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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全国人口

共 １４１１７８亿人，其中 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占
１８７％，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１３５％。北京市人
口为 ２１８９３０９５人，其中 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占
１９６３％，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 １３３％。老龄化
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

筹谋划、系统施策。

作为老年人群，特别是在首都城区生活的

老年人群，除了需要有稳定的物质保障外，还

需要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是

首都城区老年人基本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如

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提高老年人晚年的

幸福指数已经成为２１世纪 “精神养老”的深层

次挑战。本次的调查重点关注了老年人群体精

神生活问题的重要性。

一、社区老年人精神养老现状调查

本研究主要针对北京海淀中关村街道社区老

年人的精神养老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对中关村街

道东里南和东里北两个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及

对社区随机采访的２５１位老人进行问卷调查，整
理分析得出北京海淀老人精神养老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对于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重点研究老

年人的娱乐生活与兴趣爱好等精神层面的需求问

题，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参与本次调查的２５１位老年人中，６０至６９
岁老年人占４３％，７０至７９岁占３９％，８０岁以
上占１７９％。男性占 ４３８％，女性占 ５６２％，
其中８０岁以上男性１５人，女性３０人。

（一）社区老年人多数与子女或配偶同住

通过调查了解，家中有两个子女的老人占

４２２％，有３个子女及以上的占３２３％，两者
之和占被调查者总数的７４５％，家中无子女的
老人占 ３２％。其中，一人独居的老人占
１８３％，与配偶同居的占３７１％，与子女同住
的占４１４％。通过数据交叉分析，与子女居住
的老年人幸福感较高，与配偶同居其次，独自

一人居住幸福感最低。由此可知，老年人在家

庭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可能面临更多困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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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老人子女和社区需要对这部分老年人给予

更多的关心、照顾和服务，尤其避免老人一人

在家发生危险无人帮助。

（二）家庭满意度高但精神上仍感孤独

如图１所示，被调查者中家庭非常和睦的
占３７５％，家庭成员关系尚可占３９８％，关系
紧张占 ２０７％，非常不满意占 ２％。前两者相
加占７７３％，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家庭关系
的评价较为满意；后两者相加占２２７％，说明
有两成多老年人对目前家庭状况满意度不高。

图１　对家庭状况的满意度评价

被调查的老年人中，偶尔感到孤独的占

３９％，经常感到孤独的占２７１％，一直都很寂
寞的占 ６４％，前三者相加共占 ７２５％；而从
不感到寂寞的占２７５％，不足三成。这说明绝
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

通过调查了解，有三成的老年人从不参加

任何活动，这些老年人多为高知识分子，退休

前工作非常稳定且均处于较高层次，退休后感

到自我价值缺失，心理落差较大，无法很好地

完成身份的转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更加注

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发挥余热，再次

体会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感和被认同感。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与配偶同居的老人，

最不会感觉到寂寞；而与子女同居的老年人感

到孤独的人数最多，超过了独居老人。这里的

“孤独感”是衡量幸福感的其中一个指标。该指

标说明子女对老年人的陪伴和关注，还不能完

全达到让老人感到幸福和美满的程度。这与子

女早出晚归勤于工作、忙于生计有很大关系，

即缺乏与老人的沟通交流，使老人们在生活中

感到寂寞孤独，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精神养老

投入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人际关系的评价方面，可以看出：认为

自己人际关系融洽、心情愉悦的老人占４９４％，
人际关系正常、感觉一般的老人占４３％，人际
关系紧张、感觉糟糕的老人占７６％ （见图２）。
通过进一步调查了解，人际关系紧张的老人往

往不愿与人交流，不愿与人交友，这一群体需

要更多的关心和重视，必要时需要人际关系的

调节和心理的疏导。

图２　对自身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评价

通过调查发现，遇事从不向任何人倾诉的

老人占２３５％，只向关系极为密切的朋友倾诉
的占 ２９５％，朋友主动询问才会告知的占
２１５％，主动向周围人诉说自己的烦恼，以获
得支持和理解的老人占２５５％。选项分布较为
均衡，说明每个老年人的性格不同，接触的人

和事不同，在处理烦恼的时候方式方法也不尽

相同。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喜欢倾诉或愿意把

烦恼倾诉的人，整体幸福指数高于不愿意倾诉

的老年人，且这些人往往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超过两成的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通过调查了解，社会有保障、非常有安全

感的老年人占３１１％，有一定社会保障、有一
定安全感的老年人占４５８％，社会保障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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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不强的老年人占１６３％，没有社会保障、
没有安全感的老年人占６８％。前两者相加共占
７６９％，说明目前社会保障对于绝大多数老人
比较到位。但不可忽视，仍有２３１％的老年人
认为社会保障状况不佳，安全感不强。

另外，超过８８％的老年人能享受较为优越
的或正常的医疗条件，少部分老年人则感到负

担医药费用很吃力。超半数老年人认为目前医

疗费用较高，有一定压力。这与老年人身体状

况趋于弱势、需要更多的医疗支出分不开。提

高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幸福指数在本研究中是指老年人根据自己

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自身的生活状态做出

的满意度评价，包括晚年生活的满足感、心态

情绪的快乐感和人际关系的价值感。

（一）社区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指数较高

如图所示，近八成老年人为自己的幸福感打

分超过９０分，这充分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度
较高。通过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幸福指数在９０
分以上的老年人均有两个或三个以上子女，说明

我国传统的儿孙满堂的家庭观和天伦之乐的晚年

生活，为老年人带来了足够的幸福感。

图３　老年人为幸福感打分结果

（二）影响老年人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１自身因素
调研发现，年龄越小的老年人对家庭状况

的满意度越高，身体健康的老人整体幸福指数

高于身体不健康的老人。且在影响幸福指数的

１０种因素中，选丰厚的收入的仅占 ３７％，最
低；选建立健康的心理和丰富的业余生活分别

占１５２％和１５％，排名最前，还有１０９％的老
年人选择个人发展前景 （详见表１）。这说明，
在老年人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中，构成他们精神

幸福感的因素不是工资收入，即不是物质方面

的因素，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大多

数情况下的不幸福是精神上或心理上的不满足

和不快乐造成的。

表
!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

响应

Ｎ 百分比

个案

建立健康的心理 ２３７ １５２％ ９４４％

丰富的业余生活 ２３４ １５０％ ９３２％

稳定的社会局势、

舒适的居住环境
２０６ １３２％ ８２１％

家庭的和睦 １７５ １１２％ ６９７％

个人发展前景 １６９ １０９％ ６７３％

足够的休闲时间 １４８ ９５％ ５９０％

能实现自我价值 １３３ ８５％ ５３０％

融洽的人际关系 １０９ ７０％ ４３４％

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
８８ ５７％ ３５１％

丰厚的收入 ５７ ３７％ ２２７％

总计 １５５６ １０００％ ６１９９％

城区老年人生活水平、物质基础等经济方

面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更加强烈

和明显。对于老年人而言，充实的精神生活，

远比富裕的物质生活更加重要。由此可见，老

年人自身因素对于老年人精神养老和幸福指数

方面的影响最大。因此，让老年人树立积极的

晚年生活态度，从而重新激发对夕阳生活的热

情是重点。

２家庭因素
调研发现，与配偶同居的老人最不会感觉

到寂寞，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感到孤独的人数

反倒很多。且在影响幸福指数的１０种因素中，
选舒适的居住环境的占１３２％，选家庭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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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１２％，这两个指数也排名靠前。通过进一
步调查发现，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关注点不同。

女性更看重家庭和睦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较

少关注这些方面。

此外，失独老人、独居老人、有儿女陪伴

的老人等几类人群的幸福指数有所差别。失独

老人的幸福感不高是因为失去子女内心失落，

老人感到 “老无所养”“老无所依”，做事热情

不高，希望感不强；独居老人平时没有儿女身

边照顾，一切事务靠自己，会有 “没人管”的

心理暗示，参与活动热情只比失独老人略高；

有儿女在身边陪伴的老人身心状态相比前两种

情况稍好，会用较为积极的心态和状态去面对

自己的晚年生活。

３社区因素
通过调查了解，老年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

历，丰富的业余时间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他们

普遍喜欢参与志愿公益性活动，喜欢参加社区

组织的集体活动，表现出积极阳光的精神状态。

这与老年人在影响幸福指数的 １０种因素中，
选丰富的业余生活 （１５％）和实现自我价值
（８５％）的选项一致。这说明老年人认为实现
自我价值会带来幸福感。

走访中，许多老人提到他们通过做志愿服

务，再次体会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被认同。社

区是城市老年人的聚居地，是他们主要的活动

场所，人们以 “老年”状态生存的时间长达３０
年甚至更久，精神养老需要从社区服务中得到

满足。

４社会因素
在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中，选稳定的社会

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的老年人占１３２％，排
名靠前，这一指数是衡量老年人社会安全感的

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老年人认为自己的

社会安全感有一定保障，满意自己居住的环境。

政府在为老年人办实事方面，提供了较好的硬

件设施，也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北京各类

养老服务硬件设施已具备较高水平。

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相对

富裕，广大老年人日常的基本生活普遍有保障，

“老有所养”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但选择建立

健康的心理 （１５２％）和个人发展前景 （１０９％）
两个选项的老年人也为数不少，说明在心灵关

爱层面需要提供的养老服务，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

综上所述，建立健康的心理 （１５２％），丰
富的业余生活 （１５％），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
的居住环境 （１３２％），个人发展前景 （１０９％）
及实现自我价值 （８５％）等，这些因素是老年
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美好期望。

三、提高老年人精神养老的建议

综合考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丧偶情况、

居住情况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各种因素，从不同

层面提高城市老年人精神养老水平至关重要。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整

合资源，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家庭的温

暖和社区的照顾。

（一）发掘自身潜力，提高幸福指数

老年人自身在精神养老方面，应该努力塑

造阳光心态、建立养老精神支柱、应对晚年实

际问题。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心理健康则

是财富中的财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心理养

生是２１世纪的健康主题”，保持心理健康也是
顺应时代的需要。事物本身并不会影响人，人

们面对事物的看法才会真正影响人。认为 “老

而无用”的老年人，往往对晚年持消极悲观态

度，而认为 “老有作为”的老年人，则更容易

健康长寿。

我国已经拥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教育

机构近６万所，在校老年学习者７００万名左右，
还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

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闲人无乐趣、忙人不

孤独”，老年人要主动求知寻爱好，多参加集

体、户外活动，适当追求时代新潮流，学会控

制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做到知

足常乐。老年人要花点时间学会某种技艺，培

养发展自己的兴趣，供自己后半生享用，要热

爱生活、享受生活，可以走出家门，扎堆唠嗑；

或走进人群，主动寻乐；还可迈进校园、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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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

“童年不能过顺境，影响成长；中年不能过

闲境，浪费生命；老年不能过逆境，加速衰

亡。”老年人面对疾病煎熬、亲人去世、能力衰

退、家庭不睦等各种难题，顽强的意志就是最

重要的精神支柱。老年人要有一颗 “力所能及

则尽力，力不能及由它去”的平常心，对待人

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学会及时宣泄、减缓压

力，当承受较大压力时，要找自己信得过且心

态较好的人，及时倾诉寻求帮助。老交情可以

做悲伤的安慰剂，压抑的宣泄口，重大事情的

商议者，老年人有几个交情深的朋友，有利于

延年益寿。

（二）发挥亲情作用，关心老年心理

伪劣保健品坑害老年人的事件屡有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营销手段有多高明，而

是 “感情牌”打动了一些老年人的内心。由于

老年人群体面广量大、具体情况又十分复杂，

加之个性化差异，精神养老从实操角度而言，

老年人的子女家人是责无旁贷的 “主力军”。

“常回家看看”，多陪伴老年人聊聊天、谈谈心、

话家常，就像小时候父母、长辈们关怀孩子们

一样。

养老主要是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两部分。

老年人对家庭和自己长期生活的环境有着深深

的眷恋和依赖，家人及亲友的关心和爱护使老

年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这些是养老机

构难以提供的。在熟悉的环境中既享受较好的

物质生活，又享受到儿孙带来的天伦之乐，才

是老年人最理想的状态。将心比心，对父母的

养育之恩，做子女的都应当主动承担起托底的

责任，关心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需求，子女们

要拿出实际行动，充分发挥亲情作用，让浓浓

的亲情滋润老年人的心田，保障老年人心理

健康。

（三）完善社区服务，关注精神养老

社区是城区老年人的聚居地，是老年人的

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老年人对社区的依

附性越来越强。城市生活节奏较快，子女没有

足够时间和精力陪伴父母，社区提供一些服务

和便利，必然可以提高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社区可依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精神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应将工作重心由短期性质的急救

护理，倾斜到促进身心健康等长期性工作上。

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可以社区干部为主体，以

社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手段，针对不同老年人

的生活经历、心理特征和精神需求，提供不同

内容和形式的精神服务。

通过搭建充满人文关怀的新型老年人际关

系网络，如组建 “虚拟家庭”，通过 “兴趣养

老”“文化养老”等途径，减轻老年人的孤独

感，实现 “老年人幸福指数———家庭幸福指数

———社会幸福指数”的系统化提升。以社区为

单位建立老年活动中心，为老人提供棋牌娱乐、

读书看报、电视电影、戏曲评书、舞蹈健身、

民乐演唱等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活动。对于身

体健康、想发挥余热的老年人，社区可鼓励他

们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为老年志愿者建立

档案，定期培训，使其成为社区服务的一支特

殊力量。对于高龄老人，可通过社区工作人员

或老年志愿者与他们结成对子，通过读书看报、

打牌聊天等休闲方式，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此外，社区还可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心理

讲座等活动，消除心理因素对老年人生活的不

良影响，使老年人摆脱由于社会环境和身体机

能改变带来的心理孤独和失落，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人生暮年。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组织

的活动，消除老年人的消极感受，使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平和，精神得到慰藉。

（四）社会协同努力，共建精神家园

孤独、寂寞是很多老年人面临的精神和心

理问题，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是精神慰藉的

重要内容。从政府出台运行的一系列养老福利

政策来看，大多数都是针对老年人养老场所的

基础设施建设，或是经济上物质上的补助补贴，

很大程度上给老年人提供了一些社会福利和优

待。但尊老爱老养老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需

要精神层面。因此，发挥政府统筹职能，进一

步提高养老服务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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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进一步提高社区

养老服务水平。政府可在购买养老服务的范围、

标准、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具体、

可操作的政策、法规或制度。

精神养老要有超前意识，在巩固家庭养老

和社区养老的同时，加速完善社会养老保障。

进一步完善退休金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退休金增长调节机制；进一步健全养老保

险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提高保险的社会化程

度，扩大保险的覆盖面；有计划地增加老年福

利、服务设施，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针

对精神养老需求，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助老服务，

加强老年人的服务保障。

综上所述，城市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健康

方面需要关心、关注，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

都不可能把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全包下来，社会、

社区、老人家庭及其自身，都有义务和责任关

心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需求。相信通过各方的

共同努力，必将全面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精神

养老水平，推动老年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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