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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人群体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性别隔离现象。老年男性可能在经济上更为独立，拥有更多的退休金和储

蓄。他们在财务管理上可能更为自主，而老年女性可能在经济上更依赖子女或配偶，尤其是在缺乏退休

金或储蓄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中，男女在职业分配、工作时间和经济活动参与程度上存在差异，这

些差异可能导致老年时期的经济隔离。性别隔离可能导致老年女性或男性在社交活动中的参与度降低，

从而增加社会孤立的风险，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导致老年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子女或配偶，可能

阻碍老年人将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年轻一代，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期望和责任分配出现冲突，可

能加剧老年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相关政策和服务的设计不够全面，无法满足不同性别老年人的

特定需求。解决老年人中的性别隔离问题需要从法律、政策支持，社会观念改变，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

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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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very serious gender segregation among the elderly. Older men are likely to be more finan-
cially independent, with larger pensions and savings. They may be more autonomous in ma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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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finances, whereas older women may be more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or spouse, 
especially if they lack retirement funds or saving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working hours, and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hese differences may lead to economic isolation in old age. Gender segregation may lead to a de-
crease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women or men in social activiti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risk of 
social isolation, aff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causing older women to be-
come mor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or spouses, and may prevent the elderly from 
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the transfer of experience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ay lead to conflicts 
in role expecta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family members, may exacerbate ine-
quality among the elderly, and may lead to the desig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services that are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of different genders. specific needs. Solv-
ing the problem of gender segregation among the elderly requires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changes 
in social concepts,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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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仍然在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老年人群体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性别隔离现象。笔

者曾前往上海南翔古镇说书场观察，发现南翔古镇的槎溪书场，听众是清一色的男性老年人，没有一位

老年女性参与，呈现出严重的性别隔离现象。论者指出，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自 1982 年至今持续上

升[1]。学界关于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现象有较多阐述[2]，但是对老年人中的性别隔离现象较少论述，笔者

拟结合老年人群体中的性别隔离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2. 社会中的性别隔离现象 

性别隔离现象是指根据个体的生物性别将其分离、区分或限制在特定场所、活动或社会角色中的现

象。性别隔离通常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水平隔离指的是女性难以进入某些被视为“男性的工作”，

例如体力劳动或专业性强的职业，而男性则较少从事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如家政服务、护理等[3]
垂直隔离则是指在相同的行业中，男性往往拥有更高的职位与薪资，而女性则处于较低层次的职位，并

且薪资低且不易升迁。 
在特定职业中，男性或女性可能会高度集中，导致与另一性别的职业隔离。例如，护理和幼教行业

女性比例较高，而建筑工人和长途汽车司机则以男性为主。这种职业上的性别隔离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职

业选择，也影响了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机会。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时间和程度存在显著差

异[4]。女性往往因家庭责任而减少工作时间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则更可能保持全职工作状态。性

别隔离还体现在男女参与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和闲置活动中。女性可能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

的工作，而男性则可能更多地参与市场活动和休闲活动[5]。由于健康和社会角色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

退休年龄存在差距，这也反映了性别隔离的一个方面。 
老年女性的社交活动参与度通常低于男性，这可能导致她们在社会资源获取和心理健康方面处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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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位[6]。就业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结构性障碍也是导致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雇主可能基于性别

偏见做出招聘和晋升决策，从而加剧了性别隔离。政策和法律框架也可能影响性别隔离的形成。如果缺

乏支持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性别隔离的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由于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期待不同，也

可能导致他们在职业选择和工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女性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灵活性较高的工作以兼

顾家庭责任。 
性别隔离现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传统上，父权制文化将声望高、地位高的职业赋

予了男性，而将家务劳动、照顾他人的角色留给了女性。这种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空间，使得她们在职业晋升过程中遇到更多阻碍。同时，市场竞争机制也放大了女性的生理弱势，强化

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导致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的加重。 
性别隔离不仅存在于职场，还渗透到教育、娱乐甚至家庭生活中。例如，在学校教育中，男女学生

往往被鼓励参与不同的活动，男生更多参与体育运动，女生则更多地参与音乐或美术活动。女性在体育

活动中，经历了来自社会、文化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带来的阻碍[7]。在家庭生活中，男性通常被期望是经

济供养者，而女性则承担家庭和抚养子女的责任。这些传统的分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选择

和发展，使得性别隔离成为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性别隔离现象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到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多个方面。

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需要从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经济状况、鼓励终身学习、改变社会和文化对老年人

的期望等多个层面入手。同时，也需要提供更多支持和资源，帮助老年女性克服健康和体能上的挑战，

以便她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 

3. 老年人性别隔离表现及形成原因 

老年人出现性别隔离的表现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包括社会参与度、家庭角色、健康和护理需求

等。 
首先，从社会参与度来看，老年男性可能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活动、志愿者工作或社交俱乐部。他们

可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公共事务或担任社区领导角色。老年女性可能更多地参与同家庭和亲友相关的活动，

如照顾孙辈、组织家庭聚会等。她们的社会参与可能更多集中在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中。长期以来的社会

文化对男女角色有着明确的分工，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社会活动的主导者，而女性则被期

望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这种传统观念在老年阶段依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参与方式。老

年男性往往拥有更丰富的职业背景和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后更容易找到新的社会角色，

如参与社区活动或担任领导职务。相比之下，老年女性可能因为长期专注于家庭而缺乏类似的经验和资

源。老年男性由于过去在职场上建立的广泛联系，退休后更容易获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而老年女性

虽然在非正式社交网络中活跃，但这些网络较少提供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 
其次，从家庭角色分工来看，即使在老年，男性也可能继续承担家庭中的权威角色，如财务决策或

重大事务的决定者。他们可能在家庭中保持较高的地位。老年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

的责任，即使子女已经成年，她们仍可能是家庭中的主要照料者。在许多文化中，男性被赋予了家庭中

的领导角色，而女性则被视为照顾者和家务劳动的承担者。这些角色分配通常是由长期的社会规范和传

统所塑造的。即使在老年，这些角色也可能被维持，因为改变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可能需要时间。性别

角色刻板印象是指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行为的期望。这些期望往往强调男性作为决策者和权威人

物的角色，以及女性作为关怀和支持家庭成员的角色。这些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自我认同和他们

在家中的角色。在历史上，男性通常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因此他们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尽管

现代社会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但这种历史背景可能仍然影响着家庭角色的分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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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情况下，男性可能在退休后继续拥有较高的家庭收入或储蓄，这可能导致他们在财务决策上拥有更

大的发言权[8]。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家庭角色分工正在逐渐变化。年轻一代可

能更倾向于分享家庭责任和决策，这可能会在未来改变老年男女在家中的角色。 
再次，从健康和护理需求来看，老年男性可能更倾向于依赖配偶或女性家庭成员提供护理和照料。

他们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可能更不愿意寻求帮助或承认自己的脆弱。老年女性可能更多地依赖正式的医

疗和护理服务，如养老院或专业护理人员。她们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可能更愿意寻求外部支持。在许多

文化中，男性通常被期望扮演强壮、独立的角色，而女性则被期望扮演关怀、照顾他人的角色。这种性

别角色可能会影响老年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健康问题时的行为。老年男性可能更倾向于看到自己为家庭提

供支持的角色，而不是需要他人照顾的角色。因此，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寻求帮助或承认自己的脆弱。社

会对男性的期望可能会给老年男性带来压力，使他们觉得寻求帮助是软弱的表现。而女性则可能更容易

接受寻求外部支持的想法。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这可能使她们在面对健康问

题时更愿意寻求外部支持。 
第四，从休闲活动来看。老年男性可能更喜欢参与体育活动、下棋、钓鱼等户外活动。他们的休闲

活动可能更注重体力和竞技性。老年女性可能更喜欢参与手工艺、阅读、园艺等较为静态的活动。她们

的休闲活动可能更注重社交和放松。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和期望可能会有所

不同。在某些文化中，男性被鼓励参与竞技性和体力活动，而女性则被鼓励参与社交和家庭相关的活动。

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休闲活动选择。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兴趣爱好都是独特的，这会

影响他们选择休闲活动的类型。例如，一个曾经热爱运动的老年男性可能会继续参与体育活动，而一个

喜欢阅读和手工艺的老年女性可能会继续从事这些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的体力和健康状

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对男性期待的影响，老年男性可能更倾向于参与体育活动，因为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他们保持活力和健康。而老年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参与较为静态的活动，这些活动对身

体的要求较低，更适合她们的身体状况。 
第五，从信息和技术使用情况来看。老年男性可能更愿意学习和使用新技术，如智能手机、电脑等。

他们可能更主动地获取信息和保持与社会的联系。老年女性在使用技术方面可能相对保守，她们可能需

要更多支持来适应新技术。在许多文化中，男性被鼓励去探索、学习和尝试新事物，而女性则可能更多

地被期望保持传统和稳定。这种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可能导致老年男性对新技术更加开放。老年男性可

能在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学习新技术可能是其中之一。他们可能会因

为对某些特定领域的兴趣(如摄影、旅行、投资等)而主动学习相关技术。如果老年女性在过去的生活中较

少接触或使用技术，她们可能会感到不自信或不适应，这种缺乏经验可能导致她们对新技术持保留态度。

所以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不同行为选择，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不同导致的。 
第六，从经济状况来看，老年男性可能在经济上更为独立，拥有更多的退休金和储蓄。他们在财务

管理上可能更为自主。老年女性可能在经济上更依赖子女或配偶，尤其是在缺乏退休金或储蓄的情况下。

她们可能需要更多外部支持来维持生活质量。在许多文化和社会中，男性的职业生涯往往更长，且收入

水平较高，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退休后拥有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此外，男性在职业生涯中可能有更多的机

会获得晋升和加薪，这也有助于他们积累更多的财富。尽管性别平等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改善，但女性在

职业生涯中的平均工资仍然低于男性。这种差距可能导致女性在退休时拥有较少的储蓄和投资。此外，

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面临更多的职业中断，如生育、育儿等，这也会影响她们的收入和储蓄。由于家

庭责任(如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或其他原因，女性可能在职业生涯中的工作时间较短，这影响了她们的长

期财务积累[9]。一些女性可能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后暂时离职，或者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减少工作时间，这

都会影响她们的收入和储蓄。在某些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可能对女性不利，导致她们在退休后的福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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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些国家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可能不利于那些有间断工作经历的女性，因为她们的缴费年限较短。社

会和文化期望也可能影响两性在财务管理上的差异。传统观念可能认为男性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而

女性则更多地承担家庭照顾者的角色。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女性在财务管理上更加依赖他人。虽然教育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性别差距，但在一些领域，女性仍然面临教育和培训机会的限制。这可能影响她们

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潜力[10]。一些行业可能存在性别偏见，导致女性难以获得高薪职位或晋升机会。 
总的来说，老年人出现性别隔离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参与、家庭角色、健康护理、休闲活

动、信息和技术使用以及经济状况等多个领域。这些表现反映了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对老年人生活

的影响。要打破这种隔离，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经济状况、鼓励终身学习、改

变社会和文化对老年人的期望，以及通过媒体和公共政策促进更加积极和包容的老年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因并不是绝对的，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有些老年女性也可能在经济上

非常独立，而有些老年男性可能面临经济困难。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并采取措施来促

进性别平等和经济独立。 

4. 老年人的中性别隔离现象的危害 

性别隔离现象在老年人中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和后果，这些影响不仅涉及个人层面，还可能对

家庭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后果： 
第一，性别隔离可能导致老年女性或男性在社交活动中的参与度降低，从而增加社会孤立的风险。

这种孤立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当老年人被限制在特定的性别角色或活动中

时，他们的社交圈往往会变得狭窄。缺乏跨性别的社交机会使得老年人难以结识新朋友，从而减少了社

交活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长期的性别隔离可能导致老年人缺乏与不同性别交往的机会，进而影响他们

的社交技能。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感到不自在或缺乏自信，进一步降低社交活动的参与度。社

交活动的减少往往会导致孤独感的增加。长期的社会孤立可能使老年人感到被遗忘或忽视。社交活动是

老年人获取信息和支持的重要途径。性别隔离可能导致他们错过这些重要的资源。缺乏信息和支持可能

使老年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感到无助和困惑。 
第二，性别隔离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研究表明，社会孤立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包括心

血管疾病、抑郁症和认知衰退。性别隔离可能加剧这些问题，因为它限制了老年人与他人交流和获得支

持的机会。长期的孤独和社会孤立可能导致慢性压力和炎症，这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缺乏社

交支持可能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选择，如饮食习惯、运动频率等，进一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

期的孤独和社会孤立可能导致老年人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的

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孤立是抑郁症的一个显著风险因素。缺乏与他人的交流和支

持可能导致老年人感到无助、失落和绝望。抑郁症不仅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如睡眠障碍、食欲减退等。社交活动对于保持大脑活跃和认知功能至关重要。缺乏社

交刺激可能导致大脑功能逐渐衰退，社会孤立可能增加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形式痴呆症的风险。 
第三，性别隔离可能导致老年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子女或配偶，尤其是在缺乏退休金或储蓄的情

况下。这种经济依赖可能会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和自主性。许多老年女性可能因为历史原因未能充分积

累退休金或储蓄，导致她们在晚年面临经济困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性别角色的限制，老年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可能逐渐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她们的经济来源。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性别差

异，导致老年女性在获取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11]。在性别隔离的环境中，老年女性可能

难以获得来自社区和家庭的有效支持，这加剧了她们的经济困境。经济依赖可能导致老年女性在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方面遇到困难，如食物、住房和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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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性别隔离可能加剧老年人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当它与职业、教育和经济机会的差异相结合

时。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资源获取。传统观念和社会期待往往限制了女性的职业

选择，导致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职业隔离，女性往往从事低收入工作，这直接影响

了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和退休金积累。性别隔离限制了女性的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影响了她们的职业满

意度和自我实现[12]。老年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普遍低于男性，这影响了她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获取。性别

隔离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使得老年女性在终身学习方面面临更多障碍。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持续教育机

会的老年女性更难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由于职业和教育机会的限制，老年女性往往没有足够的

退休金来保障晚年生活。性别隔离导致女性在储蓄和投资方面的机会和能力不如男性，增加了她们的经

济脆弱性。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使得老年女性在获取福利时面临更多困难。经

济依赖可能导致老年女性在获取医疗服务时面临财务障碍，影响她们的健康和福祉。性别隔离可能限制

老年女性获取有关健康、福利和权益的信息，影响她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随着社会的数字化，缺乏技

术接入能力的老年女性可能在获取现代服务和资源时遇到更多困难。 
第五，性别隔离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期望和责任分配出现冲突，尤其是在照顾老年亲属方

面，这可能会增加家庭内部的压力和紧张关系。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性别隔离可能导致某一性别的成员

缺乏足够的发言权，影响家庭内的公平性和和谐。在许多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与现代社会的期

望发生冲突。男性通常被期望承担经济支柱的角色，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期望负责家务和照顾家庭成员。

性别隔离可能导致照顾老年亲属的责任不公平地落在某一性别身上，通常是女性，这加剧了家庭内部的

紧张和不满。长期的不平等责任分配可能给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家庭成员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负担[13]。
性别隔离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不畅，增加了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责任分配不均和角色期望的

冲突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升级，影响家庭的稳定和成员的心理健康。在隔代抚养的情况下，性

别隔离可能导致祖辈与年轻父母在育儿理念和方法上存在差异，引发家庭矛盾。 
第六，性别隔离可能阻碍老年人将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年轻一代，因为性别角色的限制可能减少他们

参与教育和指导的机会。在许多文化中，老年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担家庭照顾者的角色，而老年男性则可

能更多地参与外部活动。这种性别角色的划分限制了老年人参与教育和指导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希

望跨越性别界限传授知识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和教育项目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性别多样性，导致某些老

年人群体被边缘化，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由于性别隔离，一些老年人的专业技能和生活经验可能

未能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利用，这对社会的持续发展构成损失。老年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性别隔离

可能导致某些文化知识和传统技能的流失，影响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七，如果社会对老年人的性别隔离现象认识不足，可能会导致相关政策和服务的设计不够全面，

无法满足不同性别老年人的特定需求。性别隔离可能导致老年女性和男性在获取医疗保健服务时面临不

同的障碍，影响他们的健康和福祉。老年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普遍低于男性，这影响了她们的知识水平和

技能获取。随着社会的数字化，缺乏技术接入能力的老年女性可能在获取现代服务和资源时遇到更多困

难。社会活动和教育项目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老年性别的多样性，导致某些老年人群体被边缘化，无法

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14]。 
总的来说，解决老年人中的性别隔离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提高公众意识、改善教育和

经济机会、鼓励跨性别交流和合作，以及制定更加包容的政策和服务。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减少性别隔

离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老年人的福祉和社会的整体和谐。 

5. 老年人中性别隔离问题的对策 

解决老年人中的性别隔离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法律政策支持、社会观念改变、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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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支持等。 
第一，法律和政策支持，推动性别平等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制定和实施促进性别平等

的政策，特别是在养老和福利领域，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平等的医疗、社会服务和住房机会。政府应加

大对女性就业机会的扶持力度，提高女性在职业生涯中的晋升机会，减轻她们在家庭中的负担，从而提

高女性的养老金水平。确保对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落实到位，包括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最

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15]。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法律保护，不受性别歧视的影响。加强对性别歧视行为

的监管和惩罚力度。 
政府应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确保老年女性在职业、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权益。需要不同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解决老年女性面临的多重挑战，为老年女性提供经济援助和

社会保障，以减少她们对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鼓励和支持老年女性参与终身学习，提高她们的知识水

平和技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改变社会观念，消除性别刻板印象，鼓励终身学习。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提高社会对性别

平等的认识，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改变社会和文化对老年人的期望，通过媒体和公共政策促进更加积极

和包容的老年形象。通过社区宣传、老年大学讲座、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性别平等的理念和老年人打

破性别隔离的重要性，让老年人认识到性别隔离对自身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合的负面影响。挖掘和宣传老

年夫妻相互支持、共同参与活动以及老年群体中跨性别交往的成功案例，为其他老年人树立榜样，引导

他们逐渐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举办各种适合老年人的文化艺术活动、体育赛事等，鼓励男女老年人共

同参与，如合唱比赛、门球比赛等，在活动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交流，打破性别界限。传承和弘扬尊重

女性、倡导男女平等的传统文化，同时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创新老年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更

具吸引力和包容性，让男女老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和价值。 
第三，社会支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所有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最低生活保障

和医疗保障。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帮助老年人应对性别隔离带来的孤独和焦虑。鼓励老年人表达自己的

感受和需求，并寻求适当的支持。鼓励社区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打破性别隔离。组织

跨性别的社交活动，让老年人有机会结识不同性别的朋友。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活动，以增

强他们的社会联系和归属感。为老年人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特别是那些旨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

领域。 
在社区规划和建设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打造更多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

场、老年活动中心等，并设置多样化的活动区域和设施，鼓励男女老年人共同使用和参与活动。确保社

区内的公共设施布局合理，方便老年人到达和使用，避免因设施位置不合理或设计不人性化导致某一性

别的老年人使用不便，从而加剧性别隔离。社区可以定期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如文艺演出、健康讲座、

志愿服务等，并明确鼓励男女老年人共同参与，通过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促进男女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如书法绘画、摄影、舞蹈等，吸引男女老年人共同加

入，让他们在兴趣小组中结交朋友、交流心得，打破性别隔阂。 
第四，家庭支持。鼓励家庭成员打破性别界限，共同照顾老年人。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帮助家庭成

员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老年人的需求。鼓励老年夫妻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沟通，分享彼此的兴趣和想法，共

同探讨参与社交活动的可能性，互相支持和鼓励对方走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减少因性别隔离导致的

沟通不畅和情感疏离。家庭成员可以定期组织家庭聚会、外出旅游等活动，邀请双方的亲朋好友参加，

为男女老年人创造更多跨性别交往的机会，增进彼此的感情。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要充分理解和尊重老

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需求，不对他们的社交选择进行过多干涉，支持老年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各种

活动，包括与异性的交流和互动。对于行动不便或有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成员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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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如陪同参加活动、协助准备活动用品等，让老年人能够更轻松地参与到跨性别的社交活动中。 

6. 结语 

人口老龄化与性别平等议题的交织使得老年人群体中的性别隔离现象成为亟待关注的社会课题。性

别角色分工的历史延续性在老年阶段呈现出多维度的社会后果——经济资源分配的显著差异不仅延续了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更通过代际传递强化了老年女性的经济依附地位。老年男性在经济自主权

上的优势与老年女性在家庭照料中的角色固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性困境：前者可能因社会角色单一

化陷入社交孤立，后者则在经济依赖中面临自主权缺失的双重困境。 
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将对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个体层面看，性别隔离不仅制约了老年

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更通过心理健康机制影响其生活质量；从代际关系角度，传统性别分工的固化阻碍

了家庭角色模式的代际革新；从政策维度，忽视性别差异的老年服务体系可能进一步扩大群体内部的不

平等。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隔离现象本质上是生命周期中性别不平等的累积性呈现，折射出社会保障体

系、家庭伦理观念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 
破解这一结构性难题需要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框架：在法律层面，应当完善退休金制度的性别补偿

机制，通过立法保障老年女性的财产权益；政策设计需建立性别影响评估机制，在养老服务体系嵌入差

异化的服务模块；社会观念革新方面，应通过公共教育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重构老年社

会参与的价值认知；家庭支持系统则需要建立代际对话机制，推动家庭责任分配的代际协商。唯有通过

制度重构与文化再造的双重变革，才能实现老年群体内部性别关系的实质性平等，使不同性别的老年人

都能获得有尊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不仅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必要举措，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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