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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龄化社会是当今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城市除了要满足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

要，更要满足老人们参与政治、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尊严、获得家庭归属感和临终关怀等多层次

的精神需求。城市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中充分关爱老人，优先发

展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营造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全社会办养老的良好氛围。在城市转型发展建

设大数据、大健康和大旅游产业同时，适时建设好大养老产业，满足城市社会老龄化需求。本课

题正是六盘水市“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六盘水市开展的一项基础研究，通过大范围社会调查，

了解和掌握城市养老所面临的问题，梳理出未来城市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为城市建设完善的现

代养老体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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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

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

增长的动态。人口老龄化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老

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

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

龄化社会。 

根据 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

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时，则意味

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 年维也纳老龄

问题世界大会，确定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超过 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1]
。 

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我国在 2000年就进入老龄化国家，2000年全国

年末总人口 126743 万人，65 岁以上老人 8821，比

重 7.0%，到 2013 年全国年末总人口 136072 万人，

总人口年均增速为 5.66‰，65 岁以上老人 13161，

比重 9.7%，65 岁以上老人比重年均增速为 37.85‰，

老龄化增速非常快，中国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过美国、

德国及世界平均老龄化增速水平，预计 2025年中国

达到深度老龄化阶段 14%，2035 年中国达到超级老

龄化 20%阶段
[2]
。 

二、贵州人口的老龄化 

由于贵州省长期执行稳定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

政策、全省经济欠发达和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1998

年以来的多年高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较轻（14

岁以下人口比例高于全国）等多种人口增长惯性，

将使贵州的人口变化滞后于全国人口变化步伐。全

国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表明，贵州省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2010 年贵州省 65 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

8.57%，同比 2010 年全国 65 岁以上老人平均水平

8.9%，要滞后 0.33 个百分点，按中国 65 岁以上老

人年末比重年均增加 0.19%计算，贵州省老龄化进程

要滞后全国老龄化增速平均水平 2 年左右
[3]
。 

三、六盘水市人口的老龄化 

截止 2014 年年末六盘水市 60 岁以上老人总数

为 37.46 万人，比重为 13.71%，65 岁以上老人总数

为 25.83 万人，比重为 9.46%，六盘水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阶段，且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
[4]
。 

四、六盘水市社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调查方案 

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走访取样，抽取市区、

水城、盘县、六枝等地市民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要

调查的对象和问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在以上地

区的单位、街道区段和生活小区进行方放并进行了

回收，以此为基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一）工作时间 

问卷调查 2015年 1月 1日至 31日，总计 31天；

数据整理 2015年 2月 1日至 2月 28日，共计 28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93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00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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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内容 

1.街头问卷调查、当日数据处理分析； 

2.单位走访问卷调查、当日数据处理分析； 

3.调查文字整理、输入和处理； 

4.课题研究相关工作。 

（三）调查范围 

全市各行业人群，各年龄阶段人群（以中年以

上为主），各阶层人群。 

（四）调查地点 

1.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含水城县和钟山区）； 

2.盘县城区； 

3.六枝城区。 

五、六盘水市社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调查理性

分析 

本社会调查总共发放了 1500 份的调查问卷，回

收了 1483 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收率 98.7%，课题

组对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一）受访者社会调查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受访者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衡，受访男性占总人

数的 54%，受访女性占总人数的 46%。受访者年龄结

构为 30-59岁的占 65%，60岁以上的占 15%,65岁的

占 10%。受访者文化程度分布中学文化的人群占受访

者数的 43%，小学和大专文化的占受访者数的 21%和

20%。大学本科文化的占受访者数的 14%，大学本科

以上文化占受访者数的 2%，受访者中未接受专科以

上教育人数比重达到 64%。其中 74%的受访者和子女

一起居住，26%的受访者没有和子女一起居住。受访

者职业分布生产、运输企业职工和有关人员占受访

者数的 3%，商业人员占受访者数的 8%，学生占受访

者数的 2%，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受访者数的 9%，党

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受访者数的 4%，党政企事业

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占受访者数的 20%，服务业人员占

受访者数的 17%，私企业主占受访者数的 4%，离、

退休人员占受访者数的 11%，其他职业人员占受访者

数的 20%。受访者家庭月收入最多的是 2000到 4000

元之间比例占 31%，其次是 4000到 8000元之间比例

占 25%，大多数受访者的收入还是处于偏低的水平，

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 

（二）社会老龄化问题分析 

1.家庭结构构成分析 

由于长期执行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六盘水市家庭结构具有明显的“1+2+2”特征，即家

庭同时赡养两名老人和抚养一名子女。家庭用于赡

养老人的经济支出，大部分家庭每个月用于老人支

出只有 1000 元以下，用于未成年人的开销是 1000

到 2000 元，那么受访者家庭总的抚养开销应该集中

在 2000-3000元为主，经济压力较大。

 

图 1 家庭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统计分析 

2.老人经济支出统计分析 

六盘水市老人日常经济支出主要为医疗占比

34%、购物占比 19%和人情往来占比 13%，部分老人

开始接受保险占比 8%、旅游占比 7%、健身占比 6%

和文化娱乐 5%占比观念，逐步丰富老年生活。 

3.老人日常行为活动统计分析 

老人在本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广场类开阔场所

和公园等绿地场所，老人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是健走

和广场舞。

家庭赡养老人人数分布图 家庭拥有子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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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人日常行为活动统计分析图 

4.老人金融理财行为统计分析 

六盘水市养老金融业产品十分单一，老人们选

择的金融理财类型是储蓄类占比 59%和保险类占比

23%，二者总占比竟达到 82%。房地产类金融产品类

占比位列第三为 6%，其他类型的老人金融产品则非

常少，养老金融业还有提供更多服务和产品的空间。 

（三）养老产业构成分析 

六盘水市老年人日常消费品主要为日用品占比

33%、老年服饰占比 22%、老年医药品占比 21%，与

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关的文化用品占比 5%、保健产品

占比 3%、护理用品占比 4%、康复器械占比 2%等消费

量较低。 

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往往购买的社会服务如家政

等日常服务占比 42%，其次是医疗服务占比 13%和健

康服务占比 10%和兴趣爱好服务占比 10%等。长期照

护占比 4%、临终关怀占比 2%、老年安保占比 1%、康

复护理占比 1%和法律服务占比 2%等服务消费量较低。 

受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六盘水市老年

人选择的养老模式以居家养老为主，其次为社区养

老设施、农村养老设施和民政部门养老结构，老人

们更信任和更乐意选择政府事业性质的养老机构。

 
图 3 养老模式结构统计分析 

 

六、结论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课题组社会调查几乎覆

盖整过六盘水市城市地区(盘县、六枝、水城和钟

山)，随机发放 1500 份社会调查问卷，调研组通过

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一）六盘水市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截止 2014 年年末六盘水市 60 岁以上老人总数

为 37.46 万人，比重为 13.71%，65 岁以上老人总数

为 25.83 万人，比重为 9.46%，六盘水老龄化程度将

进一步加重,未来几年社会老龄化的比例将会有所

增长。受访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数是家庭属

于独生子女家庭，“2-2-1”和“4-2-1”问题的突显。

多数受访市民是和子女一起居住，居家养老模式是

六盘水市养老问题主要表现形式。 

老人最喜欢去的场所 老人最喜欢的运动 

老人养老选择的房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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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总抚养成本负担较重 

六盘水市的家庭月收入都集中在 4000元左右，

大多数市民的收入处于偏低的水平，生活压力比较

大。有超过半数的家庭还赡养着两位以上的老人，

再加上抚养子女费用，家庭总抚养成本几乎耗尽家

庭总收入，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三）六盘水市养老事业将是以居家养老为主，社

会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 

六盘水市是三线时期建设的重工业城市，当时

的建设者现如今大多退休，由于传统观念和生活方

式的限制，老年人大多都会选择居家养老，家庭养

老的主要开销也是医疗，大力发展医疗事业是老人

们的最大心愿。部分老人接受社会化养老，他们购

买的社会养老服务主要集中在日常照料、医疗、健

康、保险、文化娱乐等，银发老人们渴望着养老生

活能够健康和多姿多彩。 

（四）六盘水市急需研究和探索出适合新时期的综

合养老体系 

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加上传统观念和生

活方式的限制，六盘水市养老体系长期以居家养老

为主，这极不适应当前新时期的社会养老形式发展

需要。现今的居家养老模式存在家庭负担沉重、养

老服务单一、服务不到位、服务不专业、无法满足

老人更高层面和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等诟病。 

老龄化社会是当今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社会问

题，城市除了要满足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更要

满足老人们参与政治、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尊严、

获得家庭归属感和临终关怀等多层次的精神需求。

城市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中充分关爱老人，优先发展养老服务设施和

机构，营造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全社会办养老的良

好氛围。建议加大城市综合养老体系探索，积极引

入多种金融支持、多种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和国内为

成功养老模式，逐步扩大和扩宽最后建成多种经济

成分、多层面、全范围的现代城市综合养老体系。

在城市转型发展建设大数据、大健康和大旅游产业

同时，适时建设好大养老产业，满足城市社会老龄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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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ging urban social problemsinvestigation to rational analysis 

forLiupanshui city 

XIAO Bo, CHEN Juan, FAN Xian-kun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553001,China） 

Abstract:The aging society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meet the seniors' daily needs, but 

also to meet the senio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value and dignity, get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hospice and other multi-level spiritual needs. The city should be，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reconstruction，fully care for the elderly,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stitutions, to create a variety of economic sectors to participate 

the social endowment good atmospher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big health and large tourism industry, while building a good pension indus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social 

aging. This topic is started in the begining of the "13th Five-Year" of Liupanshui ,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city aging problems,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ity pensio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o provide advi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perfect old-age body. 

Key words:Aging; Liupanshui city; pension system; health sports pension industry; social investig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