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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贵州作为西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未富先老”多民

族共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问题显著突出，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亟待探究其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采取有效措施缓解贵州省老龄化压力，从而助力新时代贵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本文基于2000至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贵州

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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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Guizhou, as a representative multi-ethnic co-living province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Southwest China,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 of ethnic population aging and 
old-age service, which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Guizh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
velopment.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aging in Guizhou Prov-
ince, so as to help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izhou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re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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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
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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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与生育观念的转变，世界人口死亡率与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已是全球

普遍现象，其延伸出的诸多老龄化问题也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贵州省于 2003 年在“未富先老”的态势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抚养比增加、老龄化速度加快、

空巢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大大增加了家庭与社会的养老负担，对贵州省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全国前列的省份，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同样

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其老龄化问题，保障少数民族老年人享有

养老基本权益，既是新时代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战略的重要环节，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的和谐稳定和均衡发

展、实现全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演变历程同全国一致，但整体年龄结构较为

年轻，生育率相对较高，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进程晚于全国水平[1]。此外，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将同全国人口进一步提高[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少数民族不断增多[3]，但各少数民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同，存在族际差异，比如在有百

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里，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但整体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呈

增长态势，因各种原因增速逐年减缓[4]。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现状、演变趋势、

影响因素等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其详情和新进程无法准确把握，更多还是停留在数据层面，对不

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老龄化程度分析研究不够深入，针对老龄化问题和养老工作的举措也显现不出地区差

异和族际差异。 
本文聚焦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基于 2000 年至 2020 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省

内各民族老年人口入手，根据其性别、年龄、城乡等结构，分析其人口老龄化水平，较为详实、全面地

呈现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概况，探讨其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并提出多项举措，积极应对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 

2.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贵州省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1405.02 万人，

占贵州省人口总数的 36.4%。1整体来看，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幼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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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指全国人口中除汉族人口以外的人口，包含未被识别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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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比重上升；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提高，但进程慢于汉族；女性老年人口数高于男性，性别比持续

下降；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著，城乡差异大于汉族；老年人口集中于人口较多民族，老龄化进程存在

族际差异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持续扩大、老年人口集中于人口较多民族，老龄化进程存在族际差异的特

征和发展态势。 

2.1. 幼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据“七普”数据整理计算所得，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193.48 万人，占贵州省少数民族

总人口 13.77%；0~14 岁人口 403.55 万人，占贵州省少数民族总人口 28.72% (见表 1)。从历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得出，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2000 年至 2010 年间增速较快，2010
年至 2020 间增速较缓；与之相对应的是 0~14 岁的幼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减速与老年人口增速趋于持平。

按照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的国际标准[5]，2000 年至 2020 年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是由年轻型逐渐转

变为老年型，2000 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成年型，2010 至 2020 年人口年龄结构已处于老年型(见表 2)。 
 
Table 1. Age structure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1.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2000~2020 年) 

年龄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人口数(万人) 比重(%) 人口数(万人) 比重(%) 人口数(万人) 比重(%) 

0~14 岁 435.28 32.64 365.16 29.44 403.55 28.72 

15~59 岁 781.35 58.59 725.16 58.46 808.01 57.51 

60 岁及以上 116.91 8.77 150.13 12.10 193.48 13.77 

总计 1333.60 100 1240.44 100.00 1405.03 100 

数据来源：根据《贵州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贵州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贵州省 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

数据计算整理。 
 
Table 2. Age structure type index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in 2020 
表 2. 贵州省 2020 年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 

  少儿系数(%) 老年系数(%) 老少比(%) 

年龄结构类型国家标准 

年轻型 >40 <4 <15 

成年型 30~40 4~7 15~30 

老年型 <30 >7 >30 

贵州省少数民族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

结构类型 

2000 年 32.64 8.77 26.86 

2010 年 29.44 12.10 41.11 

2020 年 28.71 13.77 47.94 

数据来源：根据《贵州省 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整理。 

2.2. 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提高，但进程慢于汉族 

2020 年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193.47 万人，占贵州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3.77% (见
表 3)。从老年人口规模与老龄化水平来看，2000 至 2020 年间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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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对比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老年人口数很直观地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由此可见其人口老

龄化程度是在持续不断加深的。2010 年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 2000 年基础上增长了 33.22 万

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提升了 3.33%；2020 年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了 43.34 万人，

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提升了 1.67%。贵州作为“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老

龄化是顺应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贵州省参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 
 
Table 3.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Han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 aged 60 and above in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3. 贵州省汉族与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及比重(2000~2020 年) 

人口数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老年人口数(万人) 比重(%) 老年人口数(万人) 比重(%) 老年人口数(万人) 比重(%) 

全省 330.67 9.38 446.13 12.84 593.14 15.38 

汉族 213.76 9.76 296.00 13.25 399.67 16.30 

少数民族 116.91 8.77 150.13 12.10 193.47 13.77 

数据来源：同表 1。 
 

虽然贵州省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老龄化进程加快，但其进程慢于汉族。此外，

根据数据的增长幅度，可预见二者间的差距在未来依旧会不断扩大。贵州省汉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

2000 至 2010 年、2010 至 2020 年间分别增长了 3.49%和 3.05%，而全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对应增长的

百分比为 3.46 和 2.54。结合少数民族老龄化数据可得出，汉族老龄化程度与增速始终高于贵州省全省与

少数民族的同期水平。 

2.3. 女性老年人口数高于男性，性别比持续下降 

2020 年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的女性老年人口为 102.7 万人，占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总数的

53.08%；男性老年人口则为 90.78 万人，占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总数的 46.92%，性别比为 88.39。结合 2000
年与 2020 年的数据来看(见表 4)，贵州省少数民族女性老年人口数量持续高于男性，且随着时间推移二

者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性别比也呈持续走低态势，2010 年性别比与 2000 年相比下

降了 4.54%，与 2010 年相比 2020 年又下降了 5.98%，整体来看性别比的下降速度是持续加快的。在社会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从人口平均寿命和寿命延长幅度来看，女性群体整体都是高于男性的，

其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人口比重的快速提高，使得老年人口的性别差距越来越突出[6]。这一特点同样

体现在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女性老年人口数始终高于同时期男性老年人口数。 
 
Table 4. Number and sex ratio of aged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4. 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分性别老年人口数及性别比(2000~2020 年) 

人口数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男性(万人) 58.16 72.89 90.78 

女性(万人) 58.80 77.24 102.7 

性别比(%) 98.91 94.37 88.39 

数据来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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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著，城乡差异大于汉族 

受到人口自然变动、人口城镇化进程与人口迁移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与速

度高于城镇，城乡差异十分显著，现已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

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7]。结合历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同

样具备这一特征，且城乡倒置现象更为显著，少数民族农村老龄人口占其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老

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也高于汉族和全省水平。202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少数民族农村总人口的 17.9%，城市与乡镇地区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分别 6.6%和

10.13%，三项数据都低于全省和汉族水平，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距最大达到 11.3%，农村地区少数民

族老龄化水平远高于城市(见表 5)。贵州省农村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源于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

流向城市，这一现象使得城市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比重降低，但大量流出的青壮年人口也加剧了农村少数

民族人口老龄化程度[8]。 
 
Table 5. Total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aged 60 and abov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20) 
表 5. 贵州省汉族与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分城乡老年人口总数及比重(2020 年) 

城乡占比 

2020 年 

全省老年人口 
(万人) 比重(%) 汉族老年人口 

(万人) 比重(%) 少数民族老年人口

(万人) 比重(%) 

城市 118.58 11.71 102.93 13.27 15.65 6.60 

镇 126.39 12.19  85.57 13.49  40.82 10.13 

农村 348.16 19.27  211.17 20.28 137.00 17.90 

数据来源：同表 2。 

2.5. 老年人口集中于人口较多民族，老龄化进程存在族际差异 

根据“七普”数据得知，贵州省人口数量最多的 10 个少数民族从大到小排行为：苗族、布依族、侗

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黎族，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民族分布情况也是建立在

各民族人口总数的基础上，老年人口主要集中于人口基数较大的少数民族。从 2000 年到 2020 年，93%
左右的 60 岁及以上少数民族老年人口都集中于上述的 10 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

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一直在 10 万以上，占贵州省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总数的 80%左右(见表 6)。在以

上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布依族均是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2020 年的数据中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本民族人口比例达到 16.31% (见表 7)。 
 
Table 6. Ethnic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ged 60 and above in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6. 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民族分布及比重(2000~2020 年) 

排名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民族 老年人口

数(万人) 
比重
(%) 民族 老年人口

数(万人) 
比重
(%) 民族 老年人口

数(万人) 
比重
(%) 

1 苗族 36.78 31.46 苗族 46.96 31.28 苗族 60.14 31.09 

2 布依族 25.78 22.05 布依族 33.24 22.14 布依族 42.78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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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侗族 16.22 13.88 侗族 20.10 13.39 侗族 25.75 13.31 

4 土家族 12.31 10.53 土家族 18.16 12.10 土家族 23.72 12.26 

5 彝族 6.59 5.63 彝族 7.88 5.25 彝族 10.54 5.45 

6 仡佬族 4.76 4.07 仡佬族 6.29 4.19 仡佬族 7.51 3.88 

7 水族 3.27 2.80 水族 4.02 2.68 水族 4.81 2.49 

8 回族 1.37 1.17 回族 1.61 1.07 回族 2.36 1.22 

9 白族 1.30 1.11 白族 1.50 1.00 白族 1.97 1.02 

10 黎族 0.38 0.32 黎族 1.21 0.81 黎族 1.66 0.86 

 其他民族 8.16 6.98 其他民族 9.15 6.09 其他民族 12.22 6.31 

数据来源：同表 1。注：上表为 2000~2020 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贵州省老年人口数最多的 10 个少数民族。 
 
Table 7. Population, elderly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each ethnic group in Guizhou Province (2020) 
表 7. 贵州省各民族人口数、老年人口数及比重(2020 年) 

民族 总人口数(万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万人) 老年人口比重(%) 

汉族 2451.19 399.67 16.31 

布依族 271.06 42.78 15.78 

侗族 165.09 25.75 15.60 

全省 3856.21 593.14 15.38 

土家族 169.67 23.72 13.98 

仡佬族 55.03 7.51 13.65 

苗族 450.69 60.14 13.35 

水族 37.14 4.81 12.95 

回族 20.50 2.36 11.51 

黎族 14.46 1.66 11.46 

未定族称 69.82 7.98 11.44 

彝族 95.93 10.54 10.99 

白族 21.48 1.97 9.19 

数据来源：同表 2。 
 

从横向来看，在 2000 年至 2020 年间上述 10 个少数民族老年人口增长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态势，

占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老年人口总数排名也未发生改变。从纵向来看，这 20 年

间贵州省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这一过程，但老龄化程度和增长速度各有差异，但毫无例

外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人口老龄化程度会伴随时间加深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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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州省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得出，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一样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老龄

化进程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同样地，对于“未富先老”就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贵州省，少数民族也同样

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何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3.1. “未富先老”矛盾突出，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表现不同步，“未富先老”已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而

贵州省自 2003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社会老龄

化程度，是“未富先老”的典型。在贵州省内部也存在进一步的“未富先老”现象，例如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的老龄化程度排在贵州省第 2 位，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而 GDP 仅排全省第 8 位，

老龄化严重程度与贫困程度重合。此外，贵州省少数民族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凸显，农村老龄化程度高

于城市，但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对比城市整体偏低，且主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传统家庭养老

模式里家庭成员的供养和农耕、养殖的微薄收入，整体生活质量不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人口流

动性的增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空巢化现象加剧，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土地养老和家

庭养老模式，削弱了处于主体地位的家庭养老模式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功能[9]，加之农村养老保障

水平又相对较低，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使得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陷入双重“贫困”的境地。人口

老龄化程度越高，家庭与社会养老问题就越突出，少数民族因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和族群习俗的特殊性，

其“未富先老”更是给贵州省老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3.2. 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滞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面临巨大挑战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增长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庞大养老和健康服务需求，但贵州省

很明显在这一版块存在着不小的缺口。所以，解决好少数民族养老服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贵州

省老龄化工作的压力。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渐向新型社会养老发展，但贵

州省整体应对社会养老问题的财政能力本就偏弱，意味着建设完备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力量相对匮乏，

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与普惠性养老服务等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老龄化进程难以同步。其中，

少数民族聚居地又多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长期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居民收入水平明显较低，

养老金缴费能力不足，进一步削弱了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虽然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政府部门制定了多种方案，采取了诸多措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始终没有找到问题

的突破口。例如“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涉及到养老的方方面面，但未真正

从根源出发解决问题，没有对不同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意愿和经济能力做详实的

调查，忽略了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从长期来看，贵州省的养老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会

随着时间推移愈加凸显。在幼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少数

民族地区未来同样会面对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逐渐减少、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逐渐增多的局面，这也是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3.3. 少数民族老龄化工作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一个科学完备且符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中

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政府长期以来承担着养老服务的主要责任，但面对贵州省老龄化程度高、少数

民族之间老龄化进程不一、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健康服务需求的多样化等发展现状，政府并没有将其与

决策紧密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限制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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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

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10]。面对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

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其养老工作的开展需要兼顾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地域特

征以及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与规律。贵州省 55 个少数民族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过万的少数民族

共有 10 个，其人口老龄化进程和水平各有不同，有的老年人口数年年递增，老龄化发展迅速；有的已进

入老龄化社会，“未老先富”特征显著。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的地区与族际差异，除了要关注

其不同点外，还需更为精准细致地掌握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流动情况等信息，如此才能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全面融入本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战略中。 

4.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积极应对策略 

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当前，贵州省少数民族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在国家

迈向共同富裕、实现全民族共同繁荣的宏伟战略，需要及时关注、把握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态势与老

龄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建立一个科学完备且符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结合

以上数据分析，本文提出从以下几个应对策略。 

4.1. 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贵州省整体应对社会养老问题的财政能力偏弱，用以社会养老层面的资金相对匮乏，养老保障体

系始终滞后于社会老龄化进程，这一特点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地方经

济发展水平高度重合。为积极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将少数民族人口老龄

化作为重要议题纳入地区政府民生、民族、乡村振兴等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之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结合国家战略大力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特色产业，从而提高政府的

财政收入与个人、家庭的经济收入增长，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使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步，如此才能实现各民族共

同繁荣的国家战略。 

4.2. 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政策上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政府在现行的社会养老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有秩序地引导社会养老保障工作，积极发挥

组织、领导作用，让政策落实到位，让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享受社会养老福利。贵州省作为国家级扶持

贫困省，整体应对社会养老问题的财政能力本就偏弱，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养老形势更为严峻，需要

国家和政府应加大一定的资金投入加大，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合理分配社会养老资源，尽快建立健

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体系改革，解决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

与医疗卫生服务问题，减轻养老家庭的赡养负担。与此同时，还要加大相关养老政策的宣传力度，养

老保障政策宣传工作要落实民族化、本土化，尤其要确保该区域内文化程度较低、沟通交流存在一定

障碍的老年人能够懂政策、信政策、享政策，并引导其转变养老观念，从而助力养老政策、养老相关

活动的开展。 

4.3. 以家庭养老为主，充分发挥互助养老模式 

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一半分布在农村地区，所以解决贵州省少数民族老龄化问

题关键就是解决好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虽然受现代化的影响，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的功能逐渐被削弱，但短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养老方式取代，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社区养老为辅。

在老龄化新形势下，“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在我国开始普遍推广，贵州省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应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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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契机，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再结合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空巢化现象加剧的现状，

充分发挥互助养老模式，例如由村委会出面主导，与老年人子女共同出资，将老人集中赡养，对其饮食

起居进行统一管理，老人之间也可以互相照料，这一举措可以缓解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家庭的赡养压力，

还可以将家庭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转移到社区之中。 

4.4. 整合社会资源，探索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养老新模式 

在传统养老模式的基础上，贵州省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富有民族特色的养老实践，政府可结合当

地现有社会资源，制定出更适合当地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养老优惠政策。贵州省是少数民

族聚居地，全省有 56 个少数民族成份，世居少数民族有 16 个，分布在贵州省各个区域，同族群之间因

各种自然人文因素延伸出不同的文化支系，这种民族差异性决定了贵州省少数民族老龄问题没有统一解

决方案，不能照搬他国或国内其他省份的养老服务措施，必须建立在尊重和包容各少数民族和各民族地

区的差异性特征上，根据民族实际探索少数民族特色的养老新模式，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满足民族地

区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4.5. 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 

贵州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仅靠政府财力难以做到全面覆盖社会养老保障

制度。面对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等困境，少数民族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优

势，鼓励社会力量资助或兴办与各民族文化、地理区域相适应的养老服务机构，协同构建省、市、县、

镇、村“五级全覆盖”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最大程度上缓解个人、家庭、政府的养老压力。受传统养

老观念与经济实力的束缚，贵州省民族地区县级单位虽不同程度地兴建了一些敬老院、养老院，但入住

率并不高，例如在某些白族支系的文化观念里，赡养父母完全是儿女应尽的责任，若子女尚在却让父母

入住养老院，这是不孝顺的表现，会遭到他人的议论和苛责。即使是孤寡老人没有子女在身边尽孝，也

会选择在家族里过继一个孩子继承家业，并为自己养老送终，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养老的习俗。针对此

种情况，政府要尊重民族习惯，据不同地区、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强民族地区养老

行业的监管，推动养老工作高效开展，大力促进民族民间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快速健康发展。 

5. 结语 

本文基于 2000 年至 2020 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老

年人口的年龄、性别、城乡结构以及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的差异，探讨了少

数民族老龄化存在的问题，养老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等。 
从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来看，其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

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往外流动，使得少数民族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并加速发展。2020 年贵州省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193.48 万人，占贵州省少数民族总人口 13.77%，幼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老年人口高龄化、女性化程度不断加深，女性与男性老年人口数量的性别差异更为明显，但人口老龄化

城乡倒置显著，城乡差异大于汉族。其次，同比与全省和汉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少数民族整体较

晚，与汉族相差近十年时间，所以其老龄化水平相对而言仍是较低的，增速也相对缓慢，人口老龄化的

城乡差距较小。另外，少数民族老年人口集中于人口较多的民族，老龄化进程存在族际差异。2000 年至

2020 年间，贵州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过万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先后

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老龄化社会阶段，同时各少数民族老龄化程度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族际差距正不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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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省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来看，其人口老龄化呈现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未

富先老”矛盾突出，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削弱了处于主体地位的家庭养老模式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

藉等功能；二是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滞后于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面临巨大挑战；三是少数民族老龄化工作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急需建立一个科学完备且符合少数民

族实际情况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各民族之间在人口老龄化进程、

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是积极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据此本文提出：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政策

上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以家庭养老为主，充分发挥互助养老模式；整合社会资源，探索具有少数民族特

色的养老新模式；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只有对贵州省少数民族老龄化工

作和养老事业进一步分析，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创新养老事业发展思路，如此才能在未来的人口老龄化

进程中迎难而上，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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