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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老年人口数据,对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了分析,

并与２００５年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２０１０年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高度

集中在家庭供养、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三大支柱,但在主要生活来源的比重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这种城乡差

异不仅体现在总体上,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和地区等方面;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我国老年人的自我供养能力

有所增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但是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乡、性别和地区等差异有逐步扩大的

趋势.提出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可持续;社会救助

与福利的发展应当遵循“弱者优先”原则,适度地向女性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倾斜;政府和社会各界

应当积极倡导和鼓励家庭养老等建议.

关键词　老年人;生活来源;城乡差异;家庭养老;变化

中图分类号:C９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８２０７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１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相应地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当

前,我国亦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根

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

由１．７８亿增至２．２１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１３．３％提

高到１６．０％,年均递增０．５４％① .人口老龄化跑步

前进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

征,即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社会的常态[１].然而,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出现在工业化完成之

后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换

言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国民经济还不够发达、
人民生活还不够富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

情况下发生的,如何让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实现“老有

所养”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面临的一个长期而

又艰巨的任务.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２]的“老有所养”思想,这也

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孜孜以求的社会

理想与价值追求.养老本质上是老年人的需求能否

得到满足以及怎样满足的问题[３].一般而言,老年

人的养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３个

方面[４].在当前阶段,经济供养问题依然是我国老

年人的养老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随着年岁的

增大,老年人将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老年人的经济

来源将会变得单一,或者依靠离退休金抑或依靠家

庭供养,应对日常生活风险的能力减弱,经济供养受

到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设

计存在一定缺陷,养老金尚未建立与平均工资和物

价联动的正常调整机制,导致老年人的经济利益受

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并且,在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

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以及生活观念与方式的转变,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

响老年人的经济供养问题.故而,深入了解老年人



第５期 谢勇才 等:依赖抑或独立:我国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研究 　

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及其变化规律,对于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和完善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数据来源

　　１．文献回顾

对于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问题,学术界

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

成果.概括而言,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大多数学者运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主要

生活来源进行了研究;另一类是部分学者运用区域

性调查数据对某一区域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

了探讨.
大多数学者运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

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大同小异,可
以初步概括为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集中于家庭供

养、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３项,但是存在明显的年

龄、性别和城乡等差异.杜鹏等利用１９９４年国家统

计局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主要经

济来源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

于子女供养,部分低龄老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

劳动收入,女性老年人对子女供养的依赖性要远远

高于男性老年人[５].杜鹏利用１９９４年国家统计局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五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

２０００年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依旧是以家庭供养

为主,但是老年人的自我供养能力有所增强[６].杜

鹏等将１９９４年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调查数据和

２００４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１０年间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尽管仍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但是退休金也变得举足

轻重,且存在较大的性别、城乡与区域差异[７].马忠

东等利用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

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主要依

靠离退休金,镇和乡村老年人则仍然主要依靠家庭

供养,但是存在巨大的年龄、性别与城乡差异[８].姜

向群等利用“五普”数据和“六普”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当前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结构简单且群体分化

明显,直接阻碍其生活水平的提高[９].王红丽等利

用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六普”数据进

行对比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没有

发生多大变化,但是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和地区

差异[１０].
除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外,亦有部分学者运用区

域性调查数据对某一区域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

行研究.杨宗传利用湖北省１‰的“老年人口综合

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研究发现,
湖北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由老年人的自身状况和

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且对其物质与精神生活有巨大

影响[１１].朱旭红对浙江省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样调查资

料进行分析,发现浙江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

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的经济自立能力要

远远弱于男性老年人,其对家庭供养的依赖却远远

强于男性老年人[１２].吴燕以陕西省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发现家庭供养是当前西部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

生活来源[１３].
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不管是在全国性的调查数

据中,还是在区域性的调查数据中,老年人的主要生

活来源问题都受到了重要关注.然而,尽管许多学

者发现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城乡、性
别和年龄等差异,但是很少有研究者对此进行具体

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利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和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城乡为

视角对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状况及其变化规

律进行探讨.

２．数据来源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

据.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数据,一是因为这两次调查

都对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进行了调查,可比性很

强,２００５年的调查中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设有“劳
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

障金、下岗生活费、内退生活费、财产性收入、家庭其

他成员供养和其他”９个选项,而在２０１０年人口普

查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设有“劳动收入、离退休

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性收

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其他”７个选项,两次调查

中有７个选项是相同的,而且２００５年调查中多出的

“下岗生活费和内退生活费”２项在老年人生活来源

中所占的比例极小② ,故而这两次调查中关于老年

人主要生活来源数据的可比性很强;二是因为两次

调查的数据量都很大、代表性较强,有利于增强研究

结论的可信度;三是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

６０岁为老年人的起始年龄,这不仅符合我国长期以

来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而且有利于增强结果的可

比性.
事实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９０％以上集中

在“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和家庭供养”３项,很多细分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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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占的比例极小,没有必要进行过于详尽的划

分,因为对于数据分析无所裨益.故而,笔者将对有

关选项进行合并,最终以“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家庭

供养和其他”４项作为分析主项③ .

　　二、实证分析

　　１．总体性城乡差异

表１显示,２０１０年,在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

来源中,城市老年人、镇老年人和乡村老年人的主要

生活来源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

主要集中在离退休金,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相对

集中在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两项,而镇老年人的生

活来源则较为分散.具体而言,绝大多数的城市老

年人依靠离退休金,比例高达６６．３％,仅有２２．４％的

人依靠家庭供养;乡村老年人中有近一半依靠家庭

供养,这是３类老年人中比例最高的,其次是依靠劳

动收入,比例为４１．２％,这也是３类老年人中比例最

高的;处于城乡过渡的镇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供养,
比例为４４．５％,然而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的地位也

不可忽视,两者所占的比例皆在２０％以上.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城市老年人、镇老年人

和乡村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差异有所扩大,城市

老年人的生活来源愈发地集中于离退休金,与２００５
年相比增加了８．８％,而家庭供养的比例却下降了

７．１％;镇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中家庭供养的比例仍在

４０％以上,但是却有向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分散的

趋势,５年间两者分别增加了２．６％和１．５％;乡村老

年人的生活来源尽管依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但是劳

动收入的重要性逐步增大,两者的差距(家庭供养减

去劳动收入)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６．２％ 大幅度缩小到

２０１０年的６．５％,劳动收入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来源而言变得至关重要.同时,城市老年人、镇老年

人和乡村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性都有所降低,

５年间分别下降了７．１％、５．４％和６．４％,老年人的经

济自立性有所增强.
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乡村老

年人生活来源中的离退休金比例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皆为４．６％.这就表明尽管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家加大

了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如２００３年建立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２００７年开始试点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２００９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

险制度,但是由于保障水平较低和覆盖面偏低等

原因导致其并没有开始发挥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

的作用[１４].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

２００５年

城市 镇 乡村

２０１０年

城市 镇 乡村

劳动收入/％ ９．０ １９．７ ３７．９ ６．６ ２２．３ ４１．２
离退休金/％ ５７．５ ２４．８ ４．６ ６６．３ ２６．３ ４．６
家庭供养/％ ２９．５ ４９．９ ５４．１ ２２．４ ４４．５ ４７．７
其他/％ ４．０ ５．６ ３．４ ４．７ ６．９ ６．５
频数 ５８１２１５ ３４１６１４ １２８６５３６ ３０６０３３９ ３０６０３３９ １００８７９５８

　　２．分性别城乡差异

表２显示,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中存

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性别来看,城市男性老年人

生活来源中离退休金所占的比例很高,尽管女性老

年人的离退休金比例也较高,但是家庭供养所占的

比例也举足轻重;镇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来源比较分

散,女性老年人则以家庭供养为主;乡村男性老年人

和乡村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都以劳动收入和家庭

供养为主,但是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２０１０
年,在城市中,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非常集中,依
靠离退休金的比例高达７４．２％,这也是城乡老年人

中离退休金比例最高的,表明城市男性老年人是所

有老年人中经济独立性最强的群体,虽然女性老年

人生活来源中离退休金的比例也接近６０．０％,但是

家庭供养的比重也多达３２．０％;在镇里,男性老年人

的生活来源主要分散在离退休金、劳动收入和家庭

供养３项,所占比例皆在３０．０％上下,女性老年人则

以家庭供养为主,其比例接近６０．０％,而离退休金和

劳动收入的比例皆在２０．０％以下;在乡村里,男性老

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都依靠劳动收入和家

庭供养,但是两者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反,男性老年人

生活来源中的劳动收入比例超过５０．０％,而女性老年

人生活来源中的家庭供养比例则接近６０．０％,这也是

城乡老年人中家庭供养比例最高的,表明乡村女性老

年人是所有老年人中经济独立性最差的群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镇与

农村,女性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离退休金所占的比例

都远远低于男性老年人,但是家庭供养的比例却截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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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反.在城市、镇和农村里,女性老年人享受离退

休金的比例要分别比男性老年人低１５．２％、１７．５％
和５．０％,而依赖家庭供养的比例则要分别比男性老

年人高１９．８％、３０．７％和２４．８％.这就说明,不管是

在城市还是在镇与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

都要远远弱于男性老年人.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老年人的经济自立能力有所增

强,在一些生活来源项目中,性别差异有所缩小.具

体而言,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镇

与乡村,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

赖都有所降低,而且女性老年人的降幅更大,城市、
镇和乡村男性老年人分别降低了 ３．０％、１．３％、

４．２％,女 性 老 年 人 分 别 降 低 了 １０．７％、９．１％ 和

８．５％,降幅分别比男性老年人高 ７．７％、７．８％ 和

４．３％,即女性老年人变得更加独立.过去的５年间,
城市、镇和乡村女性老年人与男性老年人在离退休

金、家庭供养的差异有所缩小,在离退休金养老方面,
女性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的差异分别缩小了６．２％、

６．６％和１．８％,在家庭供养方面,女性老年人和男性

老年人的差异分别缩小了７．７％、７．８％和４．３％.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分性别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

男

城市 镇 乡村

女

城市 镇 乡村

２００５

劳动收入/％ １３．１ ２７．３ ４８．５ ５．２ １２．７ ２７．５
离退休金/％ ６８．６ ３７．２ ８．１ ４７．２ １３．１ １．３
家庭供养/％ １５．２ ３０．０ ３９．３ ４２．７ ６８．５ ６８．４

其他/％ ３．１ ５．５ ４．１ ４．９ ５．７ ２．８
频数 ２７９８６６ １６５２９７ ６３５４１４ ３０１３２９ １７６３１７ ６５１１２２

２０１０

劳动收入/％ ９．７ ２９．２ ５０．６ ３．７ １５．７ ３２．１
离退休金/％ ７４．２ ３５．３ ７．２ ５９．０ １７．８ ２．２
家庭供养/％ １２．２ ２８．７ ３５．１ ３２．０ ５９．４ ５９．９

其他/％ ３．９ ６．８ ７．１ ５．３ ７．１ ５．８
频数 ２１６５０６０ １４８５１６５ ４９５７４５５ ２３４５３４５ １５７５１７４ ５１３０５０３

　　３．分年龄城乡差异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独立能力和自理能

力逐步减弱,对家庭和社会保障的依赖程度逐步增

加,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将变得更加单一,然而各年龄

段存在一定的差异.表３显示,在６０~６９岁年龄

段,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以离退休金为主,比例高

达６５．６％,镇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高度分散在家庭供

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３个方面,比例皆在３０．０％
上下,乡村老年人则以劳动收入为主,比较接近

６０．０％,但是家庭供养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在７０~７９
岁年龄段,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依然是以离退休

金为主,比重接近７０．０％,镇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以家

庭供养为主,比重超过５０．０％,但是离退休金的重要

性也不容忽视,乡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开始向家庭

供养集中,比重高达６４．６％,而劳动收入的比重急剧

下降３７．９％,最后仅为２１．９％;在８０岁以后,虽然城

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仍以离退休金为主,但是比重

有所下降,而家庭供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比重

达到１/３,镇和乡村老年人生活来源皆以家庭供养

为主,但是乡村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程度更大,
比例高达８１．８％,比镇老年人高出１３．０％.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城市老

年人的生活来源都是以离退休金为主,而镇和乡村

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则基本上以家庭供养为主,这就

说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要远远高于镇和

乡村.分析显示,在６０~６９岁、７０~７９岁和８０岁

及以上３个年龄段,城市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离退休

金的比重分别比镇和农村老年人高出３８．７％、３２％、

４０．１％和６１．２％、６４．７％、５５．６％,而镇和农村老年人

生活来源中家庭供养的比重则分别比城市老年人高

出１４．８％、３０．７％、３５．４％和１１．３％、４１．３％、４８．４％,
即随着年岁的增加,镇和乡村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

依赖度逐步增强.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在各年龄段城乡老年人生活来

源的变化上,离退休金的变动幅度较大,城乡差异扩

大,同时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强,对家庭

供养的依赖有所减弱.分析表明,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在６０~６９岁年龄段,城市老年人与镇老年人、城
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

离退休金方面的差异分别扩大了１６．２％、７．８％、

０．６％;在７０~７９岁年龄段,城市老年人与镇老年

人、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

人在离 退 休 金 方 面 的 差 异 分 别 增 大 了 ７．９％、

１０．１％、２．８％;在８０岁以后,城市老年人与镇老年

人、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

人在 离 退 休 金 方 面 的 差 异 分 别 增 加 了 １１．９％、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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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３．８％.与此同时,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各年

龄段城乡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度都有所降低,
在６０~６９岁年龄段,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对家庭

供养的依赖度分别下降了３．８％、４．７％、５．７％;在

７０~７９岁年龄段,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对家庭供

养的依赖度分别下降了１０％、５．９％、７．１％;在８０岁

以后,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度分

别下降了１６．８％、６．９％、６．７％.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分年龄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

６０~６９岁

城市 镇 乡村

７０~７９岁

城市 镇 乡村

８０岁以上

城市 镇 乡村

２００５

劳动收入/％ １３．６ ２９．２ ５５．７ ３．８ ９．３ １９．５ ０．７ １．７ ３．４
离退休金/％ ５９．３ ２６．８ ４．９ ５８．６ ２４．５ ４．６ ４３．３ １５．１ ３．４
家庭供养/％ ２３．５ ３９．２ ３６．７ ３３．３ ５９．９ ７１．７ ５０．２ ７５．７ ８８．５
其他/％ ３．６ ４．８ ２．７ ４．３ ６．３ ４．２ ５．８ ７．５ ４．７
频数 ３２５５２９ １９２５１９ ７１４３５７ １９８０９４ １１３２５４ ４３３７７８ ５７５９３ ３５８４２ １３８４０２

２０１０

劳动收入/％ １０．４ ３２．８ ５９．８ ２．２ １０．３ ２１．９ ０．８ ２．４ ４．８
离退休金/％ ６５．６ ２６．９ ４．４ ６９．８ ２７．８ ５．１ ５９．７ １９．６ ４．１
家庭供养/％ １９．７ ３４．５ ３１．０ ２３．３ ５４．０ ６４．６ ３３．４ ６８．８ ８１．８
其他/％ ４．３ ５．８ ４．８ ４．７ ７．９ ８．４ ６．１ ９．２ ９．３
频数 ２５０９３１４ １７４９３９３ ５６５７４２７ １４８９８５９ ９６５４３８ ３２０６８０５ ５１１２３２ ３４５５０８ １２０５７２６

　　４．分地区城乡差异

表４显示,从地区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

老年人生活来源的差异较大,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

源高度集中在离退休金,镇老年人的生活来源较为

分散,而乡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相对集中在家庭供

养和劳动收入２项.具体而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均以离退休金为主,比例

皆在６０．０％以上,分别为６６．９％、６５．３％、６５．８％,而
家庭供养所占的比例较低,皆在２０．０％上下;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镇老年人生活来源都高度分散在家

庭供养、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３项,３项所占的比例

之和分别为９４．２％、９３％、９１．６％,３项中家庭供养

所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均在４０．０％左右,而离退休

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皆在２０．０％上下;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乡村老年人生活来源均相对集中在家庭供

养和劳动收入２项,两者所占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８８．１％、８９．８％和８８．８％,其中家庭供养所占的比例

是最高的,分别为４８．９％、４７．５％和４６．７％,但是都

尚未达到５０．０％,而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为均匀,
皆在４０．０％左右.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分地区城乡老年人生活来源构成情况

东部地区

城市 镇 乡村

中部地区

城市 镇 乡村

西部地区

城市 镇 乡村

２００５

劳动收入/％ ８．６ ２１．２ ２３．６ ８．９ １８．７ ３８．５ １０．２ １９．０ ４１．６
离退休金/％ ５９．６ ２２．７ ６．２ ５５．４ ２５．６ ３．９ ５４．９ ２６．８ ３．７
家庭供养/％ ２８．７ ５１．９ ５６．８ ３０．８ ４９．２ ５３．７ ２９．６ ４７．７ ５１．６
其他/％ ３．１ ４．２ ３．４ ４．９ ６．５ ３．９ ５．３ ６．５ ３．１
频数 ３０８９８１ １３５２２２ ４３３８４８ １５６３３６ １１３１８０ ４３３８０５ １１５８９８ ９３２１２ ４１８８８３

２０１０

劳动收入/％ ７．０ ２４．８ ３９．２ ６．４ ２１．９ ４２．３ ５．８ １８．８ ４２．１
离退休金/％ ６６．９ ２３．５ ６．３ ６５．３ ２７．２ ３．９ ６５．８ ２９．６ ３．４
家庭供养/％ ２２．１ ４５．９ ４８．９ ２３．０ ４３．９ ４７．５ ２２．７ ４３．２ ４６．７
其他/％ ４．０ ５．８ ５．６ ５．３ ７．０ ６．３ ５．７ ８．４ ７．８
频数 ２４６２９４２ １２５１２５１ ３５２３００９ １１６７０７５ ９９９４４７ ３３３９４３６ ８８０３８８ ８０９６１１ ３２２５５１３

　注: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和琼１１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和湘８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川、

渝、黔、滇、藏、陕、甘、青、宁、新、蒙和桂１２个省区市.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

依赖家庭供养的比例都在降低,降幅最大的是东部

地区,然而,离退休金的比例却在逐步上升,增幅最

大的是西部地区.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镇和乡

村老年人依赖家庭供养的比例分别下降了６．６％、

６％和 ７．９％,而 离 退 休 金 的 比 例 则 分 别 增 加 了

７．３％、０．８和０．１％;中部地区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

依赖家庭供养的比例分别缩减了７．８％、５．３％和

６．２％,而城市和镇老年人离退休金的比例分别上升

了９．９％和１．６％;西部地区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依

靠家庭 供 养 的 比 例 分 别 下 降 了 ６．９％、４．５％ 和

４．９％,而城市和镇老年人离退休金的比例则分别增

加了１０．９％和２．８％.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５年

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乡村老年人依赖家庭供养

的比例分别降低了７．９％、６．２％和４．９％,但是离退

休金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西部地区甚至降低了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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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这就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此外,在过去的５年间,东部与西部地区老年

人、中部与西部地区老年人在劳动收入方面的差异

均有所扩大,而在家庭供养方面的差异有所缩小,同
时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在离退休金方面的差异有

所扩大.分析表明,２００５年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
镇、乡村老年人生活来源中劳动收入方面的差异为

－１．６％、２．２％ 和 －８．０％,在 ２０１０ 年 则 扩 大 为

１．２％、６．０％和２．９％,说明东部老年人的自立性有

所增强.２００５年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镇、乡村老

年人生活来源中家庭供养的差异为－０．９％、４．２％
和５．２％,在 ２０１０ 年 则 缩 小 为 －０．６％、２．７％ 和

２．２％,表明西部老年人的独立性有所增强.２００５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离退休金方面

的差异为０．５％、－１．２％和０．２％,在２０１０年则扩大

为－０．５％、２．４％和０．５％,这就说明与中部地区老

年人相比,西部地区老年人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

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

础上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对

比研究发现,２０１０年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依

然集中于“家庭供养、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三大支

柱,但是存在着巨大的城乡、性别、年龄和区域差异.
从城乡来看,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高度集中在离

退休金,镇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分散在家庭供养、离退

休金和养老金３项,而乡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则以

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为主.从性别来看,城市男性

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高度集中在离退休金,女性老年

则以离退休金和家庭供养为主;镇男性老年人的生

活来源高度分散在离退休金、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

３项,女性老年人则以家庭供养为主;乡村男性老年

人的生活来源以劳动收入为主,而女性老年人则以

家庭供养为主.从年龄来看,除城市老年人的生活

来源在各年龄段都以离退休金为主外,随着年龄的

增加,镇和乡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则由以家庭供养

和劳动收入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家庭供养为主,而且

比例愈发集中.从区域来看,东、中和西部地区城市

老年人的生活来源都高度集中在离退休金,镇老年

人生活来源高度分散在离退休金、家庭供养和劳动

收入３项,而乡村老年人则以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

为主,比例基本上都在４０．０％以上.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我国老年人的经济自

立能力有所增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享受离退休金的比例有所增加.具体体现在城市老

年人的生活来源愈发地以离退休金为主,而镇和乡

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则有向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分

散的趋势.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

依赖程度都有所降低,但是女性老年人的降幅更大,
女性老年人的独立性增强.随着年岁的增加,老年

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金的比例在增加,
也即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在逐步增加.从区域来

看,与东部和中部老年人相比,西部地区老年人获得

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待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分析我国老年人主要生

活来源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

的问题,一是乡村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离退休

金的比例远远低于城镇老年人,而且这一现象还有

加剧的趋势,即城乡老年人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巨大;
二是女性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群体依赖家庭供养的

比例偏高,自我供养能力较弱,即老年人主要生活来

源的群体差异明显;三是家庭供养比例的持续降低,
这将对部分老年人尤其是乡村老年人的养老带来不

利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出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求解决

思路:一是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的投入力度,并适度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

步伐,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促进社会保

障制度的公平与可持续;二是在当前我国财政实力

相对薄弱的情况下,社会救助与福利的发展应当遵

循“弱者优先”原则,适度地向女性老年人和高龄老

年人等弱势群体倾斜,让这些群体得到及时有效的

保障,提高其自我供养能力;三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

当积极倡导和鼓励家庭养老,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

与资金支持,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使其成为养

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其实,无论人类社会发展

到什么阶段,家庭养老依旧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且

最可靠的养老方式[１５],而且家庭养老具有亲情交

流、代际关怀和精神慰藉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此外,我国数以亿计老年人的养老不能也不应当完

全依靠政府,而应该由政府、民间社会、家庭以及个

人等多方分责共同解决.故而,虽然从长远来看,家
庭养老的作用力度会有所削弱,但是其作为我国老

年人重要养老支柱的功能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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