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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社区老年人的精神养老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重点从精神养老方面分

析首都城市老年人晚年生活现状，发现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和合理化的意见、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和表达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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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老人子女和社区需要对这部分老年人给予

更多的关心、照顾和服务，尤其避免老人一人

在家发生危险无人帮助。

（二）家庭满意度高但精神上仍感孤独

如图 １所示，被调查者中家庭非常和睦的

占 ３７５％，家庭成员关系尚可占 ３９８％，关系

紧张占 ２０７％，非常不满意占 ２％。前两者相

加占 ７７３％，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家庭关系

的评价较为满意；后两者相加占 ２２７％，说明

有两成多老年人对目前家庭状况满意度不高。

图 １　对家庭状况的满意度评价

被调 查 的 老 年 人 中，偶 尔 感 到 孤 独 的 占

３９％，经常感到孤独的占 ２７１％，一直都很寂

寞的占 ６４％，前三者相加共占 ７２５％；而从

不感到寂寞的占 ２７５％，不足三成。这说明绝

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

通过调查了解，有三成的老年人从不参加

任何活动，这些老年人多为高知识分子，退休

前工作非常稳定且均处于较高层次，退休后感

到自我价值缺失，心理落差较大，无法很好地

完成身份的转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更加注

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发挥余热，再次

体会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感和被认同感。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与配偶同居的老人，

最不会感觉到寂寞；而与子女同居的老年人感

到孤独的人数最多，超过了独居老人。这里的

“孤独感”是衡量幸福感的其中一个指标。该指

标说明子女对老年人的陪伴和关注，还不能完

全达到让老人感到幸福和美满的程度。这与子

女早出晚归勤于工作、忙于生计有很大关系，

即缺乏与老人的沟通交流，使老人们在生活中

感到寂寞孤独，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精神养老

投入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人际关系的评价方面，可以看出：认为

自己人际关系融洽、心情愉悦的老人占 ４９４％，

人际关系正常、感觉一般的老人占 ４３％，人际

关系紧张、感觉糟糕的老人占 ７６％ （见图 ２）。

通过进一步调查了解，人际关系紧张的老人往

往不愿与人交流，不愿与人交友，这一群体需

要更多的关心和重视，必要时需要人际关系的

调节和心理的疏导。

图 ２　对自身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评价

通过调查发现，遇事从不向任何人倾诉的

老人占 ２３５％，只向关系极为密切的朋友倾诉

的占 ２９５％，朋 友 主 动 询 问 才 会 告 知 的 占

２１５％，主动向周围人诉说自己的烦恼，以获

得支持和理解的老人占 ２５５％。选项分布较为

均衡，说明每个老年人的性格不同，接触的人

和事不同，在处理烦恼的时候方式方法也不尽

相同。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喜欢倾诉或愿意把

烦恼倾诉的人，整体幸福指数高于不愿意倾诉

的老年人，且这些人往往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超过两成的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通过调查了解，社会有保障、非常有安全

感的老年人占 ３１１％，有一定社会保障、有一

定安全感的老年人占 ４５８％，社会保障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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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不强的老年人占 １６３％，没有社会保障、

没有安全感的老年人占 ６８％。前两者相加共占

７６９％，说明目前社会保障对于绝大多数老人

比较到位。但不可忽视，仍有 ２３１％的老年人

认为社会保障状况不佳，安全感不强。

另外，超过 ８８％的老年人能享受较为优越

的或正常的医疗条件，少部分老年人则感到负

担医药费用很吃力。超半数老年人认为目前医

疗费用较高，有一定压力。这与老年人身体状

况趋于弱势、需要更多的医疗支出分不开。提

高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幸福指数在本研究中是指老年人根据自己

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自身的生活状态做出

的满意度评价，包括晚年生活的满足感、心态

情绪的快乐感和人际关系的价值感。

（一）社区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指数较高

如图所示，近八成老年人为自己的幸福感打

分超过 ９０分，这充分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度

较高。通过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幸福指数在 ９０
分以上的老年人均有两个或三个以上子女，说明

我国传统的儿孙满堂的家庭观和天伦之乐的晚年

生活，为老年人带来了足够的幸福感。

图 ３　老年人为幸福感打分结果

（二）影响老年人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１自身因素

调研发现，年龄越小的老年人对家庭状况

的满意度越高，身体健康的老人整体幸福指数

高于身体不健康的老人。且在影响幸福指数的

１０种因素中，选丰厚的收入的仅占 ３７％，最

低；选建立健康的心理和丰富的业余生活分别

占 １５２％和 １５％，排名最前，还有 １０９％的老

年人选择个人发展前景 （详见表 １）。这说明，

在老年人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中，构成他们精神

幸福感的因素不是工资收入，即不是物质方面

的因素，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大多

数情况下的不幸福是精神上或心理上的不满足

和不快乐造成的。

表
!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

响应

Ｎ 百分比

个案

建立健康的心理 ２３７ １５２％ ９４４％

丰富的业余生活 ２３４ １５０％ ９３２％

稳定的社会局势、

舒适的居住环境
２０６ １３２％ ８２１％

家庭的和睦 １７５ １１２％ ６９７％

个人发展前景 １６９ １０９％ ６７３％

足够的休闲时间 １４８ ９５％ ５９０％

能实现自我价值 １３３ ８５％ ５３０％

融洽的人际关系 １０９ ７０％ ４３４％

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
８８ ５７％ ３５１％

丰厚的收入 ５７ ３７％ ２２７％

总计 １５５６ １０００％ ６１９９％

城区老年人生活水平、物质基础等经济方

面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更加强烈

和明显。对于老年人而言，充实的精神生活，

远比富裕的物质生活更加重要。由此可见，老

年人自身因素对于老年人精神养老和幸福指数

方面的影响最大。因此，让老年人树立积极的

晚年生活态度，从而重新激发对夕阳生活的热

情是重点。

２家庭因素

调研发现，与配偶同居的老人最不会感觉

到寂寞，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感到孤独的人数

反倒很多。且在影响幸福指数的 １０种因素中，

选舒适的居住环境的占 １３２％，选家庭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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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１１２％，这两个指数也排名靠前。通过进一

步调查发现，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关注点不同。

女性更看重家庭和睦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较

少关注这些方面。

此外，失独老人、独居老人、有儿女陪伴

的老人等几类人群的幸福指数有所差别。失独

老人的幸福感不高是因为失去子女内心失落，

老人感到 “老无所养” “老无所依”，做事热情

不高，希望感不强；独居老人平时没有儿女身

边照顾，一切事务靠自己，会有 “没人管” 的

心理暗示，参与活动热情只比失独老人略高；

有儿女在身边陪伴的老人身心状态相比前两种

情况稍好，会用较为积极的心态和状态去面对

自己的晚年生活。

３社区因素

通过调查了解，老年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

历，丰富的业余时间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他们

普遍喜欢参与志愿公益性活动，喜欢参加社区

组织的集体活动，表现出积极阳光的精神状态。

这与老年人在影响幸福指数的 １０种因素中，

选丰富的 业 余 生 活 （１５％） 和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８５％）的选项一致。这说明老年人认为实现

自我价值会带来幸福感。

走访中，许多老人提到他们通过做志愿服

务，再次体会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被认同。社

区是城市老年人的聚居地，是他们主要的活动

场所，人们以 “老年”状态生存的时间长达 ３０
年甚至更久，精神养老需要从社区服务中得到

满足。

４社会因素

在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中，选稳定的社会

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的老年人占 １３２％，排

名靠前，这一指数是衡量老年人社会安全感的

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老年人认为自己的

社会安全感有一定保障，满意自己居住的环境。

政府在为老年人办实事方面，提供了较好的硬

件设施，也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北京各类

养老服务硬件设施已具备较高水平。

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相对

富裕，广大老年人日常的基本生活普遍有保障，

“老有所养”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但选择建立

健康的心理 （１５２％）和个人发展前景 （１０９％）

两个选项的老年人也为数不少，说明在心灵关

爱层面需要提供的养老服务，还有待进 一 步

提高。

综上所述，建立健康的心理 （１５２％），丰

富的业余生活 （１５％），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

的居住环境 （１３２％），个人发展前景 （１０９％）

及实现自我价值 （８５％）等，这些因素是老年

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美好期望。

三、提高老年人精神养老的建议

综合考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丧偶情况、

居住情况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各种因素，从不同

层面提高城市老年人精神养老水平至关重要。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整

合资源，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家庭的温

暖和社区的照顾。

（一）发掘自身潜力，提高幸福指数

老年人自身在精神养老方面，应该努力塑

造阳光心态、建立养老精神支柱、应对晚年实

际问题。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心理健康则

是财富中的财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心理养

生是 ２１世纪的健康主题”，保持心理健康也是

顺应时代的需要。事物本身并不会影响人，人

们面对事物的看法才会真正影响人。认为 “老

而无用”的老年人，往往对晚年持消极悲观态

度，而认为 “老有作为” 的老年人，则更容易

健康长寿。

我国已经拥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教育

机构近 ６万所，在校老年学习者 ７００万名左右，

还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

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闲人无乐趣、忙人不

孤独”，老年人要主动求知寻爱好，多参加集

体、户外活动，适当追求时代新潮流，学会控

制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做到知

足常乐。老年人要花点时间学会某种技艺，培

养发展自己的兴趣，供自己后半生享用，要热

爱生活、享受生活，可以走出家门，扎堆唠嗑；

或走进人群，主动寻乐；还可迈进校园、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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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

“童年不能过顺境，影响成长；中年不能过

闲境，浪 费 生 命；老 年 不 能 过 逆 境，加 速 衰

亡。”老年人面对疾病煎熬、亲人去世、能力衰

退、家庭不睦等各种难题，顽强的意志就是最

重要的精神支柱。老年റ⸰㜵㐷㈠〠呄ന的⥔⸰㜵㐷㈠〠呄ന的⥔⸰䐍⠍꘩吮〷㔴㜲‰㖪



设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进一步提高社区

养老服务水平。政府可在购买养老服务的范围、

标准、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具体、

可操作的政策、法规或制度。

精神养老要有超前意识，在巩固家庭养老

和社区养老的同时，加速完善社会养老保障。

进一步完善退休金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退休金增长调节机制；进一步健全养老保

险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提高保险的社会化程

度，扩大保险的覆盖面；有计划地增加老年福

利、服务设施，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针

对精神养老需求，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助老服务，

加强老年人的服务保障。

综上所述，城市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健康

方面需要关心、关注，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

都不可能把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全包下来，社会、

社区、老人家庭及其自身，都有义务和责任关

心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需求。相信通过各方的

共同努力，必将全面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精神

养老水平，推动老年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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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精神养老对幸福指数影响作用的社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