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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我国城市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及其增龄变化。方法 　以《中脉老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问卷 》为依据 ,对七个城市

2 225位 60～99岁老年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大多数老年人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偏低 ,但能保持较好的心情 ,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较高 ;随着年龄的增高 ,参加活动的人数减少 ,孤独寂寞的人数增加 ,家庭精神生活满意度降低 ,人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下降 ,但更多的高龄老

年人仍能保持平静满足的心态。结论　大多数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偏低 ,但心理状况较好 ;随着年龄的增高 ,更多人的心情趋于平静满足 ,少数老

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需要社会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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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群 (特别是正在增多的高龄老年人群 )的生活、心理

及需求状况是关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有

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及健康长寿等情况的调查研究较

多〔1～4〕,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增龄变化的报道尚少。

作者曾对北京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状况进行过

研究〔5～7〕,但因地区或样本的局限 ,不能反映我国城市老年人

当前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及其增龄变化。本文以国内七个大中

城市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 ,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心理状况

及其增龄变化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200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和西

安七个城市分层随机抽样入户调查共 2 225位老年人 (男 1 026

人 ,女 1 199人 ) ,划分为低 (60～69岁 960人 )、中 (70～79岁 1

018人 )、高 (80～99岁 247人 )三个年龄组。

112　方法 　调查材料为中脉科技集团和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

司设计的《中脉老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问卷 》,包括三项综合指

标 (总体生活满意度、心情和主观幸福感 )和 19项分项指标 (9

项宏观指标和 10项微观指标 ) ,其部分指标由多个题目组成 ,

共 92道题 ;经转换后 ,各项指标的满分均为 5分 ,且为正向计

分。在上述七个城市分层随机抽取区、居委会、住户 ,由经过培

训的访问员入户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主要采用卡方分析

或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1　社会经济状况 　绝大多数老年人仅有小学 (5013% )或中

学 (4216% )程度 ,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仅占 711%。大

多数老年人的月收入在 500元以下 (2715% )或 500～1 000元

(4918% ) ,月收入在 1 000元以上的老年人占 2217%。从低龄

组到高龄组 ,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均呈降低的趋势 (表 1) ( P <

01001)。这些数据表明 ,相对于大中城市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来

说 ,大多数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差 ;并且高龄老年人

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差。

表 1　三个年龄组老人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 ( %)

年龄组
教育程度

小学　中学　大学
经济收入

500元以下　500～1000元　1000元以上

低 3411 5617 912 2313 5016 2611

中 6012 3317 611 2817 5015 2018

高 7310 2412 219 3912 4318 1711

212　总体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 　三项综合指标评价表明 ,

大多数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 ”或“较满意 ”

(7615% ) ,感觉“幸福 ”或“较幸福 ”(7813% ) ,三个年龄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近一半老年人 (4917% )的心情表现为平静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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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老年人抱有积极乐观 (2118% )或愉快浪漫 ( 619% )等

正面心情 ;但部分老年人 ( 1813% )反映出孤独寂寞等负面心

情。从低龄组到高龄组 ,心情为平静满足的比例增加 ,而心情

为积极乐观或愉快浪漫的比例减少 ;高龄组有孤独寂寞等负面

心情的比例高于中、低龄组 ( P < 0105) (表 2)。

表 2　三个年龄组老人对最近心情的评价 ( %)

年龄组 平静满足 积极乐观 愉快浪漫 孤独寂寞等 其他

低 4615 2414 810 1813 218

中 5212 2012 616 1714 316

高 5510 1512 211 2310 417

　　老年人 19项分项指标的得分 ,除 3项指标的平均分接近 3

(评价“一般 ”)以外 , 16项指标的评分均较高 (表 3)。从低龄

组到高龄组 , 8项指标 (对国家经济状态的评价、社会安全感、

改革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政府管理信心度、整体社会风气、个人

经济状况评价、社会保障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 )的评分呈上

升趋势 , 4项指标 (现代化对生活的影响、人际关系满意度、自

我认知、消费信心度 )呈下降趋势 ,其他 7项指标无明显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经济状况对这些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不

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的老年群体随增龄均表现出上述类似

的特点。

表 3　老年人各项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的评分 ( x ±s)

宏观指标 评分 微观指标 评分

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感受 3184 ±0164 生活便利性评价 3195 ±0155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感受 3171 ±0173 家庭生活满意度 3165 ±0164

政府管理信心度 3158 ±0160 健康满意度 3158 ±0172

物价变化承受力 3145 ±0194 休闲娱乐生活满意度 3148 ±0194

现代化对生活的影响 3126 ±0192 人际关系满意度 3145 ±0168

改革对个人收益的影响 3110 ±0184 居住环境满意度 3145 ±0177

整体社会风气评价 3102 ±0147 社会保障满意度 3140 ±0190

社会安全感 2192 ±1109 个人经济状况评价 3131 ±0191

流动人口对生活的影响 2189 ±1101 消费信心度 3107 ±0159

自我认知 2176 ±0166

　　以上结果说明 :大多数老年人的总体心理状况良好 ,对宏

观和微观各方面指标的满意度或评价也较好 ;随着年龄的增

高 ,这种良好的心态从总体上看呈上升的趋势 ,更多老年人的

心情趋于平静满足 ,但积极愉快的人数减少 ,孤独寂寞的人数

有所增加。

213　身体健康和日常活动 　对于最近一年来的身体健康状

况 ,老年人中 6113%自评“好 ”或“较好 ”, 1818%自评“一般 ”,

1919%自评“差 ”或“较差 ”。低、中、高年龄组自评身体健康状

况“好 ”或“较好 ”的比例逐渐降低 ,分别为 6415%、5913%、

5714% ,自评“差 ”或“较差 ”的比例逐渐增高 ,分别为 1713%、

2110%、2510% ( P < 0105)。老年人最主要的日常活动以家务

劳动或照看孩子最多 ( 2812% ) , 其次是锻炼身体或散步

(2113% )、看电视或听广播 (2012% )、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读书

学习或聊天 (1811% )、闲坐 (1011% )等。低龄组超过三分之一

的老年人最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家务劳动 ,其比例随增龄而降低

(表 4) ;同时 ,从低龄组到高龄组 ,认为由此带来的体力付出对

健康的压力也逐渐降低 (分别为 1816%、1612%、1317% )。中

龄组在选择家务劳动比例有所降低的同时 ,有更多的老年人参

与到锻炼身体的活动中去。值得注意的是 ,超过半数高龄组老

人 (5310% )的日常活动均以看电视、听广播或闲坐为主 ,而参

与身体锻炼或娱乐聊天等活动所占的比例很低。上述结果表

明 :多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但随着年龄的增高 ,身体

健康方面的问题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 ,低龄组老人在家务劳动

方面有更多的压力 ,而高龄组老人虽然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压力

已大大减轻 ,但参加锻炼身体或娱乐学习的比例也有所降低 ,

与之相反 ,超过半数的高龄组老人以看电视、听广播或闲坐为

主 ,与孤独寂寞的心情相对应。

表 4　三个年龄组老人最主要的日常活动 ( %)

年龄组 家务劳动 锻炼身体 娱乐学习 电视广播 闲坐 其他

低 3416 1717 2018 1912 514 213

中 2518 2610 1613 1910 1112 117

高 1310 1612 1510 2911 2319 218

214　家庭生活满意度 　家庭生活满意度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

方面。总体看来 ,多数老年人对家庭的物质生活感到比较满

意 ,物质生活满意度评分随增龄呈升高的趋势 ,其评分低、中、

高年龄组分别为 (3142 ±0199)、( 3158 ±0195)、( 3161 ±0196)

( P < 01001)。多数老年人对家庭的精神生活也较满意 ,但精神

生活满意度评分随增龄呈降低的趋势 ,其评分低、中、高年龄组

分别为 ( 3182 ±0157 )、( 3178 ±0159 )、( 3169 ±0164 ) ( P <

01001)。具体来看 ,大多数老年人 (8518% )对自己与家人的关

系感到满意 ,低、中、高年龄组分别为 8715%、8511%、8211% ;

超过半数的老年人 (5215% )最近一个月来与家人之间的交流

频繁 ,低、中、高年龄组分别为 5517%、5019%、4711% ;多数老

年人 (7418% )感觉自己和晚辈沟通时没有困难 ,低、中、高年龄

组分别为 7810%、7413%、6510% ; 但只有小部分老年人

(3617% )感觉晚辈在决定一件事情时会征求自己的意见 ,低、

中、高年龄组分别为 4318%、3217%、2419% ;小部分老年人

(3614% )感觉在通常情况下子女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三

个年龄组分别为 4116%、3317%、2710%。以上五个方面的满

意度或评价情况均随增龄而显著降低。此外 ,大多数老年人

(8713% )对晚辈的孝顺程度表示满意 ,三个年龄组的差异不显

著。上述结果显示 ,大多数老年人对家庭生活感到比较满意 ,

随着年龄的增高 ,老年人对家庭物质生活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

而对家庭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却不断降低 ;同时 ,当代老年人 (特

别是高龄老年人 )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角色弱化 ,表现为子女较

少征求和接受老人的意见和建议等。

215　人际交往和自我认知 　关于人际交往 ,从四个维度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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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情况的评价如下 : 5515%的老年人觉得自己的朋友很多 ,

3118%的老年人经常能交到新朋友 , 4717%的老年人有特别知

心的朋友 , 4813%的老年人遇到事情总有朋友帮助 ;上述指标

均是低龄组的情况较好 ,高龄组的情况较差 (表 5)。然而 ,大

多数 (8619% )的老年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感到“满意 ”或

“较满意 ”,低、中、高年龄组的差异不显著。关于自我认知 ,对

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由低到高 10级的自我评

分 ,低、中、高年龄组分别为 ( 5102 ±1168 )、( 4168 ±1169 )、

(4126 ±1166) ( P < 01001)。对于所属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 ,

分别为中上阶层 ( 1313% )、中等阶层 ( 4614% )、中下阶层

(2810% )和最低阶层 (1212% ) ,从低龄组到高龄组有降低的趋

势 (差异接近显著 ) ,与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的随龄降低相对

应。大多数老年人 (8511% )感觉周围人对自己“尊重 ”或“较

尊重 ”,低、中、高年龄组分别为 8412%、8513%、8810% ,受尊重

感随龄增加的差异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 ,大多数老年人对自

己的人际关系状况感到比较满意 ,随着年龄的增高 ,人际关系

的广度和深度有降低的趋势。从低龄组到高龄组 ,老年人的自

我评价和所属社会阶层的认定都有降低的趋势 ,但这也似乎并

不妨碍他们个体尊严感的保持。

表 5　三个年龄组老人对朋友情况的评价 ( %)

年龄组 朋友很多 交新朋友 知心朋友 朋友相助

低 6110 3519 5313 5218

中 5310 3010 4417 4616

高 4410 2217 3813 3717

3　讨 　论

　　《中脉老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问卷 》除了总体生活满意度、

心情和主观幸福感三项综合指标外 ,当前生活满意度包括 9项

宏观指标和 10项微观指标 ,问卷的涵盖面广 ,所调查的内容丰

富。在七个大中城市分层随机取样 ,得到的数据可靠 ,有一定

的代表性。因此 ,本文分析的结果大致反映我国城市老年人当

前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及其增龄变化 ,可为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

的资料。

　　调查结果显示 ,当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生活和心理状况的主

要特点是 ,大多数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偏低 ,但他们的总体

生活满意度较高、心情较好、主观幸福感较高。这说明虽然大

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偏低 ,但他们仍能保持知足常乐的健康

心态。究其原因 ,可能与他们的人生阅历和对生活的态度有

关。当代的老年人都是在 1945年之前出生的 ,他们经历了多

年的战争苦难、自然灾害及政治运动的磨难 ,直到改革开放以

后 ,才过上安定、自由的日子 ,由于他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参照点

低 ,其期望值不高 ,因此 ,对于物质生活没有过高奢望 ,非常珍

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的夕阳时光 ,并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发

展、社会改革持乐观和支持的态度。当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生

活和心理状况较好 ,这无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

面对我国当前养老医疗保障、社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社区服

务及社会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 ,而大多数老

年人仍保持平静满足、积极乐观的心情 ,反映出当代老年人所

具有的优良素质。

　　调查结果还显示 ,虽然高龄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差 ,

但更多人的心情趋于平静满足。这一结论在多项宏观和微观

指标中得到了一致性的验证 ,是老年人心理状况增龄变化的主

要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高 ,老年人对家庭物质生活的满意度提

高 ;虽然人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有降低的趋势 ,但满意度却没

有变化 ;自我评价有降低的趋势 ,但并不妨碍个体尊严感的保

持。这一结论与有关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 ,李娟报道北京城区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尚好 ,其“性格 ”的评分随增龄而显著上

升〔5〕。金辉等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 SCL290)对上海市老年人的

调查结果显示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 70岁组在“敌对 ”

因子上的评分显著好于 60岁组〔8〕。研究结果还提示 ,保持平

静满足有利于健康长寿。这说明提高心理素养 ,保持良好心

态 ,是提高生命质量和健康长寿的关键因素。

　　在研究中还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 ,低龄老人在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家务劳动等方面付出的经济和体力的压

力较大 ,应提醒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 ,家庭绝不是自己

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场所 ,要参与社会 ;也应提醒子女们要更

多的关心父母。其二 ,高龄老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显得孤独寂

寞 ,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角色弱化 ,人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差 ,而

且独居老人的比例增加。因此 ,对于高龄老人 (尤其是独居高

龄老人 )的生活照料和心理健康问题 ,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更

多的关心和照料。呼吁全社会 ,为家庭和睦、代际和顺、社会和

谐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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