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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02 年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马德里老龄问题行动计划》，
1
 其

中要求对不同文化和背景下老年人的不同生活安排，包括与家人同住和独居等安

排的优点和缺点进行研究。迄今为止，许多国家连最基本的关于老年人目前生活

安排的人口统计说明都没有。 

 世界各地的人口都在老化，60 岁或以上的人的人数到 2050 年预期将接近三

倍。不仅有更多的人活到老年，而且那些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更长命。

因此，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家庭已经很普遍，大大增加了老年人生活安排的

其他办法。与此同时，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变化，正在逐步改变日常家庭生活的许

多方面，包括赞成父母终生与子女同住作为确保对长幼支助的基本手段的传统做

法。 

 本出版物是对老年人生活安排的型式和趋势进行的第一次全球审查和分析，

列出 130 多个国家的可比较数据。本出版物还分析了与 60 岁或以上的老年人的

生活安排有关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因素，侧重分析老年人与家人同住、独居和住

养老院的情况。 

 据报的一些调查结果如下： 

1. 每 7 个老年人有 1 个即大约 9 000 万人独居。这些人大多数是妇女，约 6 000

万人。在全世界，老年妇女中独居的占 19％，而老年男子中独居的占 8％（见图

一）。 

2. 独立形式的老年人生活安排越来越普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独居或只与

配偶一起生活的趋势符合一般人喜欢独立生活的愿望，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分开居住。 

3. 独居的老年妇女比独居的老年男子多的原因是老年妇女结婚的可能性较

小。在全世界，目前已婚的 60 岁或以上的妇女大约有 45％，而男子这方面的

比例为 80％左右。但是，就未婚的人来说，在大多数国家里，独居的男子比

妇女多。 

 

 

 
 

 
1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2002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马德里》（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02.IV.4），第一章，决议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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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全世界和主要地区的独居老年男子和老年妇女的比例 

（60 岁或以上的人） 

 

 注：按住户人口计算。 

 
 

4. 发达国家里最常见的安排是老年人与子女分开住，而在发展中国家里，大

多数老年人与子女住。在较不发达区域里，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与一名子

女或孙子孙女住。与此相反的是，在欧洲国家，平均只有 25％左右（见图二

和三）。 

5. 在许多发达国家，对于难于自理或需要特别医疗服务的老年人来说，住养老

院已成为一种选择。如何向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长期照顾以及提供这类照顾的

费用日益增加，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紧迫的政策关切。在一些国家，促

进在社区里“就地养老”的政策似乎已经使先前住养老院比例较高的趋势停止或

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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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较发达区域和较不发达区域的老年人生活安排情况 

（60 岁或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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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按主要地区分列的老年人生活安排情况 

（60 岁或以上的人） 

注：按住户人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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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许多艾滋病毒感染率较高的国家，与孙子孙女居住而不是与子女居住（隔

代住户）的老年人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在成年人至少有 10％感染艾滋病毒的国家，

住在隔代住户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在平均仅 7 年的时期里增加了 2.7％。 

 据报的其他关键调查结果有： 

 • 生活安排因地方不同而有巨大差异。例如，与一名子女或孙子孙女居住的

老年人所占比例差别很大，在丹麦为4％，在孟加拉国则几乎高达90％，

而独居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在巴林为1％，但在丹麦却几乎高达40％。 

 • 独居的老年人在较发达区域里有四分之一，但在较不发达区域里则不

到 10％（见图二）。独居的老年人所占比例最低的是亚洲东南部地区和

中南部地区，在那里独居的老年人大约为 20 分之 1，比例最高的是欧洲

北部和西部地区，大约为 3 分之 1。 

 • 老年妇女的生活安排与老年男子的不同。平均来说，老年妇女比老年男

子独居的可能性较大（见图一）。老年妇女住在隔代住户或与其其住的

可能性也较大，而老年男子住在只有配偶的住户的可能性较大。 

 • 在较不发达区域里，独居或住在隔代住户的老年人往往是特别弱势的群

体。最可能处于这种情况的是老年妇女。 

 • 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里，住在隔代

住户的老年妇女超过10％。在马拉维，卢旺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有

21％到 25％的老年人与孙子孙女居住但不与子女居住，就马拉维和卢旺

达的老年妇女来说，则多达 30％到 34％。 

 • 较发达国家的老年人都典型地经历生命中的“空巢”阶段。在这些国家，

老年人随着年龄从 60 岁向 70 岁推进以及最年轻的子女长大离开家，还

与子女同住的所占比例大副度减少。与此相反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更老时还与一名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仍然很高，这说明终生同

至少一名子女居住的型式占绝大多数。 

 • 与一名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即使子女健在的老年人所

占百分比日益增加，这种情况还是这样。 

 • 在一些较发达国家，先前独居率较高的趋势有所缓慢或停止。这方面的例

子有加拿大、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其原因可能是长寿（这使得寡妇

所占比例减少）、从未结婚的人所占比例减少以及子女离家时的年龄有

上升的趋势等因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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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较少。国家发展水

平基本上决定了全世界老年人各种不同形式的生活安排。这说明，随着

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下降，兄弟姐妹人数有所减少，发

展中国家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将与较发达区域的国家的老年人更为相似。

但是，文化因素可能对生活安排有持久的影响。例如，即使把发展水平

考虑在内，欧洲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比较不发达区域的老年人要

低。 

 • 在发展中国家内，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与较高而不是较低的与子女同

住率有关。更具体地说，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与子女同住往往是社

会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在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这些差别往往消失甚

至反转过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配偶一起同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人

往往都是比那些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 与子女同住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个要素。对于依赖近距离的非正

规帮助，例如提供有关日常基本活动的帮助，情况更是如此。对于那些

已婚的人，帮助进行日常活动的主要是配偶。此外，帮助进行日常基本

活动的主要是妻子而不是丈夫。 

 • 在大多数国家，住养老院的妇女比男子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妇女成为寡妇的可能性较大。的确，未婚老年男子住养老院的可能性通

常比未婚妇女大。 

 • 造成各国老年人住养老院的比例不同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社会支持养老院

费用的能力。但是，若干发达国家最近的趋势似乎说明，养老院越来越

为那些极其需要深切照顾的老年人而设，这些老年人往往是最老的和最

虚弱的人。 

 老年人的生活安排是二十一世纪各国政府和家庭所面对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的主要部分。政府的政策必须包括这样一套措施，这些措施既能促进老年人自力

更生，又能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并鼓励家庭成员继续参与照顾老一代人和关

心他们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