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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日益成为社会研究的重点。社会支持系统包括来自

家庭、朋友、社区和社会专业服务机构的各类帮助和支持，涵盖情感、物质和信息等多个方面。本文旨

在通过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分析，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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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population ag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elderly has increas-
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cludes all kinds of help and sup-
port from family, friends, community, and soci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vering emotional,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aspect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
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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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据 2019 年的人口大数据显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 [1]。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支持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社会支持系统指的是个体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依赖的社会关系网

络，用于解决问题和获取资源支持的外部支持系统。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让个体感受到关心、爱护、尊

重和重视[2]。对于老年人来说，社会支持不仅有助于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能提供情感慰藉，增

强其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本文旨在探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及其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

的作用。 

2. 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 

社会支持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精神病学研究。最初的研究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个体从他人

或社会网络中获取的一般或特定的支持资源。随后的研究逐渐深入探讨了社会支持与个体身心健康等方

面的关系。社会支持被视为一种资源，涉及支持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资源交换。同时，在社会心理学的视

角下，社会支持也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即通过特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为

社会成员提供帮助[3]。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物质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实际帮助

等多种形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由多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它不仅包含来自家庭、朋友邻里

和社区的支持，还涵盖政府及社会服务机构的帮助。这些支持形式共同作用，构成了老年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支持网络。 

2.1. 家庭支持 

目前，中国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主要以家庭依赖型为主，他们主要依赖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作为

主要的支持来源[4]。家庭支持被广泛认为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

支持不仅体现在物质和实际帮助上，还包括情感上的陪伴和关怀。老年人在生活中面临的许多挑战，如

健康问题、经济困境和情感孤独，往往通过家庭的支持得以缓解。第一，经济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老年

人面临经济压力，尤其是那些依赖固定养老金或没有足够储蓄的老人。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养老金可

能不足以覆盖所有开支，这时家庭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家庭的经济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基

本生活需求，包括医疗费用、日常开支和娱乐活动。这种经济支持不仅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还

能增强其生活的独立性和尊严感。第二，日常照护。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身体功能

下降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日常照护和帮助。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协助洗澡、穿衣、做饭、服药等日常活动

来减轻老年人的负担。第三，情感支持。情感支持不仅包括日常的陪伴和倾听，还包括在老年人面临困

境时给予鼓励和理解。家庭成员，特别是配偶和子女，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家庭成员的陪伴和关

心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定期的探望、电话联系和共同参与家庭活动都能让老年人感受到被爱

和重视，并有效降低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第四，代际交流。家庭中

的代际交流不仅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能为老年人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年轻人的活力和新观

念有时也能激发老年人的兴趣和动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3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祥如 
 

 

DOI: 10.12677/ar.2024.116338 2324 老龄化研究 
 

2.2. 朋友与邻里支持 

除了家庭支持，朋友和邻居的支持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良好的朋友与

邻里支持能够帮助老年人建立稳定、积极的社交网络。良好的社交网络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和支持，还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社交网络的强度和广度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积极参

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通常会感到更快乐、满足，并且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首先，情感支持。同辈

人之间的互动和支持对于维持老年人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良好情绪至关重要。这种支持方式有助于老年

人缓解各种丧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同龄群体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可以减少老年人的悲伤、焦虑和抑郁情绪，

有助于他们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5]。孤独感是许多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之一。朋友之间的相互倾

听和分享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和陪伴。定期与朋友聚会、聊天或者共同参

与兴趣小组等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积极的心态，促进心理健康。其次，信息共享。朋友之间经常

交流各种信息，包括健康知识、社区活动、政策变化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作

出合适的决策。再次，实际帮助。老年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往往伴随互助的性质。在生活中，朋友可以在

日常活动中相互帮助，例如共同购物、互相陪伴就医等。这种互助关系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

还增强了彼此的情感联系，进一步提升了生活质量。最后，社交参与。与朋友和邻居的互动可以促进老

年人的社交参与。通过参与社交活动，老年人不仅能够与朋友交流思想和情感，还能让老年人感到充实，

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2.3. 社区支持 

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生活共同体[6]。“社区作

为具有凝聚力量的小型社会团体，通过利用社会资源为本社区居民提供满足各种需求、改善生活质量、

促进全面发展的物质、精神、情感等全方位支持，故社区支持对于弱势群体不可或缺”[7]。社区作为老

年人生活的重要环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和服务，社区支持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还能有助于他们的社会参与感的增强。第一，社区设施。许多社区设有专门的老

年活动中心、健身场所和图书馆等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和学习的机会。第二，社区服务。社区

通常会提供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如送餐服务、家政服务、健康咨询和医疗服务等。这些服务能够

有效解决老年人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生活便利性。例如，定期的健康检查、营养指导和疾病预防讲

座等，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从而提高老年人的自我

保健意识，降低疾病风险。第三，志愿服务。社区中的志愿者组织常常开展各种关爱老年人的活动，鼓

励年轻人参与老年人的照护和陪伴，如陪伴就医、上门探访等。这种志愿者服务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额

外的帮助，为老年人带来了温暖和关怀，还能促进代际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增强社会的整体和谐性。第

四，社区活动。社区会定期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展示自我和结交朋友的平台，如健

身课程、艺术展览、文化活动等，鼓励老年人参与其中。参与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交网络，帮助他们结识新朋友，拓展人际关系，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4. 社会专业服务机构支持 

社会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各种服

务，如养老院、居家照护和心理咨询，帮助老年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一，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提

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包括门诊、住院治疗、康复护理等。定期的体检和及时的医疗干预有助于维护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第二，养老机构与居家照护。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专业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全面

的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这些机构通常配备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和完善的设施，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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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许多老年人选择进入养老院，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照护和社交机会。而居家照护则适合希望在熟

悉环境中生活的老年人，社会服务机构可以提供居家照护人员，帮助老年人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第三，

心理咨询。许多老年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等。社会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能

够帮助老年人获得专业的情感支持与心理指导服务，老年人可以获得有效的心理调适方法，帮助他们应

对焦虑、抑郁等问题，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通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干预，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

中的各种挑战。第四，法律援助。老年人在面对财产继承、遗嘱制定等法律问题时，往往需要专业的法

律援助。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可以为他们提供咨询和代理服务，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2.5. 政府支持 

政府组织支持系统是老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福利制度等措施来确

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8]。政府在构建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

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政府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和服务。第一，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建立的

社会保障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些制度确保了老年人在

退休后仍能享有稳定的收入和必要的医疗照顾。第二，福利政策。政府实施的各种福利政策，如老年津

贴、住房补贴等，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这些政策特别关注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确保他们在晚

年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第三，公共服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等，为老年人

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公交车免费乘坐等措施，使老年人能够更加轻松地出行和参与

社会活动。第四，法律法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不受侵犯。例如，《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明确了老年人的各项权利，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为老年人提供了法律保护。 

3. 社会支持系统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 

良好的社会支持被视为有助于缓解生活压力，促进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感。在老年人群体中，他们

的社会支持情况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生命质量等密切相关[9]。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

系统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作用。 

3.1. 促进身体健康 

社会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良好的身体健康。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能够促使老年人更积极地参与

身体锻炼和健康管理。例如，家庭成员和朋友的鼓励常常促使老年人参与社区健身活动、定期体检和健

康饮食，这些都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从而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同时，社会支持可以在老年人

遭遇健康问题时提供必要的照护和关怀，减少其心理负担。此外，适度的社交活动也有助于延缓认知衰

退，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3.2. 保持心理健康 

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其心理健康状况成正比[10]，心理健康对老年人至关重要。社会支持的作用在于帮

助维持个体良好的心理情绪状态[11]，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增加老年人的情感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来提

升其心理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使老年人感到被接纳和认可，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

感和抑郁情绪，增强其心理韧性，有效降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增强自信心和归属感。 

3.3. 增强自主性，提高独立生活能力 

实际帮助和社区服务可以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多支持，当老年人拥有良好的支持网络时，

他们更有可能自主地作出生活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保持较高的独立生活能力。这种自主性不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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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还能促进老年人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 

3.4. 提升社会参与度 

老年人养老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们物质生活的保障，还取决于他们精神层面的满足程度[12]。社

会支持系统为老年人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老年人能够展示自我，扩展社交

网络。这种社会参与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生活经历，还能够使得老年人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

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3.5. 顺利应对生活挑战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社会支持系统为老年人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帮助。无论是经济困境

还是健康问题，社会支持都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减少压力和焦虑。 

4. 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存在的不足之处 

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直接

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亟待

解决。 

4.1. 家庭支持不足 

家庭支持系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与老年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所组成的支持网络，主要满足老

年人对亲情的基本需求，对他们的心理慰藉作用尤为重要，且仍然是当前最主要的精神支持来源。构建

家庭支持系统是建立整体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引起重视[13]。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生活中

最重要的支持来源，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年轻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核

心家庭的普遍化，很多家庭面临着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压力，导致老年人经常独居，缺乏必要的生活和情

感支持，这种困境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4.2. 社区支持服务不健全 

尽管很多城市在推广社区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许多社区的老年人支持服务仍显不足。部分

社区缺乏针对老年人的专门活动和服务项目，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低，导致老年人在社会交往中感到隔离。 

4.3. 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养老需求不断增长，面对复杂的养老挑战，政府出台的政策尚显

不足[14]。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老年人，但社会服务体系的整体性和可持续

性仍待加强。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资源配置、服务内容和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短缺，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老年人需求。此外，社会服务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不足，许多老年人对可获取的社会服务缺乏了解，导

致他们无法主动寻求帮助。 

4.4. 心理健康支持缺乏 

在老年阶段，精神慰藉成为老年人的重要需求之一。随着身体健康问题增加和身体功能下降，老年

人更容易经历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自杀行为[15]。尽管一些医院和心理咨询

机构开始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相关的支持系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

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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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术适应性差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和使用经验，难以适应新技术所带

来的服务变革。很多老年人无法通过智能手机或网络平台获得信息和服务，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孤

立感和无助感。 

5. 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家庭、朋友、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

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需要从多个层面

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5.1. 加强家庭支持 

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提供育儿假、家庭护理补贴等政策措施，鼓励家庭成员更

多地参与到老年人的照顾中来。同时，开展家庭教育项目，提高家庭成员的照顾技能和意识。 

5.2. 健全社区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应该创建友好互助的社区环境，积极策划多样化丰富的社交和文体活动，鼓励老年人

积极参与，增强他们的社交互动和归属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16]。各地应积极探索社区老年人服务的新

模式，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和高质量的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例如，增设老年活动中心、

扩大送餐服务范围、开展定期的健康讲座等，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此外，还可以引入智

能化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5.3. 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对于

低收入和特殊困难群体，应提供额外的福利支持；发展专业服务机构。政府应加大对专业养老机构和医

疗机构的管理和支持，提高其服务水平和覆盖面。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监管，确保老年人能

够获得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5.4. 重视心理健康支持 

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提

升生命质量和幸福感[17]。应加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建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服务体系，为老

年人提供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此外，还应在社区中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和教育，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属对

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 

5.5. 推进科技应用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同时，

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科技产品，并组织相关的培训班和学习活动，帮助老年人掌握基本的技术使用技

能，从而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 

5.6. 倡导全社会关爱 

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方式，倡导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理念，增强社会对老年人生活需求的理

解，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对老年人支持的意识与责任感。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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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系统中来，促进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多方协作的服务网络，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6. 结语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在提升其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家庭、朋友、社区、社会专

业服务机构以及政府都在这一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通过建

立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对老年人支持的意识和责任感，有效改善老年

人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

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具体影响，关注如何增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如何根据不同老

年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方案，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从而实现老年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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