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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老龄化问题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所在，并且越来越得到各界重视。目前，中国社会存在

诸多老龄化问题，如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不高、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精神关爱缺失

等；诸如此类问题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尤其明显。保障老年人安然度过晚年，对于平

衡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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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g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and go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aging problems in Chi-
nese society, such as the rising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poor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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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the imperfect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lack of spiritual care. Such problems are 
especially evident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Guaranteeing the elderly to 
live safely in their old 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alanc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
ing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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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999 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数据统计，截止 2016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3,0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5,0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8%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止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8,766
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35,280 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2]。由以上

数据可知，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已呈显著上升趋势，且在全国人口比重中占比越来越大，老龄化已成为我

国无法也不能忽视的问题之一。我国在老龄化发展阶段主要有老龄人口数量多且老龄速度快、老龄化存

在城乡及地域差异、“未富先老”、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养老问题等特点存在[3]，我国已进入世界老龄

化国家的行列[4]。而在老龄化的这些问题中，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少数民族地

区的养老问题事关民族稳定和社会和谐，事关整个中国的繁荣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何妥

善合理地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保障基本民生，是整个社会亟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 民族地区老龄化研究现状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且已取得一定成果。西南民族大学、湖南大

学教授郑长德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随全国人口一起，共同进入了持续老龄化的状态，且表现为老

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快，75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增速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负担系

数大，老龄化族际差异大的“两高三大”的特征[5]；云南民族大学的杨国才教授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云南省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养老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并依据现存

问题提出国家应“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制定养老服务模式等建议[6]；厦门大学教授王德文运用多项

调查数据，呼吁社会各界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健康问题，以及应多样化地进行宣传生殖健康教

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金玲提出“我健康，我快乐”的口号，强调应关注和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老年妇女的身体健康[7]；姜瑞莹(讲师)通过对 8 个民族地区老龄化现状的分析，从需求层面

出发，希望国内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养老的研究[8]；另有学者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 ARIMA 模型分

析贵州省的老龄化数据，并预测贵州省将在 2019 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9]。 
综上，虽有许多学者在关注民族地区老年人养老问题方面做出努力，但相关研究成果仍不算丰富，

多数停留在对局部地区的调查为主，相关解决措施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还需更多人加入到此行列中，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为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障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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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的迅速，城市中存在的老龄化问题已慢慢渗透到我国广大农村及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地理位置不便利，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到达农村时会变得棘

手甚至更为严重。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已日渐突出，不容忽视。 

3.1.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保障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生活的路径之一。但由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

位于边陲地带，经济发展受限，再加上交通不甚便利，且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宣传不到位等，因此对缴纳

养老保险的意愿并不高，实际的参保人数也达不到全面覆盖，这就导致一些老年人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

养老保障，只能依靠原始的体力劳动勉强维持生活；而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已经到达“风烛残年”

的阶段，社会对其的包容度并不高，能供老年人做的工作不多，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大街上有一些年迈的老

公公老婆婆拖着年迈的身体或乞讨，或翻路边的垃圾桶，捡一些瓶子、纸板之类的拿去商贩那里卖，最终

只会得到微薄的几块钱。除此之外，“看病就医难”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首先，许多

老一辈的老年群体经历了战乱年代，建国后即使结婚生子，但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低下，无甚机会接受教育，

导致如今我们在农村地区经常遇到一些老人，想和他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讲汉语，从小到大

都生活在民族地区，只会说自己的“土方言”。如此一来，如果子女不在旁，遇到生病去医院时，无法和

医生沟通，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以致发生误诊或病情延误的情况。当下是高科技时代，公共场所基本都

是智能化，医院也采用网上预约挂号等方式检查身体，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去到医院也

不懂操作流程，致使看病就医很不方便；其次，老年人存在很大一部分生病不敢去医院的问题。一来是怕

花钱，本身家庭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医前的各项检 查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如果再检查出重大疾

病，需要动手术，那无疑能压垮一个本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因此，很多老年人即使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也

会采取“忍一忍”的方式扛过去，不会去医院；或者最多去药店、村卫生院买些药吃，治标不治本。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检查与治疗，许多民族地区的老年群体经常出现发现时已是重病的现象，耗光家财不说，最

终还会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最后，即使民族地区响应国家号召，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对老年

人并无多少保障，报销数额不足以医治疾病，如若遇到重大疾病，仍旧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3.2. 生活质量不高 

提起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总会想到四个字：老、少、边、穷。这并没有夸大现实，当我们去到这

些地方，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四字场景。民族地区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不如城市密切，导致信息闭塞，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老年人一辈子从事务农，靠自己的劳动勉强度日，他们也会供自己的子女上学，

但由于环境限制，这些孩子很大一部分在小学或初中即辍学，日后仍旧是农民，一辈子打工，给予不了

父母生活上的支持与帮助，甚至还存在许多“啃老”现象，父母年事已高，却还要种田种地，继续劳动，

一家人苦不堪言；有些子女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仍有很大的生活压力，特别是留在大城市的年轻

人，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并无过多能力供养父母。如今消费水平上升，物价上涨，即使在经济不发达

的民族地区，生活用品的价格仍在上调，水果蔬菜、柴米油盐、肉等生活必需品占据了家庭很大一部分

花销，本就收入不高的家庭购买这些物品也有很大压力。因此，民族地区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低，相

较于城市退休老年群体来说，则是两极差异。 

3.3. “未富先老”现象突出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较城市来说是落后的。由于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限制，当地人民只能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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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多数以家庭种植农业为生。而农业带来的利润微乎其微，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生

活仍难以为继，经济水平还没发展上去，人就老了，这是广大民族地区常见的现象之一。祖祖辈辈都是

农民，导致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后代、后代的后代还是以务农为生，生活

只能将就，这极大地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且当今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可劳动人口下降，“少

子化”已成为常态，致使出现许多“倒三角”家庭，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加重，经济支出较大，面临

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一边要工作养家糊口，一边又要照顾老人花费时间精力。老年人年纪上去之后难

免会生病，“失智”、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在老年群体间频发，不仅要花费大量金钱，

在治疗、康复期间花费的时间也很多。未富先老导致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

的长久发展。 

3.4. 精神关爱缺失 

现代生活压力下，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农村子女或夫妻会外出打工，如进工厂、到大城市做服务员、

跑出租等，这就导致许多老年人滞留在农村，民族地区亦是同样状况。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现象已成

为常态。有些身体不健全的老人独立生活很困难，又没有经济能力请陪护，还是只能依靠自己生活；老

年人会逐渐面临老伴去世的遗憾，民族地区思想观念较为封建和保守，对于再婚则是保持不屑甚至鄙视

的态度，即使有过这个想法，也不好意思在子女面前提，还会被周围人贴上“老不正经”、“道德败坏”

等标签。而住养老院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也是不愿意的，一是养老院费用较为昂贵，已超出一般家庭的

经济能力，子女没有经济支撑；二则民族地区开化程度较低，谁家子女将父母送进养老院，会惹来“不

孝敬”父母的骂名，父母也觉得没有面子，所以宁愿住在自己家也不愿意到养老院居住，俗话说，“金

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身上很容易观察到。长期独自生活的老人娱乐方式有

限，要么听收音机，要么看电视，身旁没有可以聊天解闷的人，亦缺少子女陪伴，久而久之，就会觉得

孤独，难受，精神寄托缺失，心情烦闷，从而引发心理或身体上的疾病。 

4. 养老问题对策路径 

4.1. 振兴民族经济 健全养老机制 

民族地区最需要的无疑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最根本的。只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才会得到

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才有保障。为此，政府部门应身先士卒，发挥表率和主导作用，为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出谋划策，助力乡村振兴，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如帮扶乡村产业，将村民种植的瓜果蔬菜与网络

平台对接，通过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卖货的方式，帮助农民固定销售渠道，增加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增加，就会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稳定老年人的生活。其次，当地政府应结合民族地区的情况，积

极运用国家养老政策，为老年人获取更多权利与帮助，将养老与社区相结合，发展新型养老模式，制定

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新方式；针对“就医难”问题，政府应健全社区医疗系统，强化卫生服务体系，

如老年人去医院时有专门的导医帮忙就诊、定期免费为老年人体检、医院不定期上门义诊，联合各大药

房免费为老年人测血压等，及时发现问题，早发现，早治疗。 

4.2. 深入民族地区 提供经济援助 

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生活质量不高，有些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总体幸福指数较低。

政府应大力号召社会事业单位、企业、集体和个人等力所能及地为民族地区的老年人提供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的援助，如集资免费提供一些生活用品、到独居老人家中探望，帮忙做做家务，通过社会募

捐的方式为独居老人集资，保障其基本生活，给予经济支持等。各级应号召广大公民加入社会文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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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尽可能地为边疆民族地区的老年人谋求社会福利。如可通过成立爱心驿站，组织在校大学生、青

年工作人员等加入志愿服务，利用空闲时间(如寒暑假)到民族地区分发物资，进行义捐等，只有实打实地

为老年群体争取到物质帮助，才是从根本上帮助了他们。 

4.3. 普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理念较为落后，很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不高，致使整个家庭教育水

平低，世代以务农和打工为生。靠体力劳动挣来的辛苦钱只能维持家庭基本开销，一家人世代打工，生

活水平很难得到大的起色。因此，农村地区的“未富先老”问题较为普遍和突出。近年来，为鼓励升学，

让每个公民都能接受知识，国家已启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国家助学贷款等措施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完

成学业。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较为不发达，有能力供子女读书的家庭较少。为此，国家应重视少数民族

地区的教育，普及教育理念，政府可邀请专家或教师到村庄作普及教育的宣传讲座；点对点到农户家中

“劝学”；以政府支援为主，倡导社会和个人在经济上力所能及地帮扶农村家庭的子女能够上学，以此

提高升学率。升学率的提高带来的是日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子女有能力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未

富先老”现象将得到一定缓解。 

4.4. 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由于子女常年外出务工，加上近几年疫情的爆发，使

得在外工作的人们即使过年也无法和家人团聚，老年人逢年过节也是自己一个人度过。老年人长期独守

一个家，整日没有说话的伴儿，喜怒哀乐无人分享，子女无法及时照顾到父母的身体和心理。长此以往，

内心孤独，烦闷，甚至出现抑郁倾向。为此，我们应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要认为不重要而选

择忽视。社区可以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如广场舞、下象棋、看露天老电影等，鼓励老年人走出

家门；其次，可邀请专家到社区开展讲座，普及健康养生知识，老年人在学习到新知识的同时又能接触

新世界，广交朋友；也可积极组织老年人到社区活动室，大家互相聊天，唠唠家常；有条件的子女应在

家中安装监控，随时关注父母；或给配置父母智能手机，并教会他们接视频和打视频的技能，有空的时

候就问候父母，即使相隔甚远，也能起到很大的安抚作用。 

5. 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归根结底是全国的问题，涉及到边疆稳定，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只有解

决好基层问题，才能促进国家的平稳发展。在老龄化形式日渐严峻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应当

得到重视并妥善解决，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应在经济、法律、精神上都给予支持与关心，这不仅

是贯彻中华文明尊老、敬老的传统价值观，亦是建设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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