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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保障研究

陈　 雄,刘雪婷1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老年人既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 相对于物质上的供养,精神需求是更为独特而且重要的。 老

年人精神需求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集合体,而对其进行立法保障是保护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基础,
符合保障人权、正义价值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正当权益。 在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当代中国对于老年人精

神需求立法保障存在立法过少、层级不统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约束性、操作性不强,相关法律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 对此,
可通过规范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细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具体内容,制定老年人精神权益保障相关配套法规、强化政府管

理职责,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健全老年人精神服务体系等措施来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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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已经步

入到“老年型”国家,老龄化趋势严重。 据国家统计

局调查统计数据,到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 48 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 17% ,其中,8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067 万, 占老年人口的

12. 37% 。 虽然国家对于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进

行了一定保障,但是,由于人口快速城市化,“空巢

老人”和“独居老人”的比例不断上升,老年人精神

需求保护现状十分严峻,加强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

保障迫在眉睫。 本文以精神需求的基本含义和重要

性作为切入点,分析我国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现状

及不足,探讨如何完善我国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立法

保障。

一　 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概念界定及立法保障的必

要性

(一)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基本涵义

老年人作为社会力量中的弱势群体,其需求主

要包括 4 个方面:一是经济提供,二是生活照顾,三
是医疗护理,四是精神慰藉[1]。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有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问题受到了社

会和大众的特别关注。 在我国大部分人已经达到基

本小康生活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有足够

的经济能力去支撑他们的晚年生活,自我养老能力

大大增强。 然而,老年人对精神和心理慰藉的强烈

需求却无法及时得到满足,他们期待被亲情滋养、被
社会尊重、参与社会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

我价值,但是社会并不能完全回应他们的需求。 其

结果是老年人精神需求上的强烈渴望和精神供给无

法平衡,存在极大的矛盾。 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趋

势严重、失独老人和留守老人增多、空巢逐渐扩大化

的形势下,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不足的问题异常

明显。
精神需求是指个人为消除负面情绪,保持乐观、

健康和尊严的良好心态而产生的需求,是因其身体

机能不断退化所致的生理和精神变化而与其生存系

统之间形成的精神互动状态。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 5 个层次,分别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
我实现需求。 只有低的需求被满足,高层次的需求

才会占据优势,从而成为新的驱动因素。” [2] 根据这

个理论,精神需求实际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

及自我实现需求的集合体。 归属与爱的需求,是指

人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础之上希望获得关怀和

爱护的一种需求;受尊重的需求主要指人们希望家

庭和社会对他们身份地位予以认可的一种需求;而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在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之后,他
们仍希望实现个人价值并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的

需求。
老年人精神需求同样包括这 3 类需求,由于老

年人所处的阶段,他们在精神需求方面更具有其特

殊性。 在归属与爱的需求上,老年人比一般人更渴

望在家庭中得到关爱和温暖,也更希望能够参与社

会活动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并保留一定的交际关系

以维系一种情感纽带。 在受尊重的需求上,老年人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挥洒了无数汗水,他们不希望

被社会认为是一种负担,对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依

然保留着很高的期待。 而自我实现作为最高级别的

需求,是指老年人在退出社会的主流平台之后,仍能

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继续体验生活和完善自己、重
新融入社会和回馈社会[3]。

人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为重要的还是一

种精神性存在。 可以说,人可以与其他物种相区分

的关键就是是否具有思想和灵魂,去创造条件满足

自身的需求。 所以拥有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是人

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要,这是不可被剥夺的。 “精
神需求和精神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

需求是否得到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关注、通过何种方

式来满足等都将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

和生活满意度。” [4] 因此,精神需求作为老年人晚年

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指标,我们理应对其重视并予

以保障。
(二)对老年人精神需求进行立法保障的必

要性

权利的实现通常需要一定的机制和条件。 如果

缺乏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再丰富的权利都

只能停留于纸面上,而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利益[5]。
由于老年人自身的独特性,在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

方面应给予特殊立法保护。
立法是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基本依据。 法律

本身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它
具有五大作用,其中法律的指引作用和教育作用是

权利可以得到保障的基础。 法律指引作用是指法律

拥有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作用,它可以指导人

们应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

要求。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法律可以通过实施和传

播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固有观

念,并纠正人的行为。 它意味着法律不仅是一种社

会行为准则,也为社会确立了最低道德标准和是非

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并不是为了强制执行

法律而存在,而是在于法律的内涵,公平和正义以及

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所有法律条文可以更好地被接

受,并在实施中这种观念能够进一步得以加强,这种

目的通过法律的指引作用和教育作用对社会产生影

响。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法律必须为国

家、社会和公民构建起合理的组织架构、应有的行为

模式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对老年人精神需求进行立

法保障可以指引社会去善待老年人,重视老年人的

情感需要,引导公民为满足老年人需求积极付与

行动。
对老年人精神需求予以保障符合立法保障人权

的本质要求。 人权理论作为社会立法的指导价值,
其精神应当被贯彻在各个法律之中。 我国宪法明确

规定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定义务,即立

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运作应落实保护公民权益

的基本理念,必须关心普通民众包括弱势群体的相

关权利,并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 精神健康

权作为实现其他权利的本质权利之一,是人类生存

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属于该范畴内。 对此,我国宪法

规定应当对健康权予以保护,它保护的是所有中国

公民,自然也包括在弱势地位的老年人,而影响老年

人健康的重要因素是精神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 因

此,在立法活动中,贯彻权利保障原则是立法善良的

表现,也是法治的前提,对老年人精神需求进行立法

保障可以使老年人健康权得以有效保护,符合立法

保护人权的价值。
对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具体

体现。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的平等思想包括平等

自由、机会平等、差别中的平等。 所有的社会善诸如

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必须平

等地加以分配,但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可以

对某些或所有这些善进行不平等分配。”保障社会

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是正义的理论结果和必然要

求。 老年人因其所属的特殊时期,在生活的诸多方

面无法和年轻人竞争同样的资源,享受同等的待遇。
而法律中的平等权并不是形式平等而是实质平等,
只有对老年人精神健康方面加以保护,才能保证真

正的平等,实现实质正义。 加强对我国老年人精神

需求的立法保障,符合正义理论中全面保护社会弱

势群体的要求,有利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老年人精神权利的脆弱性需要得到立法的特殊

保护。 “老年人身处生命发展的最后阶段,大多对

世界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其他

任何一个阶段会像老年时期一样感觉到无力适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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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孤独。” [6] 处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其精神健康

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法律不对其进行特殊规定,
老年人精神需求很难得到保障。 第一,在这一阶段

的公民处于迟暮之年,因其个人身体机能下降、疾病

增多,而发生生理上的衰老、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化

等,使得老年人由强变弱。 并且社会上存在的年龄

歧视、经济歧视、政治歧视等客观因素使得老年人很

难适应社会的环境。 第二,老年人在精神需求的各

个方面都比年轻人的需求更多,而这些精神需求仅

靠他们个人无法得以实现。 因此,为了满足我国老

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国家

应当对老年人精神需求进行立法保障。 但是立法不

能将老年人的所有精神需求都纳入调整范围中。 如

社会认可方面,立法不可能直接调整社会对老年人

的整体价值观念,因为这些都是主观层面上的认知,
是不可控制的。 所以要运用立法的手段在精神赡

养、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此来引

导个人、家庭、社会对老年人精神需求进行更好的

保障。

二　 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立法现状

国家通过法律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确保社会

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具备完备的法律制度作

为保障时,才能更好地引导、规范、约束公民和政府

行为,使国家职能得以依法运作、人与人之间和平共

处,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现有法律对

老年人权益进行了一定保障,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过少、层级不统一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准则,为人们提供价值引导,
从而影响人的行为。 但现行立法中,在精神需求保

护上没有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老年人精神需

求立法过少,层级不统一。
现行法律中老年人精神需求保护内容可以分为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老年人作为一般主体可以享

有的精神需求保障,其中宪法第 24 条规定将其范围

限定在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内,国家应

当针对这些精神权利给予一些正确的舆论导向,引
导人民向着高尚的理想和道德生活目标迈进;宪法

第 22 条规定保障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公民的精神文

化权利[7]。 另一部分,则是对老年人这一特定主体

的特殊精神需求保障,即保障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

应当享有的精神照顾,其具体内容在《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中有所体现。 但是,除了《宪法》《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对精神需求保障方面有简单的规定之

外,其他法律对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并没有提及。
同时,精神需求保护配套立法不足,层级不统

一。 为解决老年人精神需求问题,各省市结合各地

实际状况,通过制定条例的方式对老年人精神需求

进一步保障。 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规有《陕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广
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等,这些办法和条

例都采用了强制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

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水平。 如明确规定赡养人的范

围,规范了老年人赡养的程度和方式;规定赡养人要

尊重被赡养人的实际想法,对老年人不孝的国家工

作人员会受到行政处分;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对赡养人的监督和督促的义务;规定了配偶的赡养

义务和赡养费用的来源等[8]103-105。 虽然这些地方性

法规对满足各地老年人精神需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也对解决全国老年人问题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

发。 但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位阶过低,受到的限制太

多,导致各地对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保障力度不够

强。 且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关于精神需求保障的权威

性规范,各地对精神需求做出保障的标准不统一,同
一情况在不同地区的规定不尽相同,致使老年人之

间精神需求保护差异大,无法全面得到保障。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约束性、操作性

不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保护老年人权益的

专门性法律,如果能够有效地实施,老年人权益特别

是精神需求方面的权益保护将会有很大的进步,但
就现实状况来看,该法有关精神健康的规定并未落

到实处。
首先,关于精神需求保障的法律规范欠缺实际

约束性。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与老年人精神需

求有关的条文比较多。 如第 13 条、14 条规定子女

应当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去赡养与扶养老人,应当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第 37 条、38 条明确规定

政府有服务老年人的义务,应建立多层次服务种类、
以高标准为老年人服务来保障老年人服务的质量和

水平;第 65 条、66 条规定鼓励老年人发挥自己的余

热,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第 70
条、71 条规定老年人有受教育权,国家应当发展老

年教育,兴建老年人活动机构或者开展各类适合老

年人的活动。 以上规定表明,在给老年人提供物质

生活条件的同时,更要满足其精神和心理需求,通过

各种关心他们的方式使其在情感上得到慰藉。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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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部门要对老年人提供网点式、多层次的服务,
包括情感慰藉、心理咨询等以保障老年人精神健康

的持续性。 同时应鼓励老年人提升自身教育水平,
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参与社会生活。
但整部法律中,精神需求的内容规定十分空泛,没有

产生实际约束效果。 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
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条文仅仅

将子女的义务用“常回家看看”的表述进行笼统规

定,没有其他限制和要求,当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

的慰藉”义务时,也没有相应的罚责制度。 同样,其
他条文也是只做了一般性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惩处

措施和救济手段去对应。 一旦法律条文没有相关措

施进行辅助实施,法律规范就变成“喊口号”,对老

年人的权利保障也将沦为空话。
其次,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规定操作性不强。

第一,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一直没有

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或者实施细则来保障老年人相

关权利救济。 这导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即使规

定了强制性义务,在相关条文被违反时却无法运用

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规范和解决,反倒使恶行无所顾

忌。 如果无法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惩治,法
律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第二,该法未明确负责管理

和处理老年人问题的相关机构,致使老年人工作管

理混乱。 一般来说,如果要保护一个特定群体的权

益,首先就是要确定负责解决该群体问题的具体机

构,然后确定该机构能够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来

保障老年人的何种权益。 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却正好相反,该法为老年人规定了诸多值得保护的

权利,却仅在第 6 条笼统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需要对各地老年人问题负责,始终没有明确规定老

年人管理机构,其具体职能也不明晰。 当管理和执

法机构缺乏时,老年人权利保障只能依赖于各个职

能部门,职能部门互相推诿责任会使老年人陷入救

助无门的境地。 第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

落实应当与相关制度相衔接,新旧制度衔接不畅影

响法律具体实施效果。 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的探亲休假权为例,为使子女关心老年人

身心健康的义务能顺利履行,第 18 条明确规定单位

应当保障赡养人探亲休息的权利,但是依照《国务

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未婚子女一年只有一

次探亲机会,已婚子女 4 年才有一次探亲机会,这与

老年法的规定不相一致,同时短暂的探亲假期还会

被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予以削减,现实中探亲权利

很难得以实现。 究其原因,是因为与探亲权相关的

配套法律制度未顺畅衔接,导致子女的探亲权利很

难得到保障。 由此可见,与老年人精神健康相关的

权益要求在与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完全衔接实施的状

态下,老年人精神需求保障效果大打折扣。 可以说,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了给予社会一定引导性之

外,它的现实执行可能性很低,也无法对老年人相关

权益受损起实际救济作用。
(三)老年人精神需求相关法律制度尚待完善

建立一个完备的精神健康法律体系是保障老年

人权益的必要措施,但是现行法律对老年人精神健

康的保护体系还不健全。 对于老年人精神需求,仅
仅规定在精神赡养方面保护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对

老年人权益的整体保护。 物质水平低下、生理机能

退化、医疗方面不完善、社会氛围等因素都会对老年

人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目前来说,我国法律规定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大多还停留在对生存需求的保障方面,对老年人其

他需求的保障十分欠缺。
首先,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中国深

受儒家思想熏染,重视孝道和人伦亲情,所以家庭养

老仍是中国最传统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
大多数家庭都是子女对老年人进行保护和照顾。 但

随着社会变化,家庭结构朝小型化、分散化的方向发

展,家庭养老效能逐渐减弱,中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力

度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稳步提升,老年人社会

福利保障部分都散见在各个不同的法律法规文件中,
致使直接能适用的法律规定很少,并存在立法不全

面、范围窄、执法效率低下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老年人精神需求医疗服务体制不够健全。

目前老年人群体中发生抑郁症、老年痴呆或者其他

精神疾病情况越来越普遍,社会医疗方面不健全使

防护这些疾病的可能性极低。 在现实情况中,中国

很多老年人都有心理问题,但是由于自身防护意识

不强,认为是小问题而忽略,或因为子女工作忙碌对

老年人精神状况没有过多注意。 中国的医疗服务体

系不注重对精神状况的监测,除了当事人自愿提及

检测或者主动对外诉说之外,基本上无法在其他方

面监测或者预防,大多当发现老年人精神状态失常

时,其精神疾病已经十分严重,难以挽救。
再次,老年人的教育权利保护内容单一。 “老

年人的认知情绪是对周围世界和事物做出反应的基

础上进行的技术加工,这种信息加工能够反馈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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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道德意志进而外显于外在的态度与行为,是老

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9]101-102 而老年人的认

知多来源于生命历程中的个人经历和受教育情况,
老年人的文化水平直接决定了其不同层次的精神需

求。 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越高的老人,越容易在老

年生活中满足自身精神需要,获得幸福感。 在我国,
对于老年人的教育权利保护,除了在《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中有概要性规定外,没有其他法律法规可

以辅助其实施。
最后,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保障十分匮乏。 虽

然老年人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长期、稳定的意志很

大程度上决定老年人对生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但
是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对于情绪情感

有较强的修正作用。 “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来看,老
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功能就是帮助自己调节情绪和

情感,他们会尽可能的选择产生积极情绪的角色体

验和 社 会 接 触, 而 避 免 越 来 越 消 极 的 社 会 接

触。” [9]157-158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养老” [10],正
是因为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和社会参与,可以使老年

人调整情绪,影响老年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

度,以达到改善其精神健康水平的目的。 尽管各地

政府对“文化养老”都采取了一定措施,如开设老年

大学,建立文化设施等,但是仍存在精神文化服务设

施缺乏规划、分布不合理,文化服务内容单一、欠缺

人性化内容,社区组织机构松散、人员意识淡薄[11]

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立法进一步推动解决。
相比来说,其他西方国家早就对这些方面进行

了研究,美国有《美国老人法》,日本颁布了《老年福

利法》《国民年金法》《老人保健法》等法律法规来保

障老年人权益,包含了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 可见,
在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基础下,我国老年人精神

需求难以得到立法保障。

三　 加强老年人精神需求立法保障的措施

因为在满足低层次需求后,人们将会追求更高

层次的需求。 所以在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的前提

下,人们对物质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提升不再感到

开心和满意。 他们开始追求社会公正、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想拥有自由平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因

此,随着老年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国家

应当在立法层面对其进行进一步保障。
(一)完善精神赡养制度,细化《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的具体内容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现在老年人权益保护

最全面和完整的一部法律,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

重要依据,对此,应该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

定进行细化,来保障法律的可操作性。
对精神赡养进行具体规定,量化精神赡养标准。

孟德斯鸠曾说过:“法律、风俗、礼仪等天然分离,唯
有特殊制度才能将他们混合在一起。” [12] 结合中国

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可以看出,老年人精神赡养状

况将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如果要

加强老年人精神需求保护,必须加强对老年人精神

赡养制度建设。 首先,要确定赡养人对老年人的精

神赡养义务具体范围,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1
条关于物质和精神赡养的规定落到实处,如将物质

赡养最低限度标准具体化、精神赡养要求精细

化[13]。 此外,应通过政策方针来引导子女积极赡养

老年人。 法律可以强制人的行为,却不能强迫人类

的情感[14]71。 所以法律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满足老

年人的精神需求提供外部条件和机会。 国家应该通

过税收政策积极引导子女去赡养老年人,对养老费

和老年人个人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那些赡养

父母的子女适当减免税费;鼓励和奖励老年人与成

年子女同住或者就近居住的人群。 可以借鉴日本的

做法,在申请国家保障性住房时将与父母同住列为

优先条件,对于在父母居所附近购买住房自住的子

女,给予特殊信贷补贴,或者规定赡养者可以根据赡

养年限得到相应的购房和住房优惠,还可以在公积

金、购房补贴、信贷方面获得特殊支持[8]172-173。
增加对特殊老年人群的保护条款,运用分级分

情况不同处理特殊老年人群。 通过建立关于老年人

信用体系,对老年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生理、心理评

价,老年人可以根据其身体状态和评价等级,受到不

同的优惠待遇。 如减少医疗费用、优先安排病房等

特殊优待。 且对于有暴力倾向或者精神状态长期不

好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做出特殊安排。 另

外,应当将成熟的老龄化政策予以法制化。 法律与

政策密切相关、相互渗透,只有将成熟的政策通过立

法确定下来,才可以使这些规定具有了可以连续实

施的生命力,从而保证政策与法律的衔接。
加强“老年节”的宣传,增强公民尊老意识。 虽

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子女回家

看望老人的义务,在《劳动法》中劳动者也有探亲和

带薪休假的权利,但是由于现在家庭之间的距离越

来越远,再加上新旧法未能顺利衔接,大多企业不会

轻易给员工放假,所以真正回家探亲的人少之又少,
且“老年节”这种说法不易引起年轻人重视,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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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敬老节”;并可以借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

法,在敬老节当天放假一天,方便子女看望父母。 但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工作地点较为分散,可以将其做

法改良为在敬老节放假一日并使其与周末假期衔接

使其成为一个小长假,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让子女

达到关心、关爱老年人的目的,而且“敬老节”的传

承会使社会公众注意到老年人这一独特群体,更加

会加强对老年人的尊重。
(二)制定老年人权益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强化

政府管理职责

“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的‘应然’内容仍停

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

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 [15] 因此,针对任何一部弱

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实施而言,都应根据地方特点

进行具体化安排,制定实施细则。 迄今为止,《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对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规定最为全

面,却因没有颁布实施细则、缺乏相关的配套法律措

施,导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

多问题。 对此,应当制定和完善与《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相关联的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措施,保障《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有效实施,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

得以更好的满足[16]。
一方面,将精神需求保护内容进行分类规定,明

确相关救济途径和法律责任。 第一,将老年人精神

需求保护内容予以分类规定,明确子女、家庭、单位、
政府、社会对老年人保护的具体职责,避免责任混

同,增强可执行性。 第二,明确老年人精神需求权利

受损时寻求救济的途径,如在诉讼中以精神损害赔

偿的方式弥补老年人因精神需求权利未得到保护而

受到的伤害。 第三,增加老年人精神需求保护内容

的相关法律责任。 在之前的法律规定中并未对老年

人精神需求保护方面设定法律责任,为了全面保护

老年人的权益,应增加精神需求保护方面的民事责

任与行政责任,对不履行保护义务的人可采取警告、
罚款甚至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

另一方面,明晰老年人管理机构,强化政府管理

职责。 在立法中,明确设立国家、省、县三级老年行

政管理部门,或明确将县级及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

门作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主管部门,赋予其一定的

执法职能,使老年人精神需求权利得以全面保护。
并在乡(镇)和街道办设立老年人维权机构,作为上

级老年行政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其行政职责是负

责辖区内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保障。 主要工作内容

有:进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知识普及、宣传老年人

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让群众了解老年人精神需求的

内涵、老年人的权利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等。 同时,
也要强化相关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这方面,可以

借鉴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老人福利法》,该法对保

护的不同权利规定了主管机关不同的法律义务,同
时设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 其第 22 条、26 条规定

了主管机关对于全面健保的补充责任、对教育设施

的提供责任等等,这都反映了我国台湾地区权益立

法注重于法律权利和责任的划定[17]。
(三)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健全老年

人精神服务体系

当下以宪法为基础,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
主轴的老年人立法体系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但是

由于其立法不全面、衔接不当等诸多问题,导致老年

人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健全老年人精神需

求法律体系的举措确有必要。
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国家应当作为

主导力量,以社会保险制度来保障老年人的生存基

础,以社会救助等相关制度保证老年人在弱小无能

力时能得到社会救济,以社会福利制度来提高老年

人生活的幸福指数。 可以通过整合老年人社会保障

资源,逐步将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职业年金制

度分离,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基本保障;同时建立起政

府养老扶助制度,并将社会扶助功能的制度和政策

并入该制度中,以此来优化制度的整体功能,提高公

共养老资源的管理运行效率;并借鉴西方制度制定

商业养老保险、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政策,给予老年

人特殊支持;鼓励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政策,发挥民间

组织和社会公众对老年人保护的积极作用。
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新道路,构建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体系。 中国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立医养结合养老法律制度是必然选择。 对

此,国家应当统筹各地有关政策法规,明确医养机构

的性质、发证单位和运营规章,将政策性文件的成功

经验提炼后再予以制度化、标准化;同时制定医疗卫

生行业的执业许可制度和相关市场准入机制,建立

医养机构分级评定和质量评估标准;并健全相关监

管机制,保障医疗卫生机构依法运行。 此外,还要加

强医养结合机构与信息化、法制化的联系,为搭建医

养结合机构的网络化、信息化平台做出努力,助推医

养结合机构法制化[14]197-198。
重视老年人教育,提升老年教育质量。 根据中

国实际情况,应制定《老年人教育法》或者《终身教

育法》,将老年教育服务内容规定在内,充分保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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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受教育权[18]。 此外,可以借鉴加拿大、英国

等发达国家在各地设立老年教育中心[19],鼓励老年

教育以多种形式、不限场地开展老年课程教学,并创

新教育内容和形式,促使老年人跟上时代节奏。 在

内容上,可提供多种课程来提升老年人的知识水平,
如提供法律、理财、网络知识等内容,或者在课程中

增加如何与人交往、社会服务的内容以提高老年人

社会参与能力。 在学习形式上,可开发专门的网络

学习界面,帮助老年人更快更好地学习网络;设立专

长与爱好学习小组,充分调动老年人自主积极性和

主观能动性,以迎合老年人的学习需要。 在设计上,
应规范老年教育流程,科学构建囊括课程设计、教材

编写、教学成果考核评估、师资培训等内容的老年教

育教学体系[20]。
加强精神自养宣传力度,推进文化养老产业发

展。 虽然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必须依靠外力的支

持和帮助,但是人本身的适应性、个体的自我调适仍

然是精神需求被满足的重要前提条件。 “为了打破

老年疾病的限制,人们需要社会互动,但老人常因感

到羞耻而无法迈出这一步。 老年人陷入寂寞和孤

立,这是一种悲哀。” [21] 因此,老年人需要增强自身

的社会参与意识,开拓新型社会资本、重建新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22]。 政府应当加大

精神自养等教育的宣传力度,向社会大力宣扬积极

老龄化理念,积极动员老年人按照自身愿望和能力

来参与社会各项活动[23]。 与此同时,需要社会网络

对老年人进行引导支持,提供社交沟通、重建价值观

的宽广平台。 应制定养老院、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公

寓、康复机构、福利院、敬老院等相关养老设施具体

标准并出台管理办法,用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投

入,保证老年人养老设施事业得以发展,以此保障老

年人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实现人生价

值。 只有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体系都能得以健全

时,老年人才会真正地可以“安度晚年”。

四　 结　 语

“尊敬和照顾老年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

化中的少数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

存的动力同社会求存的动力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相互

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人种的生存和进步。” [24]我们

必须意识到,老年人不是一个“拖油瓶”,而是我们

需要尊重和保护的一类群体,人都有老的一天,如果

大家不能对现在的老年人进行相应的保护,让个人、
社会和其他群体去漠视他们的精神需要,去厌烦他

们的年老力衰,那么将来要老去的人也会被同样对

待,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去改变这一现

状,让所有老年人甚至将来老去的人拥有一个有尊

严、幸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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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gislation Guarantee of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CHEN Xiong, LIU Xue-ting1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elderly have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Spiritual needs are more unique and important than material sup-
por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clude a collection of belonging and love needs, respect for needs and self-fulfilling needs. Leg-
islation guarantee is the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meet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safeguarding hu-
man rights and justice value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maintai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situatio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too little legislation and hierarchical disun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s not binding and the operation is not strong, and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s have yet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can protec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y regulating the legislation
on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refining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ntal rights of the elderly,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nd improving the spirit of the elderly measures
such as th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the elderly;　 spiritual needs;　 legislative protection;　 spiritu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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