是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最终目标。该法第四条

第二款这样表述：“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保障

老年人权益的各项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

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其中“老有所养”

是核心，“老有所医”是重点。“五个老有”的内容不是孤

立的，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互为促进、互为补~

的。四是明确规定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主体

是各级人民政府。对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有关方面在

保障老年人权益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二，赡养人的职责和老年人应享有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中规定老年人养老

以居家为基础。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安慰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

要；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老年人；适时维修老年人的住房，不得侵占老人的住房

或擅自改变老年人房屋产权关系；老人有病应当提供医

疗费用和护理；帮助老人耕种承包地，收益归老人；不干

涉老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不得因老人婚姻关系变

化而不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

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的配偶主要是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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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媳或者女婿，即儿媳应当协助丈夫赡养公婆，女婿

应当协助妻子赡养岳父母。由于我国传统lm是女性大

多到男性家中生活，儿媳是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其对公

婆的态度如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对老人赡养的

好坏，而且影响到整个家庭生活的气K和家庭的和睦。

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老年人除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外，在《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还规定了享有以下方面的权利：

享有由子女赡养的权利。

我国《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

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

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赡养人不履

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享有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

老年人有权对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进行处分，不仅

仅可以将财产分给子女所有，也可以捐给国家、社会福

利机构或其他人等。

享有再婚自由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年人的

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

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法律条款还明确规定，子

女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也就是

说，父母离婚或再婚后，子女对父母仍负有赡养的法定

98



义务。

享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国为了发展老年教育，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

校，还对老年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普及老年保

健知识，开展各种老年体育活动，以此丰富老年人的晚

年精神生活，增强体质，减少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

的。

享有社会关爱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

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

确无赡养或抚养能力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

规定给予供养或者救助。国家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国家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

年人扶助制度。在老年人参观、游览、乘公交车等，可以

享有某些优厚待遇。

享有司法援助的权利。

为了保障经\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和法律保

护，国务院和我省先后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规定

了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困难无法请律师，可以向法

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涉及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

的：一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因劳动关系请求经\补偿

或赔偿的；二是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是请

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的；四是因身体遭受严重损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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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害，就要敢于维护。其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亲

友出面协调，求得问题的解决。二是通过组织出面，使问

题得以解决。在农村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村居民调组织调

处，子女有单位的老人可以通过其单位组织协调解决。

三是亲友或地方组织均无法调处好家庭侵害老人的合

法权益或社会侵害了老人的合法权益，可走依法维权之

路。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规定了老年人享有的上述

权利外，还特别提醒老年人应当遵纪守法，模范遵守公

共道德，为子女树好样子。

第三，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过好晚年生活应提供的

保障。

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对“五保”老人，由政府给予供养。

国家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

基本医疗需要。

发展老年教育，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开展

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

对老年人在参观、游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

对老年人给予优待和照顾。

各有关媒体应做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工

作，为老年人服务营造浓@的舆论K围。

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时交纳诉讼

费用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免交，需要请律师帮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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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律师费用有困难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2010 年以来，我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老年人法律

援助案件 1 986 件，解答涉老法律咨询 8 720 件。为了进

一步给我市老年人依法维权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多

数县（市、区）老龄协会都已成立了老年维权工作站。如

果申请法律援助或进行法律咨询的还可以与所在镇（街

道、村居）的司法所取得联系。

第四，家庭和社会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

家庭成员有盗窃、诈骗、抢夺、勒索、故意毁坏老年

人财物的，应予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暴力干涉老

年人婚姻自由，或拒绝赡养老年人，或侮辱、诽谤、虐待

老年人的，轻则治安处罚、重则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责任

部门、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致使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要承M相应责任。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对老年人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应及时依法办理，不得拖延。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主动积极调处老年人与家庭成

员发生的有关矛盾纠纷。

为了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于 1999 年 10 月 30 日制定了《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办法》，2011 年 1 月 12 日，又将该办法修改成为《江苏

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同年 3 月 1 日起执行。该条

例结合我省实际，r化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条款。

三、积极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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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明后天的老年人，这是自然规律。关心老龄事业，

既是关心自己的父母，又是关心自己的未来。今天重视

做好老龄工作，既是为现在的老年人服务，也是为自己

老了以后的生活铺路。

（二）在狠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实施上下功夫

学l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固然重要，但学l宣传

并不是目的，而是为该法的贯彻实施F定思想基础。《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和颁布，只是解决了“有法可

依”的问题，而要让法律赋予老年人的各种权益真正落

到实处，关健在实施上。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既是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不可推卸的

责任，又是全社会乃至每个公民的共同义务。

（三）树立旗帜，推动全盘

为了营造尊老敬老的浓@K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弘3光大，传承下去，应当树立这方面的先进典型，

宣传其先进事迹，崇尚其优良的道德素质。

一是树立尊老敬老典型。在这方面，全市及各县

（市、区）都已注重总结宣传这方面的先进典型，而且取

得明显的社会效果。有的评选表彰了百名敬老模范，有

的评选表彰了 “十佳爱心敬老助残模范”，这些举措在

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二是树立为老服务的典型。以此引导全社会弘3传

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推进老年事

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在我市为数不少。如：江苏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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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郭子贤，多年来总是把乡

亲们的困难当作自己的事情来解决，每年捐款都超过

100 万元，今年 7 月份，他又拿出 10 多万元为盐都区大

纵湖镇敬老院安装 30 台h调。

三是树立老有所为典型。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个人、盐都区秦南镇“三老一关”主任蒋?上同志发动全

家倾情奉献，近 20 年来资助50 余名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资助款近 10 万元。从 1998 年起，10 多年来，每年春

节前，蒋?上夫妇都在家中办一桌“爱心团圆5”，约请

受他资助过的特困学生来他家吃团圆5。2010 年春节

前，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6书的 10 多名大、中专学

生，都是家庭贫困或失去亲人的特困生，聚到蒋?上家，

汇报他们在学校学l、生活等情况，吃上一顿热呼呼的

团圆5，蒋老还发给他们每人一份压岁钱。蒋老及家人

一腔热情关爱青少年成长的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上述典型在我市还有许多许多，因时间关系，不能

一一列举。如果我们能利用相关场合，采用适当方式，宣

传上述典型，这对我市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

疑会起到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四）注重督促检查，确保维老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2012 年 4 月上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

委员、人大代表，对全市贯彻实施《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情况进行了视察。同年 4月 21 日，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主任会议，'取了视察组的情况汇报，对我市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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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条例》提出了具体意

见。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效果如何，适时组织

督查，以肯定成绩、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研究制定出

改进措施，这对确保我市维老工作健康发展是一项得力

举措。

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项长期的艰苦

仔r的工作，不是凭一次宣讲就能奏效的。我们应当

树立坚定的信念，以锲而不舍、脚踏实地的精神，从我

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只有这样，维老工作

才能产生预定效果。

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真抓实干，促使

我市维老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营造和睦家庭、构建

和谐社会，争做贡献！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邵洪波，原盐都区司法局副局长，现为市

法学会副秘书长、盐都区“夕阳红”法制宣传队

队长。2011 年春，被中央宣传部、国家司法部

联合授予“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模范”的称号，

2012 年 9 月，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地方法

学会系统先进个人”，光荣地走进北京人民大

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所带领的团队也

成为全市、全省普法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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