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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巢与非空巢老人生活和心理状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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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比较研究城市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方法　以《中脉老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问卷 》为材料 ,对 7个城市

2 225位独居、夫妻同住和非空巢老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偏低 ,非空巢老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体力付出的压

力较大 ;大多数老年人的心情较好 ,但超过 1 /4的独居老人心情较差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中上水平 ,但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家人交流满意

度较低 ;在养老依靠问题上空巢老人 (尤其是独居老人 )对于家人的期望较低 ;对于第三方赡养和老年人再婚的问题 ,夫妻同住老人比较理解和支持。

结论　夫妻同住老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均较好 ,独居老人的心理状况较差 ,非空巢老人的经济和体力付出的压力较大。

〔关键词〕　空巢老人 ; 生活状况 ; 心理状况 ;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R88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9202( 2006) 032029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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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compare the life and p 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betwee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absent and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M ethods　2 225 elderly ( solitary, spouse innate and the elderly i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in seven citi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Joymain Elderly Quality of L ife Index Questionnaire. Results　Most of the elderly had lower econom ic income. The elderly
i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gave more econom ic support and physical force to their children. Most of the elderly had better mood, but over one
fourth of elderly solitaries had worse mood. The subjective happ iness sense of the elderly was atm iddling levels and above while that of solita2
ries with satisfactory degre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On the dependence of p roviding for the aged, the elder i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absent had lower expectation on their children, especially solitaries. On the supporting by the third party and remarriage of the eld2
erly, the spouse innate could understand and support. Conclusion s　The spouse innate elderly have better life and p 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olitary elderly have worse p sychological status, while the elderly i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have stress on econom ic and physiological force.

【Key words】　Elderly in fam ilies with children absent; L ife status; Psychological status; Subjective happ iness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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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城市空巢老

人家庭发展迅速。据有关报告 ,“空巢老人家庭 ”占老年人家庭

的比例 ,上海市 1998年的数据为 1 /3〔1〕,北京市 1999年的数据

为 34%〔2〕,空巢老人家庭已引起社会的关注〔3～5〕。但有关他们

的生活和心理状况的调查报道尚少。曾有北京市空巢老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6〕,但仅限于北京市 ,且研究的内容

比较局限和样本量较小。本研究从国内 7个大中城市 ,对老年

人生活和心理状况抽样调查并提取有关信息资料 ,对 空巢与

非空巢老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以前瞻性了解我

国城市空巢和非空巢老人当前的生活和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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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城市分层随机抽样对老年人进行入户调查 ,得到有效问

卷 2 225份。其中 ,空巢老人 987份 (独居 234份 ,夫妻同住 753

份 ) ,非空巢老人 (二代、三代、四代同住 ) 1 238份。年龄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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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 1 090人 , 71～80岁 944人 , 81～99岁 191人。性别 :男

1 026人 ,女 1 199人。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1 127人 ,中

学 942人 ,大专及大专以上 156人。职业 :高中层管理人员 210

人 ,科教文卫等专业技术人员 285人 ,普通职员 1 066人 ,工人

和服务人员 419人 ,其他 245人。

112　方法 　以中脉科技集团和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联合设

计的《中脉老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问卷 》为调查材料 ,包括经济

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日常活动、心情和主观幸福感、与家人的

关系和养老依靠等方面的问题共 92项。在上述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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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对独居、夫妻同住和非空巢三组老人的生活和心理

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2　结 　果

211　经济生活状况 　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偏低 (1 000元以上

的占 2317% ) ;其中 ,夫妻同住组的收入相对较高 ( 1 000元以

上的占 2911% ) ,独居组和非空巢组的收入相对较低 (1 000元

以上的分别占 1818%和 1910% ) ( P < 01001)。与此相一致 , 3

组老年人对个人经济状况的评价 ( 1分代表最低 , 10分代表最

高 ) ,夫妻同住组 (5121 ±1175)显著好于独居组 (4172 ±1194)

和非空巢组 ( 4195 ±1173) ( P < 01001)。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

部分老年人 (8919% )在子女买房、结婚、照顾第三代等方面或

多或少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其中 , 3013%的老年人感觉由此带

来的经济压力较大或非常大。以 1至 5分表示由低到高 5个

压力等级 (表 1) ,非空巢组的压力 (2167 ±1145)显著大于独居

组 (2134 ±1143)和夫妻同住组 ( 2139 ±1137) ( P < 0101)。上

述结果说明 :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偏低 ,夫妻同住组老年

人相对较高 ;但将近 90%的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 ,其中 ,非

空巢老年人由此感到的压力相对更大。

表 1　3组老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带来的压力 ( %)

组别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不算大 没有压力

独居组 714 1417 1211 2317 4211

夫妻同住组 712 1814 713 3310 3411

非空巢组 1114 2312 717 2815 291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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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或“差 ”,三组间差异不显著。老年人最主

要的日常活动以家务劳动或照看孩子最多 (2813% ) ,其次是锻

炼身体或散步 ( 2114% )、看电视或听广播 (2012% )、娱乐 (包

括棋牌音乐等 )或聊天 (1213% )、闲坐 (1011% )等 (表 2)。值

得注意的是 ,在承担家务劳动或照看第三代方面 ,绝大多数老

年人 (9217% )或多或少有体力上的付出 ;其中 ,认为这种体力

付出对健康的压力不算大或没有什么压力的有 7413% ,一般的

有 817% ,比较大或非常大的有 1710%。以 1至 5分表示由低

到高 5个压力等级 ,非空巢组的压力 (3102 ±1124)显著大于独

居组 (2173 ±1120)和夫妻同住组 ( 2189 ±1117 ) ( P < 0105 )。

此外 ,从表 2还可以看出 ,非空巢组以家务劳动为主的比例较

高 ,而以锻炼身体为主的比例相对较少 ,但无显著差异 ;同时值

得关注的是 ,独居组闲坐的较多 ,与其他两组差异显著 ( P <

0101)。上述结果表明 :多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九成以

上的老年人在承担家务劳动或照看第三代等方面有体力付出 ,

非空巢老年人由此感到对健康的压力相对更大 ;相反 ,独居老

年人却部分显得很无聊 ,以闲坐为主的人数相对更多。

213　心情、人际交往和主观幸福感 　对于最近的心情 ,大多数

老年人 ( 7814% ) 表现为平静满足、积极乐观或愉快浪漫

(表 3)。但值得注意的是 ,独居组孤独寂寞等负面心情的比例

(2516% )显著高于夫妻同住组 (1715% )和非空巢组 (1714% )

( P < 0105) ;夫妻同住组积极乐观的比例 (2510% )高于其他两

组 ,但无显著差异。

表 2　3组老人最主要的日常活动 ( %)

组别 家务劳动 锻炼身体 看电视 娱乐聊天 闲坐 其他

独居组 2114 2319 2212 1013 1612 610

夫妻同住组 2712 2319 1812 1310 718 919

非空巢组 3012 1914 2110 1213 1013 618

表 3　3组老人对最近心情的评价 ( %) ( x ±s)

组别 平静满足 积极乐观 愉快浪漫 孤独寂寞等 其他

独居组 4719 1818 614 2516 113

夫妻同住组 4718 2510 615 1715 312

非空巢组 5111 2015 712 1714 317

　　人际交往方面 ,大多数老年人 (8619% )对自己的人际关系

状况感觉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其中独居组略低 ( 8317% ) ;一

半以上的老年人 (5515% )觉得自己的朋友很多 ,其中 ,夫妻同

住组 (5818% )相对更高 ( P < 0105) ;大多数老年人 (8511% )感

觉周围人对自己比较尊重或非常尊重 ,但独居组相对较低

(7914% ) ( P < 0101)。此外 ,大多数老年人 (7813% )感觉比较

幸福或非常幸福 ,但独居组 ( 6916% ) 较其他两组低 ( P <

01001)。上述结果说明 ,在心理健康方面 ,大多数老年人的状

况良好 ,但独居组有较多的老年人相对较差 ,而夫妻同住组有

较多的老年人相对较好。

214　与家人和晚辈的关系 　大多数老年人 (8518% )对自己与

家人的关系感到满意 ,其中 ,独居组的比例 ( 7611% )显著低于

夫妻同住组 ( 8717% )和非空巢组 ( 8614% ) ( P < 0101)。半数

的老年人 (5216% )最近一个月来与家人间的交流比较频繁或

非常频繁 ,其中 ,独居组的比例 (3813% )显著低于夫妻同住组

(5314% )和非空巢组 ( 5416% ) ( P < 01001)。大多数老年人

(8713% )对晚辈的孝顺程度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其中 ,

独居组的比例 (7611% )略低于夫妻同住组 (8717% )和非空巢

组 (8614% )。

　　多数老年人 (7418% )感觉自己和晚辈沟通时没有困难 ,但

独居组的比例 (6412% )显著低于夫妻同住组 (7911% )和非空

巢组 (7412% ) ( P < 01001)。少数老年人 (1913% )感觉晚辈在

决定一件事情时 ,从来不问或很少征求自己的意见 ,独居组的

比例 ( 3118% )显著高于夫妻同住组 ( 1913% )和非空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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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 ( P < 01001)。此外 ,少数老年人 ( 2510% )感觉通常

情况下 ,子女从不接受或偶尔会接受自己的意见 ,同样 ,独居组

的比例 (3512% )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 P < 01001)。上述结果显

示 ,大多数老年人与家人关系比较和睦 ,与晚辈沟通也没有太

大的困难 ,但独居老人相对更多地与家人和晚辈之间关系不够

融洽 ,表现为沟通有困难 ,以及子女不太征求和接受老人的意

见和建议等。

215　对于养老依靠、第三方瞻养及老年人再婚的看法 　多数

老年人 (6419% )认为将来养老主要依靠家人 ,其中非空巢组的

比例最高 ( 6812% ) ,其次是夫妻同住组 ( 6115% )和独居组

(5811% ) ,三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小部分老年人认为养老主要

依靠自己 (1716% )或政府 ( 1218% ) ,其中 ,独居组 (2118% )和

夫妻同住组 (2111% )认为养老主要依靠自己的比例显著高于

非空巢组 (1416% ) ( P < 01001)。这些结果说明 ,与非空巢老

人相比 ,空巢老人 (尤其是独居老人 )在养老依靠问题上对家人

的期望相对较低。

　　如何看待子女因在外地或工作繁忙 ,以有偿的形式将瞻养

老人的义务转给第三方的问题。3515%的老年人认为这种养

老方式很好 ,其中 ,夫妻同住组的比例 ( 3812% )略高于独居组

(3613% )和非空巢组 (3317% ) ; 3010%的老年人认为这样做是

不得已 ,夫妻同住组 (3111% )和非空巢组 (3018% )的比例高于

独居组 (2212% ) ,但无显著差异 ; 1710%的老年人认为子女这

样做不合适 ,是光顾自己而不顾老人的感受 ,其中 ,非空巢组的

比例 ( 1915% ) 显著高于独居组 ( 1510% ) 和夫妻同住组

(1315% ) ( P < 01001) ; 1715%的老年人认为这样做不道德或

说不清 ,其中 ,独居组的比例 ( 2615% )显著高于夫妻同住组

(1711% )和非空巢组 (1610% ) ( P < 0101)。这些结果说明 ,夫

妻同住老人对于第三方瞻养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度 ,而非空巢老

人和独居老人持反对态度或态度不明朗的比例更高一些。

　　关于老年人再婚的问题 , 3618%的老年人表示认可 ,认为

对晚年生活有益 ,其中 ,夫妻同住组的比例 ( 4216% )显著高于

非空巢组 (3511% )和独居组 (2714% ) ( P < 0101) ; 2019%的老

年人认为没有必要 ,其中 ,独居组的比例 ( 2516% )略高于夫妻

同住组 (1917% )和非空巢组 (2018% ) ; 3011%的老年人表示反

对 ,认为不好意思或给子女丢脸 ,其中 ,夫妻同住组的比例

(2518% )显著低于独居组 (3211% )和非空巢组 (3214% ) ( P <

0105)。上述结果提示 ,夫妻同住老人对于老年人再婚问题更

多地表示理解和支持 ,而非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则更多地表现

出反对或回避的态度。

3　讨 　论

　　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提示 ,夫妻同住老人的经济和心理状

况均较好 ,对生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他们的朋友较多 ,与家人

的关系也较和睦 ;此外 ,虽然对养老依靠的看法与独居老人相

似 ,对家人的期望较低 ,但是他们对第三方瞻养的态度最为宽

容 ,对老年人再婚也比较理解和支持。独居老人的心理状况相

对较差 ,超过 1 /4的独居老人时常有孤独寂寞等负面的心情 ,

他们更多地独自闲坐 ,感觉不受人尊重 ,且主观幸福感较低 ;此

外 ,可能由于沟通和交流机会较少的缘故 ,相对较多的独居老

人对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感觉不满意 ;独居老人在第三方赡养和

老年人再婚问题上持反对或回避的态度 ,在养老依靠问题上对

家人的期望也相对较低。非空巢老人拥有天伦之乐 ,但在给予

子女经济支持和家务劳动等方面付出的更多 ,感受的压力也相

对较大 ;因此 ,要劝慰非空巢老人们不要只重子女 ,也要关爱自

己。

　　当前 ,居家养老在我国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养老方式。然

而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发展 ,空巢问题将十分突出。

本研究显示 ,独居和夫妻同住两种不同类型空巢家庭的情况不

尽相同。对于夫妻同住老人 ,虽然子女不在身边 ,但由于夫妻

间生活上的相互照应和精神上的相互支撑 ,使他们能够保持良

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状况。当然 ,夫妻同住老人较好的心理状

况也可能与他们教育程度 (高中以上占 3313% , 而独居

1714% ,非空巢 1918% )较高有关〔7〕。对于独居老人 ,他们相

对不良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应该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 ,给予他们

更多的关爱是文明社会的责任。尤其要提醒其子女们要多回

家看望 ,与父母沟通感情 ,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此次调查还涉及到第三方瞻养的问题 ,目前老年人对此有

不同的看法 ,然而 ,包括由养老机构或非子女照顾老人 ,必将成

为养老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随着人口高龄化的趋势和生活

方式的变化 ,独居高龄老人的比例和数量必将不断增加。本次

调查的数据也说明这一点 ,独居老人在 60岁组、70岁组和 80

岁以上组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高 (分别为 715% , 1212% ,

1914% ) ,夫妻同住老人的比例逐渐降低 (分别为 3611% ,

3412% , 1914% ) ,而非空巢老人的比例则基本保持不变 (分别

为 5614% , 5316% , 6113% )。因此 ,对于独居高龄老人的生活

照料和心理健康问题也将相应增加 ,全社会必须做好应对准

备 ,创建完善的养老机构设施和横向关照体系 ,丰富老年人的

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无疑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一项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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