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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龄背景下广西城市老年人健康行为研究 
洪运逸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8） 

摘要：本文从广西各市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广西各市的情况，探究各市应如何

因地制宜发展好养老产业，为经济发展找到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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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统计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

社会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

化的国家或地区；二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7%，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

化的国家或地区。根据 2018 年广西各城市的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

可知，南宁、柳州、桂林、北海、防城港和百色 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重与 2010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3.02 个百分点、4.7 个

百分点、2 个百分点、3.26 个百分点、3.03 个百分点和 1.47 个百分

点。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在广西各市逐渐凸显。 

1、广西各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 

1.1 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现象凸显 

在农村，普遍存在留守老人的现象，原因是城市相对于农村而

言，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机会。因此，农村的年轻人为了自

身发展的需要，远赴他乡进行打拼，导致年轻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

移，从而出现了留守老人的现象。现在许多村庄，已经很少看到大

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留守在村庄，这种

现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显得尤为突出。 

在城市，普遍存在空巢老人的现象。原因是城市的生活节奏很

職快，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很大，而且 场竞争很激烈。年轻人为了生

存与发展，都在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并且他们的工作模式基本都

是“白加黑”和“五加二”的模式。因此，年轻人已经没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的起居，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慰藉，从而出

现了空巢老人的现象。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以及各

种不良思潮的影响，拜金主义在不少年轻人中盛行，导致年轻人以

物质利益追求为主，而对家庭责任和家庭义务观念淡然视之，甚至

出现了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的现象。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广西 65 岁及以上空巢老

年人的家庭有 675634 户，占全国空巢家庭户数的 30.6%，由此可见，

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现象在广西较为突出。 

1.2 老年人口抚养比较高，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2010 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11.9%，而广西各市的老人抚

养比除防城港市略低于全国之外，其余各市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均高

于全国。由此可见，广西各市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较高。同时，在国

家和自治区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导下，广西各市“421”的家庭

模式逐渐凸显，并且这种模式将成为今后的主流模式，但是这种模

式对于养老而言是一个风险型的模式。而且，2010 年全国的总抚养

比为 34.18%，到了 2018 年全国人口总抚养比为 40.4%。而在 2010

年，广西就有 11 个城市的总抚养比超过 40.4%，这说明广西各市的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特别是在高房价、高教育成本的环境下，广西

各市的家庭负担成倍增长，从而使得众多家庭应对养老的措施黯然

失色。 

1.3 广西各市的养老负担加重，财政压力增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广西各市的社会保障压力逐渐增加，

养老负担逐渐加重，从而导致财政压力逐渐增大，由此出现了经济

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互制约的问题。根据表 3 的数据可知，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广西共有 10 个市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在增加，特别是贵港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6.85%增加到

55.79%，这说明各市政府用于保障老年事业与就业支出的经费在不

断增大，从而就会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相对减少，这对于经济

的发展而言是不利的。特别是百色、河池、贺州这些边远山区，原

本经济发展就相对落后，而社会养老负担的不断加重又会给这些地

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促进经济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之一。 

2、老年人口的健康与社会保障现状 

社会保障是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完善的养老保障

体系是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的基础。 

2.1 老年人口生活状况 

2018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广西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中，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 52.4%；依靠社会保障金为生活主要

来源的占 25.4%；依靠劳动收入为主生活来源的占 16.9%；依靠财

产性收入等其他方式生活的占 5.2%。 

2.2 老年人口社会保障情况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对

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很大的作用。据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8 年

广西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参加由政府推行、面向城镇职工、城乡

居民的养老保险为 88%(不包括商业保险)。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占 14.9%，参加城镇(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为 5.5%，参

加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为 64.5%，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为

2%，未参加以上四种社会养老保险的占 13.1%；参加由政府推行的、

面向城镇职工、城镇(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达 98.2%(不包括商业保险)。

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占 14.3%，参加城镇(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占 4.5%，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占 78.2%，参加公费

医疗的占 1.2%，未参加以上四种医疗保险的仅有 1.8%。 

2.3 老年人口健康情况 

2018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广西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中，身体健康的占 32.8%；基本健康的占 48.8%，不健康但生

活能自理的占 16.1%，生活不能自理的占 2.3%。 

3、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面对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的趋势以及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

要积极寻找适合实际情况的应对措施，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基础，以

最低生活保障、困难老人救助支持、高龄老人补贴为补充，覆盖城

乡、惠及全体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3.1 科学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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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的制度安排。然而，现行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显露出其

不足之处，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调整和完善。一是设立应对老龄化问题财政资金联动制度。按老

年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幅度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总体平衡和老年群体医疗救助的支出需求，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以实现“老有所养”的传统需求。二是健全和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增强有关制度的适应性。广西近年已大力推进社会保

障“一卡通”工作，9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实现

互联互通，同时与云南等 6 省(市)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互联网

+社保”建设有新的进展。为此，应继续健全和完善广西与其他省

市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整合和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增强有关制度的适应性。 

3.2 积极应对，保证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有效供给和劳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面临

着重要挑战。虽然由于人口老龄化对广西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的影响

在现阶段并未显现。但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已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口净外出是造成广西人口老龄化

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

受社会经济大环境影响，产业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产业转移步伐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加之“机器换人计划”等多项因素叠加，农

民工在外就业岗位及工资收入等多方面受到影响，同时，广西县域

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返乡迹象越发明显。因此，应

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为广西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

供给有力保障，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3.3 大力发展银色产业 

随着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连年

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老年人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老年市

场商机无限。如何充分利用这样前景广阔的市场，将给广西创造许

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据

统计截至 2018 年，广西只有各类老年福利机构 1.2 万个，养老床位

16.1 万张，每百人老年人拥有养老机构床位只有 2.3 张，远远满足

不了老年社会的需要。面对庞大的特殊老年消费群体，我们应提前

谋划，坚持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和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并重，将老龄产

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

运作”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扶持和发展老龄产业。要针

对老年人特殊的需求，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如发展托老所、老年

公寓等；二是兴建老年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险保健机构，

如健康医护所(室)、老年医院、康复中心等；三是根据老年人衣食

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等；四是加快发展老年文化产业。

如老年教育业、老年休闲旅游业、老年娱乐用品业等；五是建立和

完善老年金融服务业。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养老投资保险等。 

3.4 积极探索养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养老作用 

广西的养老问题，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在广大农村，

由于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子女数量持续减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

流入城镇，老年人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从现阶段养老

模式看，在农村地区，应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以农村五保家园和

养老院等“机构养老”为补充，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居家养老模式；

在城镇地区，积极推行社区养老功能。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

服务、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面向老人提供全方位、多

功能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小事不出家、难事不出社区。同时

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机构与设施的建设，形成以政府主

导的“机构养老”和市场化“社会养老”相结合为主体，居家养老

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3.5 农村养老问题压力增大 

广西是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广西是

老、少、边、山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仍然存在诸多瓶颈。广西 60%的老年人居住

在农村，同时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尚未健全，应对养老准备不足，

基础薄弱。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8 年广西 60 年及以

上老年人口中，农村仍有 12.9%的老年人没有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

险，而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大多数是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但养老金支付水平低，能领取的养老金不多，还没能达到作为

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有 62.1%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21.4%的老年人还需要依靠自食其力来维持生活。 

3.6 独居老人和“空心”家庭问题突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和流动人口的增加，青壮年外出务

工、求学增多，家庭日趋小型化，造成独居老人、“空巢”老年人

增多。2018 年广西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中，独居老年人

的户数占 23.1%，其中，一人独居的占 12.4％，一对夫妇单独居住

的占 10.7％；老年人与未成年人居住的占 3.7%，其中，一个老人与

未成年亲属居住的占 1.8%，一对老夫妇与未成年亲属居住的占

1.9%。独居老人、“空心”家庭他们承受着孤独与寂寞，面临着精

神上的困境，他们不但需要物质上赡养，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他

们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给予关怀和照顾的群体。 

据统计，2018 年广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已达到 19.87

万户，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已达到 38.53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 117.93 万户，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92.14 万人；农村五保户供

养人数 28.05 万人。因此，继续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职能，提高

城乡生活困难老人、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的供养水平，

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政府

兜底作用。 

4、结束语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广西作为一个

未富先老的地区，必须正确对待老龄化现象，必须集中力量，发展

经济，增强社会财富，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与

此同时，要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养老机制，充分开发、利用老年

人力资源，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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