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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问题与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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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调查发现,空巢老人问题———空巢综合症产生的原因在于生活理念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年轻人

独立意识的增强、住房条件的改善、计生政策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和社会养老体系的不完善等。空巢综合症

的实质是由社会适应不良所引起的健康问题,解决该问题关键是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和采取积极的社区健康干

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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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investigation,theproblemofemptynestelderly,namely,emptynestsyndrome
iscausedbyvariousreasonswhichincludethechangesofpeople’sideasonlife,theimprovementofliv-
ingconditions,theincreaseofyoungpeople’sindependentawareness,changesinfamilystructureresul-
tedfromfamilyplanningpoliciesandtheimperfectsocialpensionsystem.Theessenceoftheemptynest
syndromeisahealthproblemwhichiscausedbysocialmaladjustment.Thekeytoresolvetheproblemis
necessarycommunityreliefandpro-activecommunityhealth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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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空巢老人越

来越多。目前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约占老年人家庭的

25%,人数已达2340万。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空

巢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可能达到90%,届时我国老年

人家庭将“空巢化。”[1]随着社会的发展,空巢老人问

题———“空巢综合症”越来越普遍,呈现出社会化趋

势,对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不良影响,这已引起了政府

和社会的积极关注。
所谓空巢综合症是指当子女长大成人从父母家

庭中相继分离出去后,独守“空巢”的老人因此而产

生的心理和生理失调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空虚,
无所事事;孤独、悲观、社会交往少;出现躯体化症状

如失眠、头痛、乏力、心慌气短、消化不良等症状,重
者还可患消化道溃疡、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等

疾病。为了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笔者对武汉城区六

个社区进行了抽样调查,了解了空巢老人的生活现

状,分析了空巢老人问题的成因,提出了解决空巢老

人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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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

2008年9月,笔者根据适当分布、便于取样的

原则在武汉市洪山区、江岸区抽取6个街道社区,对
空巢老人问题展开了调查。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其中问卷调查采用方便抽样的调

查方法进行,调查工具是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自行编订的问卷;访谈采用的是结构性访谈和半结

构性访谈。此次调查共采集样本90例,其中男性

36人,占样本总数的40%,女性54人,占60%;年
龄从61岁到93岁不等。调查显示的空巢老人现状

如下:

1.空巢老人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整体欠佳

在此次调查的90位空巢老人中,一人独居的

(丧偶或孤老)45人,二老居住的45人,各占50%。
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有30人,其余的在

350至1000元之间,样本老人的收入状况整体偏

低。目前已经享受市政府提供的看护服务的样本老

人30名,占样本总数的33.3%;在样本空巢老人

中,健康状况良好的只有6人,80%的样本健康状况

较差或很差。空巢老人的收入、健康状况都表明他

们在生活和身体上都是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

2.空巢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日常联系不够亲密

在90位样本空巢老人中,81位有子女,占样本

总数的90%。但在有子女的样本中,子女每月探视

20次的只有3位,每月4次的有45位;每月2次的

有6位;每月1次的有15位;其余是不定期探访。
从子女的探视调查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

子女很难做到每周至少探视老人1次。再从老人与

子女的经济关系来看,空巢老人中受到子女资助的

只有3位,不到4%。由此可见,从整体而言,空巢

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日常联系不够亲密。老人们在言

谈中也反映出对物质之外的亲情流失的无奈和对于

亲情回归的某种期盼。

3.空巢老人日常生活方式单调,活动场地缺乏

闲暇时间较多是老人生活的一大特点,日常活

动的丰富程度反映着空巢老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对

60名年龄在80岁以下样本老人的主要日常活动的

调查发现,有39位老人的选择是看电视,占65%;
选择锻炼的有24人(有6人选了2项),占40%。
在问及主要活动在哪里时,有27人选择在家里,占

45%,选择在室外临时地点的有33人(其中3人同

时选了家里和室外),占样本总数的55%;只有3人

选择的是社区活动中心。由此可见,空巢老人的日

常生活比较单调,主要限于看电视、锻炼等,有相当

部分样本老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同时,老
人们表示社区活动场地有限,到公园等大型公共活

动场地又存在奔波和增加社会交通负担等问题。

4.空巢老人孤独无助,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

在问及是否能自理时,81人回答能,占总数的

90%;在问及空巢老人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时,有

81人选择是生病,占90%,其次是经济困难,占

10%。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衰

退,对他人帮助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老人身体好,生
活尚能自理;一旦生病,如果子女不在身边,或身边

缺少监护人,就会有诸多不便。生活没人照料,疾病

无人过问,如果抢救不及时,其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欧美和国内也多次出现过老年人病死在家中,多日

后才被邻居发现的例子。

  二、空巢老人问题的成因

空巢家庭以及空巢老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趋

势。资料显示,1993年,武汉市开始步入老龄化城

市行列。由于各种原因,很多老年人独守空巢而少

有参与社会化养老。截至2006年底,武汉地区60
岁以上老人已有103万余人,占总人口12.59%。
老年人约99%属居家养老,只有1%的老年人在社

会养老机构中养老。“全市现有的近百万老人中,约
有30万老人处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无子女独自生活

的空巢状况,缺乏精神慰藉、生活无人照顾、经济困

难———三大问题困扰着他们。武汉市有20%的空

巢老人身体较差且缺钱看病;25%的老人感到生活

单调寂寞,渴望生活慰藉和照料。”[2]分析调查结果

可以发现,导致该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生活理念和养老观念的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代际间生活习惯、思想观

念差异引发家庭矛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认

为自己劳累了大半辈子,年老后喜欢有个“自由自

在,自得其乐”的生活空间,与子女分开居住大家方

便,年轻人追求独立和自由更不愿意与老人共同生

活,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老年人和子女分开居住。另

外,社会的发展也冲击着传统的家庭权威和传统的

“孝”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老年人在家庭中

扮演着权威角色。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老年人在

家庭中财产所有权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他们在家庭

中的权威和地位也逐渐下降,家里老人的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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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子女“馈赠”,当子女缺乏这样的反哺意

识时,很多老人也只能默认。“受拜金主义和极端个

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年轻人认为如果在家庭中

赡养老人,就会以牺牲家庭很多的利益为代价。”[3]

传统孝文化的瓦解客观上导致了现代家庭的子女忽

略了父母的生活需要。上述调查中,观念不同是导

致空巢老人独居的主要原因,子女探视的频次不高

等也印证了这一点。

2.年轻人独立意识增强和事业发展导向

当代社会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赡养

父母压力,特别是独生子女联姻的年轻人要赡养四

位老人,负担很沉重。为了事业的发展或为了取得

更好的社会经济待遇,年轻人工作变动日益频繁,居
住地点常常以满足工作需要为首要考虑因素,经常

随工作跨地域迁徙,因此很多子女不能和老人同住,
难以实现老人在家由子女照顾、养老的愿望。另据

教育部官方网站消息,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国留学人

数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些出国求学进而在国

外成家立业的子女也是城市“空巢”家庭形成的新因

素之一[4]。

3.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

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为子女与老

年人分开居住创造了物质条件。当前60岁以上的

老人都有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经历,受住房政策

的影响,老人的住房问题多数都得到了解决,但住

房条件未必适合大家庭居住。年轻的子女在经济

条件改善后就重新购买了商品房,住房条件的改

善方便了两代人的分居。加之传统的大家庭居住

方式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家庭

结构模式向小型化和核心化发展。

4.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资料显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20多年,
随着独生子女逐渐进入中年,他们的父母进入老年,
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模式向小型化、核心化发

展,空巢家庭将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独生子女政

策的推行,家庭子女数锐减,“对于那些双独联姻(独
生子女间联姻通婚)组成的家庭,客观上无法同时满

足双方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要求,必然有一部分

老人主动或被动独立生活而‘空巢’。”[5]调查结果

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问及空巢老人独居的原因时,经
济困难被列为第二位,说明了独生子女的经济负担

过重,无力养育部分老人,这是导致空巢老人出现的

重要经济原因。

5.社保体系尤其是老龄体系不完善,机构养老

发展滞后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
政府和社会还缺乏应对老龄问题的对策和经验,我
国目前专门针对老龄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落

后和不完善,造成少数老人“老无所养”。老人问题

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也是社会的责任。我国社

会养老和机构养老发展的滞后,使得政府和社会能

够为空巢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远远滞后于空巢老人

的需求,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问题难以及时得到解

决。

  三、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的对策

老人是家庭的成员,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重和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老有所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空巢老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靠政

府和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建立相应的完善体系和长

效机制,经过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加以解决。空巢老

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空巢综合症问题本

质上属于社会不适应而引起的健康问题,简单的医

学治疗和心理宽慰只能短时间解决他们少部分的表

面困难,只有采取积极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干预措施

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此,笔者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和完善由政府提供的免费老人服务体系

该体系包括,建立免费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按人

均占有的活动面积来满足更多老人需要,让老人们

有一个交流、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还可以考虑建立托

管中心,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送回家。既解决

白天无人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经常在一

起交流的精神需求;同时继续为特困高龄老人购买

看护服务。2006年,武汉市政府就已决定出资为高

龄的困难空巢老人请保姆,江城首批400位80岁以

上高龄的困难空巢老人开始享受一年365小时的养

老护理服务。此举受到了老人们的普遍欢迎。在对

接受政府免费服务的30位样本老人的调查中显示,
样本老人对政府服务满意的占90%,认为服务前后

生活变化大的占100%,有70%的老人认为政府提

供的服务已经十分周到,目前不需要再增加服务时

间。今后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享受范围和救助

力度。特别是对困难老人,政府要提供经济补助,让
老人能多一份选择,在养老院中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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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

政府应及早合理规划,支持企事业单位举办与

社区紧密联系的社会化养老机构,如福利院、养老院

等,政府要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鼓
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提供针对老人的公益社会服务,
以满足不同层次老人的需要。

3.建立和完善老人社区工作制度

社区以其特殊的地位,在政府指导下,努力整合

有关社会资源,实施有效干预,促进老年人在生理、
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美状态,才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其生活质量[6]。社区工作者应建立独居老人档

案,请专人负责做独居老人工作,与他们经常联系,
让他们有困难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对身患疾病、缺
乏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开展有偿入户服务,如协助

老人打扫卫生、采购用品等,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建

立社区求助呼叫系统,为空巢老人家庭安装求助呼

叫器及电话,切实解决体弱多病的空巢老人的后顾

之忧。建立医护服务组织,为他们开展医疗上门服

务,建立家庭病床,提供无偿或低偿医护服务。

4.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关爱空巢老人

提倡志愿服务,由专门机构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以社区为依托,定期为空巢老人提供义务服务。建

立志愿服务队伍,扩大为空巢老人服务的支援网络。
志愿人员配合政府提供的服务人员工作,主要通过

访谈活动,了解服务对象的需要,减轻他们的孤独

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在服务人员与空

巢老人之间起积极的协助作用。同时,志愿者还可

开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及有关政策宣传,进一步

提高全体公民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法律

意识。

5.强化子女的赡养责任

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财,他们需要更多的是

精神的慰藉,是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正是缺乏

精神上的慰藉,空巢老人才会出现所谓的空巢综合

症。作为老人的子女应该努力承担自己应尽的赡养

(包括精神瞻养)责任,有义务增加探视和陪同老人

的时间和次数。大量资料表明,子女对于满足父母

的感情交流与精神需要的作用远大于非家庭成员,
是非家庭成员所不可替代的。子女要了解空巢老人

容易产生不良情绪,要经常与父母进行感情交流。
为此,要提倡社区在老人和子女之间保持适度的联

系,引导和推动赡养氛围营造和赡养责任履行。

6.对老人进行必要的健康指导

积极开展老龄人教育活动,加强对其观念和知

识的指导。首先,父母对子女离家独立生活要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在子女离家前要有思想准备,注意调

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其次,培养一定的兴趣和爱好,
增进自己的社会交往。如养花、养鸟和其它宠物、练
习书法、欣赏音乐、适度的体育锻炼等,使自己的生

活丰富多彩,并注意维持一定的社会交往,以缓解孤

独感。有调查显示,锻炼及娱乐活动少的空巢老人

更易患焦虑[7]。再次,夫妻间要相互支持。夫妻间

应相互给予更多的关心、体贴和安慰,建立新的生活

规律和情感支持系统。最后,应及时对症治疗。对

较严重的“空巢综合症”老人,如有严重的心境抑郁、
失眠,存在多种躯体化症状,有自杀观念和行为者,
应指导其及时寻求心理或精神科医生的帮助,接受

必要的心理或药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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