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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探讨

杨宗传

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是指老年人个人生活 是子孙后辈应尽的义务
,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

由谁照料或由谁提供服务及其构成特点
,

它是老年 本文主要依据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编制 的

人供养体系或老年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老年保障 《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 》①所提供的资

包括经济供给
、

生活照料
、

心理慰藉和医疗服务等方 料进行分析研究
。

该调查采用
“

经验分层整群抽样
”

面
,

在经济来源有了保障后
,

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保 的原则
,

在全国 个省市的 个调查点进行问卷

障就成为最主要方面
,

它对老年人安度晚年有重要 调查
,

总有效样本为 个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影响
。

口 ,

其 中男性 人
,

女性 人 城市

老年
,

人是人 口 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

他们在中青 人
,

农村 人 岁 人
,

岁

年时期为子女的成长
、

人类的进步
、

社会的发展作出 人
,

岁及 以上 人
。

这次调查将老年

了长期的奉献
,

但现在年岁 已高
,

生理机能 日渐衰 人的个人生活分为穿衣
、

吃饭
、

洗澡
、

上厕所和做饭
、

退
,

虽然绝大多数人个人生活还能够 自理
,

有些人还 洗衣
、

料理家务
、

购物等 个方面
,

而将由谁提供服

能帮助他人
,

但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需要后 务分为 自己
、

配偶
、

子女和养老机构等 个方面
。

调

辈和社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

在生活服务方面保证老 查结果反映 老年人在穿衣
、

吃饭
、

洗澡
、

上厕所 项

年人方便
、

舒适
、

愉快地安度晚年
,

这是保证老年人 平均主要靠 自己 者 占
,

主要靠他人帮助者

晚年生活幸福的需要
,

也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要
,

仅占 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
、

购物 项 平

表 老年人主要生活服务保障构成 单位 写

月月蔺碘
、

挚旦旦 穿衣衣 吃饭饭 洗澡澡 上厕所所 做饭饭 洗衣衣 料理家务务 购物物

自自己己
,

配配偶偶

儿儿子子

女女儿儿
,

儿儿媳媳

女女婿婿

其其他亲属属
。 ,

保保姆姆
,

朋朋友邻居居

志志愿人员员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

养养老机构构

其其他他

合合计计计计计计

资料来源 本表和以 下各表见文尾的注释 ①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均主要靠 自己者 占
,

主要靠他人帮助者 占
· 。

老年人只 要在生理上没有特别大的障碍

如四肢不能活动
,

一般在穿衣
、

吃饭
、

洗澡
、

上厕所

方面是不需要别人帮助的 而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

务
、

购物方面是否 由他人帮助则多受社会
、

心理
、

习

俗和家庭分工的影响
。

所以
,

前 方面 自我服务的比

例较高
,

后 方面由他人帮助的比例大 见表
。

老年人在 以 上个人生活的 个方面
,

由他人帮

助者所 占比例居第一位的都是配偶
,

表明老伴之间

生活上的相互照料
,

在老年人生活服务体系中占重

要地位
。

表 还说明
,

对老年人个人生活方面的帮

助
,

基本上是靠家庭成员
,

主要 由社会帮助者 即表

的后 类 服务 者
,

前 项 服务 所 占比重 都在

以下
,

后 项虽然多一点
,

也只在

之间
。

这种基本上由家庭承担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

体系
,

在我国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虽然老年人

的生活服务由社会帮助者所 占比例会逐渐提高 不

会有大的改变
。

下面分别从不同地区
、

不同性别
、

不

同年龄状况方面分析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的特

点及发展趋势
。

一
、

不同地区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在社会经济
、

文化发展程度

和生活方式
、

生活习俗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异
,

因此
,

反映在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上也有一定的特

点
。

老年人在穿衣
、

吃饭
、

洗澡和上厕所方面主要由

他人帮助者
,

基本上是个人生活不能 自理和部分不
能自理者

。

在穿衣方面
,

由老年人自我照料者
,

城市

为
· ,

农村为
·

主要靠他人帮助者
,

城

市 为
,

农 村 为
,

城 市 比 农 村 高
· 。

在吃饭方面
,

老年人 口 中自我照料者城乡

差别不大
,

分别为 和 主要 由他人

照料者
,

城乡分别仅 占 和
。

在洗澡方

面
,

老年人 口 中主要靠他人帮助者
,

城市和农村分别

为 和
,

城市比农村高
· 。

在上厕

所方面
,

老年人口 中主要靠他人帮助者
,

城市和农村

分别占 和
,

城市比农村高
· 。

因
以上 个服务项 目都是在老年人生活不能 自理或部

分不能 自理时才需他人帮助
,

所以 主要由他人帮助

表 不同地区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由他人帮助的构成 单位

萨萨碳鳄鳄
穿衣衣 吃饭饭 洗澡澡 上厕所所

城城城市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配配偶偶

子子
,

女女儿儿

媳媳
,

女女婿婿

其其他亲属属

保保姆姆

朋朋友邻居居
,

志志愿人员员
,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养养老机构构
。

其其他他

合合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的比例较低
。

下面舍去老年人 自我照料部分
,

分析由

他人帮助的各项 比例构成特点 见表
。

表 说明 老年人在
“

穿
、

吃
、

洗
、

拉
”
方面不能

自理时主要是靠伴侣之间相 互照料
,

即由配偶帮助

者占全部由他人帮助者的 到 之间
。

但是由

配偶帮助者所 占比例都是城市高于 农村
,

这是因为

城 市 中老 年 人 同配偶 单 独 居 住 的 比例较 高 占

环
,

乡村中的同项 比例仅占
。 ②另外

,

即

· ·

使老年人同子女在一起居住
,

城市的中青年人天天

都要上班工作
,

多不便经常在家护理老人
。

老年人在
“

穿
、

吃
、

洗
、

拉
”

项生活中
,

主要 由

家庭成员帮助者 即表 的前 类服务者 都是农村

高于城市 由社会帮助者 即表 的后 类服务者 都

是城市高于农村
。

如城市的比例分别为
、

· 、 ·

和
,

而农村的 比例分别只

占
· 、 、

和
,

前者 比后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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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 倍左右
。

这表明城市的社会
、

经济发展水平高
于农村

,

因此老年生活服务保障体系发展的层次也高

于农村
,

其社会化程度较高 也表明目前农村的经济
生活

、

社会生活和亲子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家庭养老
。

从子女对老年人的
“

穿
、

吃
、

洗
、

拉伙 项服务

看
,

由儿子
、

儿媳帮助者
,

农村的 比例都大大高于城

市 分 别 高
、 、

和 个 百 分

点 由女儿
、

女婿帮助者
,

城市的 比例都高于农村

分别高
、 、

和 个百分点
。

说明

在我国农村子承父业
,

女到婆家
,

养儿防老和女不事

自身父母的传统习俗大大重于城市 在城市重男轻

女和青年人婚后不同女方父母一起生活的观念已开

始改变
,

同女儿
、

女婿一起生活的养老方式所 占比例
比农村增长较快

。

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购物方面
,

老年人 自
我服务的比例明显低于穿衣

、

吃饭
、

洗澡和上厕所

个方面
,

由他人帮助者所 占的 比例明显高于后 个
方面

。

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购物方面主要 由他
人帮助者

,

总的特点是农村高于城市
,

农村分别为
· 、 、 ·

和
,

城市分别为
· 、 · 、 ·

和
·

,

农村分别 比

城市高
、 、

和 个百分点 见表
。

这反映了农村家庭成员居住 比较集 中
,

农村家庭成

员间亲情关系比城市较深的特点
。

表 按城乡分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单位

月月

讨黔
做饭 洗衣衣 料理家务务 购物物

城城城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城市市 农村村

自自己己 ‘
· · · ,

配配偶偶 “
·

“
· · ,

儿儿子子 “
·

‘ “
·

⋯
女女儿儿

· ·

‘ ‘艺
·

““

儿儿媳媳
· · ·

女女婿婿 ”
·

。
·

。 , 。
·

‘

其其他亲属属
·

”
·

“ 。
· ,

保保姆姆 ‘
·

“
·

” ‘
·

‘‘

朋朋友邻居居 。
·

”

⋯少 ⋯⋯
·

‘
,

志志愿人员员 。
· · ·

‘‘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
·

艺 。
·

“‘ 。
·

养养老机构构 〔,
·

。 。
· ·

其其他他
·

发
·

合合计计

从表 可看 出 老年人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

务和购物方面
,

主要靠 自我服务和老伴间相互帮助

者
,

两者合计多在 左右
,

其中都是城市的

比例高于农村
。

即老年人在这 项生活服务方面
,

主

要 由子女和社会帮助 者 比例很低
,

城 乡合计只在
以下 见表

,

而老年人 口 中在做饭
、

洗衣
、

带

孩子和料理家务等方面帮助子女者 占
。

表

明许多老年人在生活上虽然要接受子女和社会的帮

助
,

但其比例远低于他们对子女和社会的贡献
。

同时

还可看出老年人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购物等方

面
,

主要由子女和社会帮助者的比例
,

都是农村高于

城市
,

分别高
· 、 · 、 ·

和
·

个百分

点
。

老年人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
、

购物方面
,

由女

儿帮助者都是 城 市 所 占比 例 高于 农 村 分 别高

· 、 · 、 ·

和
·

写
,

而由儿媳帮
助者所占比例都是农村高于城市 分别高 倍

、

·

倍
、 ·

倍和
·

倍
。

并且在前 项服务中
,

除老年人自己和配偶外
,

由儿媳帮助的比例最高
。

表明

在老年人供养关系上
,

农村老年人基本上还是同儿
、

媳
一起生活

,

在城市由女
、

婿养老的方式已开始上升
。

老年人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购物方面
,

主

要 由社会帮助者 表 的后 类服务者 的比例都很
低

,

分别多在 左右
,

其中城市的比例大大高于农村

的比例
。

城市老年人在这 项服务方面由社会帮助者

所占比例分别为
、 、

和
,

农村老年人在这 项服务方面由社会帮助者所占的比

例分别仅占 。 写
、 、

和
,

城市

分别比农村高
、 、

和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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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同性别老年人的生活服务保障体

系

男性老年人与女姓老年人在许多方面存在较明

显的差异 首先
,

从零岁人 口 的预期平均寿命来看
,

中国 年女性人 口 为 岁
,

男性人 口 为 岁
,

女性比男性高 岁 ③由此出现了丧偶率的较大性别

差
,

本次老年人供养体系的调整中
,

女性老年人 口 的

丧 偶 率 为
,

男 性 老 年 人 口 的 丧 偶 率 为
· ,

女性比男性高
·

倍
,

这就必然影响老年

人生活服务体系的性别差异
。

其次
,

由于几千年传统
习俗的影响

,

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兴趣和能力大大低

于女性
。

再次
,

由于老年人的性别特点 有些生活服

务项 目只有同性别者照料较方便 和在家庭 中的地

位的差异
,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帮助老年人从事家

务活动者的构成
。

表 按性别分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单位

诈诈鄂鄂
做饭饭 洗衣衣 料理家务务 购物物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自自己己

配配偶偶
,

儿儿子子
, ,

女女儿儿
,

媳媳

女女婿婿
,

其其他亲属属
,

保保姆姆
, , ,

朋朋友邻居居
, ,

志志愿人员员
,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 ,

养养老机构构
。

其其他他

合合计计计

从表 可看 出 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购

物方面
,

由老年人 自己和配偶间相互照料者
,

男性中

都在 左右
,

女性 中在 左右 由子女和社会

帮助者
,

男性 中都在 环以下
,

女性 中都在 以

下
。

其中前 项
,

由老年人 自我服务者所占比例都是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

女性 中的 比例 比男 性中的比例

高 倍以上 由配偶帮助者所 占比例则与前相反
,

是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

男性比女性高 至 倍
。

在购

物方面虽有性别差异
,

但不像前 方面那样突出 由

自我服务者所 占比例 女性 比男性 高 个百分

点 由配偶帮助者所 占比例
,

则男性比女性高

个百分点
。

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别
,

其一
,

女性老人由

于长期的家庭分工所形成的对家务劳动的兴趣和能

力高于男性老人
,

所以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方面

自我服务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

其二
,

由于女性老人

多数是丧偶者
,

男性老人中大多数是有配偶者
,

所以

在这方面由配偶帮助的比例
,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

其

三
,

在购物方面虽属家庭事务
,

但有些又事关家庭的

决策和支配权
,

所以其性别差不像前 项那样大
。

·

在这 个服务项 目中
,

由子女帮助者都是女

性老人中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中的比例
。

其中做饭
、

洗衣和料理家务都是由儿媳帮助的 比例最高
,

由女

婿帮助的比例最低 帮助老年人购物所占的比例
,

则

是儿子的比例最高
,

依次是女儿
、

儿媳
、

其他亲属
,

最

低的也是女婿
。

说明在子女中
,

儿子在家庭的地位最

高
,

儿媳在生活服务方面对老年人帮助最大
。

在老年人的生活服务方面
,

由社会帮助者 表

的后 类服务者 的比例都很低
,

仅 占 左右
,

女

性中所 占比例 分别为
、 、

和

写 比 男 性 中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 、

、

和 分别高
、 · 、

和 写
。

对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的生 活服务保障方

面
,

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所 占比例也有一定差

别
,

总的特点是 由配偶帮助的比例男性老人明显高

于女性老人 由儿媳和女儿帮助的 比例是女性老人
明显高于男性老人 由儿子帮助的 比例

,

在料理家务
和上厕所方面是男性老人明显高于女性老人

,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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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和吃饭方面男性老人与女性老人中的比例基本 相近
。

具体数据见表
。

表 不同性别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由他人帮助的构成 单位

嵘嵘锣锣
穿衣衣 吃饭饭 洗澡澡 上厕所所

男男男男 女女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男男男男男男男

配配偶偶
, ,

子子

女女儿儿
‘ , ,

儿儿媳媳
,

女女婿婿
,

其其他亲属属
,

保保姆姆
,

朋朋友邻居居

志志愿人员员

居居委会 村委会会
,

养养老机构构

其其他他他

合合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除 了上述特点外
,

表 还说明 其一
,

在男性老

年人中
,

由配偶 帮助者 个服务项 目 中都居第一

位
,

其比例都在半数以 上 居第二位的都是由儿子帮

助者
,

两者合计都在 写以上
。

其二
,

在女性老年人

中
,

除了洗澡是由女儿帮助的比例居第一位外
,

其他

项也都是 由配偶帮助的 比例居第一位
,

但所 占比

例都仅在 左右 所 占比例居第二位的都是由儿

媳帮助
。

其三
,

在 个服务项 目中
,

由社会帮助者 表

的后 类服务者 所 占比例
,

都是女性老年人 分

别 占
、 、

和 一 明显高

于男 性 老 年 人 分 别 占
、 、

和
,

即女 性 比 男 性分别 高 倍
、

倍
、

倍和 倍
。

三
、

不同年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一般随其 自然年龄的增长而

不断衰老
。

通常是年龄愈高者身体状况愈差
,

生活 自

理能力愈弱
,

需要帮助的比例愈高
。

表 按年龄分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 单位

气气瑙舔二二
合 计计 一 岁岁

⋯
。一 ’’ 岁及以上上

穿穿穿 完全能 自理理
衣衣衣 部分能 自理理

完完完全不能 自理理

吃吃吃 完全能 自理理
饭饭饭 部分能 自理理

‘

完完完全不能 自理理

洗洗洗 完全能 自理理
,

澡澡澡 部分能 自理理
完完完全不能自理理

上上 完全能 自理理
厕厕厕 部分能 自理理

,

所所所 完全不能 自理理

这次调查 中
,

老年人在穿衣
、

吃饭
、

洗澡和上厕

所方面
,

部分不能 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者
,

低龄老人

一 岁 中分 别 为
、 、

和
卜

中龄老 人 岁 中分 别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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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和 高龄老人 岁及 以上

中分别为 一 写
、

写
、

写和
·

见

表
,

高龄老人中在 个方面不能 自理和部分不能

自理的 比例大大高于 中龄和低龄老人的同项 比例
。

因此
,

老年人在生活服务方面
,

需要他人帮助的比例

必然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

不同年龄组老年人

的生活服务体系有较大差别
。

在穿衣方面主要由他

人帮助 者
,

高 龄 老 人 占
,

比 中龄 老 人 占

和 低龄老人 占 分别高 倍和

倍 在吃饭方面主要由他人帮助者
,

高龄老人中

为
,

比中龄老人 占 和低龄老人 占

分别高 倍和 倍 在洗澡方面主要

由他人帮助者
,

高龄老人中占
,

比中龄老人

为 和低龄老人 为 分别高 倍
和 倍 在上厕所方面主要由他人帮助者

,

高龄老

人中占
,

比中龄老人 占 和低龄老人
占 分别高 倍和 倍

。

由他人帮助

的具体构成见表
。

表 不同年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由他人帮助的构成 单位

污污羚羚
穿衣衣 吃饭饭 洗澡澡 上厕所所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

配配偶偶

儿儿子子
,

女女儿儿 夕夕 气气
,

儿儿媳媳女女婿婿
, ,

其其他亲属属
,

保保姆姆
朋朋友邻居居

志志愿人员员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养养老机构构构
其其他他他他

合合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表 按年龄分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单位

沐羚羚
做饭饭 洗衣衣 料理家务务 购物物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至至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

自自己己

配配偶偶

子子
, , ,

女女儿儿
, , ,

儿儿媳媳
,

女女婿婿

其其他亲属属
。 , , ,

保保姆姆
,

朋朋友邻居居
, 。 。

志志愿人员员

居居委会
、

村委会会
,

养养老机构构
,

其其他他他

合合计计计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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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说明 主要 由配偶帮助者所占比例
,

都是

低龄老人高于 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
。

如在穿衣方面

低龄老人中的比例 比中龄和高龄老人中的 比例分别

高
·

和
·

,

在吃饭方面同项指标分别

高
·

和
· ,

在洗澡方面同项指标分别

高
·

和 写
,

在上厕所方面同项指标分

别高
·

和
· 。

因为年龄愈高其丧偶率

就 愈 高
,

本 次 调 查 中 低 龄 老 人 中 的 丧 偶 率 为
,

中龄老人中的丧偶率为
,

高龄老

人中的丧偶率为
。

在高龄老年人中生活不能 自理时
,

主要是 由

子女等后辈帮助
。

表 说明
,

在
“

穿
、

吃
、

洗
、

拉 ,’方

面
,

高龄老人由子女等后辈帮助者 表 的第

类服务者 共 占 写至
,

明显高于 中龄和低龄

老人
。

其中
,

在穿衣
、

吃饭方面由儿子
、

儿媳帮助的比

例最高
,

因高龄老 人多数是 同儿子
、

媳妇在一起居

住 在洗澡和上厕所方面是由女儿
、

儿媳帮助者的 比

例最高
,

因为高龄老人中女性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

在 高 龄 老 年 人 中 女 性 占
,

男 性 仅 占
·

写 , 在洗澡
、

上厕所方面
,

子女对老年人的帮

助受到性别的限制
。

在由女儿和儿媳帮助者所 占比例中
,

是年龄

愈高其比例愈高
。

本次调查数据反映
,

由女儿和儿媳

帮助的两者所 占比例合计
,

高龄老人中明显高于 中

龄 和 低 龄 老 人
。

如 穿 衣 方 面 分 别 高
·

和

写
,

在吃饭方面分别高 和
,

在洗澡方面分别高 和
,

在上厕所方

面分别高 和
。

在做饭
、

洗衣
、

料理家务和 购物方面
,

按年龄分

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
,

主要有 以下五个特点

见表
。

年龄愈低
,

老年人生活 自我服务的比例愈高
,

由他人帮助的比例愈低
。

从表 可看出
,

在做饭方

面
,

低龄老年人 自我服务率 比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

分别高 和 在洗衣方面
,

低龄老人比

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分别高 和 在

料理家务方面
,

低龄老人 比 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分

别高 和
·

在购物方面
,

低龄老人比中

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分别高 人
。

因年

龄愈高的老年 人身体状况愈差 本次调查数据
,

老年

人 自我感觉健康者
,

低龄老人中占
,

中龄老

人占 况
,

高龄老人中仅 占
,

生理机能

愈老化
,

从事家务劳动的能力也愈减弱
。

年龄愈低由配偶帮助的比例愈高
。

表 说明
,

主要由配偶帮助所 占的比例
,

在做饭方面
,

低龄老人

中 比 中龄老 人 和 高 龄 老 人 中分 别 高 和
·

在洗衣方面
,

低龄老人中比中龄和高龄老

人中分别高 和 在料理家务方面
,

低龄老人中比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 中分别高

和
·

在购物方面
,

低龄老人中比 中龄和 高

龄老人中分别高 和
。

如前所述
,

因

老年人年龄愈高其丧偶率愈高
,

在 日常生活 中必然

由配偶帮助的比例愈低
。

表 还可看出
,

在低龄和中

龄老人的生活服务方面
,

由他人帮助的 比例
,

居第一

位的都是配偶
。

在老年人生活服务方面
,

由儿子
、

女儿
、

儿媳
、

女婿帮助所占比例
,

是年龄愈高其 比例愈高
。

由子
、

女
、

媳
、

婿帮助所 占比例合计
,

在做饭方面
,

高龄老人
中 共 占

,

比 中 龄 老 人 占 高
,

比低龄老人 占 高 在

洗衣方 面
,

高龄老人 中共 占
,

比 中龄 老人

占 高
,

比低龄老人 占

高 在 料 理家务 方 面
,

高 龄老 人 中共 占

环
,

匕中龄老人 占 高
·

,

比低

龄老人 占 高 写 在购物方面
,

高龄

老 人 中共 占
· ,

比 中龄老 人 占
·

高
·

写
,

比低龄老人 占 高
。

表

明由子女对老人生活方面的帮助与前两者 自我服

务和配偶帮助 相反
,

是年龄愈低其比例愈低
。

在

个生活服务项 目中
,

大约都是在高龄老人中占

左右
,

在中龄老人中占 左右
,

在低龄老人中只 占

左右
。

儿媳是子女等后辈中对老年人生活服务的主

要承担者
。

在做饭
、

洗衣和料理家务方面
,

由子女帮

助者
,

无论低龄
、

中龄和 高龄老人中
,

都是儿媳的 比

例最高
,

在 项服务的各年龄组 中
,

由儿媳帮助者所

占比例
,

都相当于由
“

子
、

女
、

媳
、

婿
”帮助者所 占比例

合计的 到 其次是由女儿和儿子的帮助
,

由

女婿帮助的比例最低
。

在购物方面
,

由儿子帮助的比

例最高
。

由其他亲属帮助者所占比例
,

个服务项 目

中都是年龄愈高
,

其比例也愈高
。

由社会帮助者 表 的后 类服务者
,

在

个服务项 目中都是年龄愈高其比例愈高
。

在帮助老

年 人 做饭 方 面
,

由社会 帮 助 者
,

高 龄 老 人 中 占
,

比中龄老人中 占 高 倍
,

比低

龄老人中 占 高 倍 在帮助老 人洗衣

方面
,

由社会帮助者
,

高龄老人中占
,

比 中龄
老 人 中 占 写 高 倍

,

比低龄老 人 中 占

高 倍 在帮助老年人料理家务方面
,

高

龄老人 中占
,

比中龄老人 中 占 高

倍
,

比低龄老人中 高 倍 在帮助

老人购物方面
,

高龄老人中占
,

比中龄老人

中 占 高
·

倍
,

比 低 龄 老 人 中 占

高 倍
。

说明年龄愈高的老年人在生活

服务方面对社会的需求愈大
,

随着人 口 老化速度的

加快
,

要加速发展老年服务事业
。

·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
、

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及

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

中国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从总

体上看主要有 以下特征

老年人的个人生活基本上是靠 自我服务和老

伴间相互服务
。

从表 看
,

老年人在穿衣
、

吃饭
、

洗澡

和上厕所方面
,

自我服务和 由配偶帮助者占 以

上 在做饭
、

洗衣
、

购物和其他料理家务方面
,

由自我

服务和配偶帮助者都在 以上
。

同时不少老年人

还要帮助子女们做家务
。

所以
,

从老年人的生活服务

保障方面看
,

不能说老年人增加就等于社会负担增

力口
。

老年人生活服务基本上是由家庭服务
,

主要

靠血缘和婚姻关系维持
,

社会服务的比重极少
。

本次

调查的 万个样本中
,

老年人在穿衣
、

洗澡和做饭
、

料理家务等 个方面
,

由社会帮助者 包括由养老机

构
、

居委会
、

村委会
、

志愿人员
、

朋友
、

邻居
、

保姆和其

他等照料 仅 占 左右
。

当然社会服务的内容不仅
如此

,

还有老年人的所在单位
、

社区
、

社团等为老年

人组织的教育
、

体育
、

文娱
、

医疗和旅游等活动及临

时性的生活服务
,

这些 也是老年人生活服务的重要

内容
。

尤其是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农村
,

在老年生

活服务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

并且仍有潜力

老年人的生活服务是与居住方式相联系的
。

在子女等后辈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方面
,

由儿子
、

媳

妇帮助者占主要部分 占半数以上
。

这反映了我国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同子媳居住在一起
,

相互

照应 本次调查 中
,

老年人同子
、

媳一起生活者 占非

单独生活老人的
。

其中老年人生活由子
、

媳帮助者是农村明显高于城市
,

由女
、

婿帮助者是城

市明显高于农村
。

,

老 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的性别差异很 明

显
。

由自我服务的比例
,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由配偶

帮助的 比例
,

除 了 购物 以 外
,

男性 比女性高 倍多

在由子女帮助者中
,

许多生活服务项 目
,

男性老人 由

子
、

婿帮助者较多
,

女性老人由女
、

媳帮助者较多 由

社会帮助者
,

女性中大大高于男性等等
。

年龄愈高
,

老年人生活主要靠 自我服务的比

例愈低
,

主要依靠他人帮助的比例愈高
。

高龄老人更

需要子女和社会的帮助
。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供养体系是由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 主要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 决定的
,

它

将随经济
、

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
。

老年人生活

服务保障体系发展的总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 个方

面

老年人生活 由家庭服务的比例将逐渐下降
,

由社会服务的比例将逐渐上升
,

从长期基本上 由家

庭服务的局面逐渐向由家庭服务和社会服务并重的
· ·

老年生活服务保障体系发展
。

之所以会如此变化
,

其
一

,

社会生产的现代化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家

务劳动的社会化 其二
,

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以家庭为

单位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

必然促使靠血缘关系 的以

家庭为主的老年保障体系向以社会为主的保障体系

转变 其三
,

随着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人们生育观念的

改变
,

加速了人 口 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家庭规模结构
的变化

,

以及独生子女一代人进人成年期
,

使家庭养
老功能逐渐减弱 其四

,

由干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

步
,

使人 口素质不断提高
,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会随之不断升华
,

等等
。

这些除了必然引起社会对

老年人经济供养的不断增长外
,

也必然导致社会对

老年人生活服务的不断增长
。

为了适应这一老年生活服务保障体系的发展趋

势
,

首先
,

必须提高全民对人 口 老化和老年生活服务

保障体系发展等客观规律的认识
,

自觉地履行在生

活服务方面帮助老年人这一历史责任 其次
,

要适应

这一发展形势
,

不断增加对老年事业的投资
,

有计划

地发展各项老年服务事业 第三
,

要动员
、

支持各个
社区

、

各个单位
,

各种社团组织
,

主动关心帮助老年

人
,

逐渐开办
、

增加老年服务项 目
,

提高服务质量
。

在由子女等后辈对老年人生活的服务方面
,

由子
、

媳服务的 比重将逐渐下降
,

由女
、

婿服务的 比

重将逐渐提高
,

逐渐从以子
、

媳服务为主向 以子
、

媳
和女

、

婿服务并重的老年人生活服务保障体系发展
。

中国几千年来主要都是父母跟子
、

媳一起 居住
,

靠

子
、

媳赡养
、

照料晚年生活 青年人婚后不 同女方父

母一起生活
,

不承担赡养和在 日常生活中帮助女方

老年人的义务
。

这种现象也是男尊女卑的陋习长期

不得根除的因素之一
。

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 已开始

转变
,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

女到

男家和男到女家以及儿女都有在经济上赡养
,

在生

活上照料和在精神上慰藉父母的义务已逐渐成为人

们的共识
。

所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文化素

质的提高
,

女儿
、

女婿赡养和照料老年人的 比例将逐

渐增长
,

最后 出现儿
、

媳和女
、

婿帮助老年人生活并

重的局面
。

不容忽视
,

我国尊老
、

爱老
、

养老的优良传统在

一些人中有些淡化的倾向
,

甚至 出现了一些虐待老

年人的现象
。

所以
,

当前首先是要加大尊老
、

爱老
、

养

老宣 传的力度
,

帮助人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到这

是人类 自身再生产的需要
,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

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表现
。

在当

前我国强调计划生育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的情况下
,

尤其要宣传和鼓励女儿
、

女婿养老的意

义
。

另一方面要加强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

从法律上

规定子女等后辈不仅在经济上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

也有在生活上照料
、

帮助老年人的责任
,

使子
、

媳和

女
、

婿赡养和照料老年人
,

不仅有道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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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再者
,

从产业结构调整 中一要克服
“

瓶

颈
”
产业的制约

,

二要实现产业结构整体水

平的升级

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进 一

步健全 以间接 调控为 主 的宏观经济调控体

系
,

充分利用市场和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

改革开放前高度统 一集中的中央计

划管理体制
,

虽然保证了我国地区经济平衡

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

但没有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
,

没有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的效率
·

付出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的代价
。

改

革开放后
,

随着
一

市场机 制的引入
,

资源配置受

到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调控
,

而以放权让利

为特征的改
一

乍开放虽然强化了地方政府调控

经济的能力
,

但却弱化了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

能力 这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发

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

但另一方面中央调控能

力下降而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未能健全
,

使得

中央对产业结构调整力不从心
,

导致地区市场

封锁
、

产业结构趋同
。

这一切促使我们在 年

代必须对此作出更深刻的思考
。

中央与地方
“

最佳体制
”

的形成仍

继续按分权原则进行改革
,

一方面让地方政

府在地区性事务中拥 育更多的 自主权 另一

方面
,

中央政府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财力
,

把

握对金融总量的宏观调控
,

制定市场运行规

则
,

从而最终建立和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

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叨 年代
,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加速

转轨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必然要

使得市场机制成为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

支撑点
,

市场在地区间资源配置和推进地区

不平衡发展 战略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

用
。

但必须清楚地看到
,

市场机制也会出现

失效
,

因此单纯凭借市场力量也难以实现优

化地区经济结构的重担
。

所以
,

年代我国

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推进
,

要充分利

用市场和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

促进我国

地区间统一市场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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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服务保障的主体
。

随着社会经济和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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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

老年人在个人生活和家务劳动方面的 自我服

务能力及兴趣 也会不断提高
。

因此
,

老年人在个人生

活方面 自我服务所 占比重会有所提高
,

至 少 会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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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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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力 的

投人及具体实施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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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予实际的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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