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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发布了《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
素跟踪调查》，调查显示，中国的长寿人口明显在增长。那么，这里所说的长寿，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呢？

贺丹表示，这次调查
发现了百岁老人的3个显
著特征：一是心态平和，从
来不为小事烦恼；第二个
是膳食合理，保持了食品
的多样性和均衡性；第三
是积极参与益智类活动，
看书看报甚至还能上网
冲浪。

调查显示，数字化对
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将激
增。65—69岁老人使用智
能手机的占比超过五成。
百岁及以上老人仍有1.3%
使用智能手机。82.2%的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视频
聊天，55.5%用于看新闻、
看影视剧等娱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
望2022》报告显示，全球人
口已达80亿。其中，有两
个数据值得关注，一是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2022年为10%，到2050
年升至16%。另一个是预
期寿命的增加，2019年全
球平均预期寿命为72.8岁，
比1990年提高近9岁，但这
一数据在2021年降至71.0
岁，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
的影响，2021年最不发达
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全
球平均水平少7岁，到2050
年，预计平均预期寿命达
到77.2岁。

80岁及以上老人在调查对象中占比超七成

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联合开展的中国老年
健康调查，主要针对的是
高龄老人群体，涵盖了26
个省份，共采集17533份
65岁以上的老人数据，其
中百岁老人有3665位，90
岁以上的老人有6000多
位，80岁及以上老人占调
查对象的71.2%。

调查显示，居家养老
仍是大多数老人的首选。
在参与调查的老年人群体
中 ，住 养 老 机 构 的 占
2 . 9 % ，与 儿 子 同 住 占
41.8%，独居和仅与配偶
居住的这两种情况加起来

一共占比为45%。也就是
说，参与调查的八成老人
日常生活照料由家庭成员
提供。社会服务和养老机
构提供的照料服务约占
5.32%，保姆提供的照料
约为5.44%。80岁之前，
提供照料的主体是配偶，
80岁之后，子孙照料比重
快速升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贺丹说，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
显示，到2050年我国80岁
以上老人数量将会翻两
番，可能会达到1.47亿，也
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
进入了长寿时代。

百岁老人具备三个显著特征

长寿人口不断增加，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要更
有质量。从饮食起居到精
神、文化需求，如何才能得
到更好的照顾呢？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让养老就在身边

“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
老龄化阶段，国家将建设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健全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
照护服务体系，让老年人
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社区，
就近享受用餐、短期照料
等服务。在河南安阳，当
地规划区内31个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
达到100%，除了提供定期
体检服务，还安排下棋、健
身、书法等文化娱乐活动，
丰富老人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

适老化改造
撬动老人“大幸福”

让身边的居住环境
更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
需要，为此，今年很多地
方将居家和社区适老化
改造列入了民生实事清
单。其中，山西省实施既
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提
速工程，湖北、内蒙古、河
南等地将重点为特殊困

难老人家庭进行适老化
改造。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
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加。此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目前已有超1亿65
岁及以上老人获得健康管
理服务，15个省份持续开
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
预试点，出台十项便利老
年人就医举措，推动改善
老年人就医体验。在上海
等地，还通过家庭医生为
签约老年人建立“一人一
档”健康档案，提供家门口
的健康服务。

长期护理险破解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人口老龄化不只是
“老年人的事”。目前我国
有约4000万的失能老人。
如何破解“一人失能、全家
失衡”的难题？

我国从2016年开始
试点建立长期护理险制
度，至今已覆盖49个城市、
1.45亿人，缓解了很多家
庭 面 临 的 经 济 和 精 神
压力。

此外，专家指出，在居
家养老仍是我国主流养老
方式的当下，家庭成员也
应该更重视老年人的情
感，弘扬优秀的家风文化，
这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
举措。

据央视新闻

老年人晚年生活怎样得到更好的照顾？

中国65岁以上老人
2021年达2.12亿人

2022年底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以
下简称《统计年鉴》），透露出我国人口的变化
情况。

《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我国65岁以上
老年人口达到2.12亿人，老年人口抚养比近年
来首次突破20%大关（即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
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而在2000
年之前，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长期不足10%。

我国第一波“婴儿潮”中的男性
开始逐步退休

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的背后，是我国人口
预期寿命不断上升。20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达到77.93岁，其中女性超过80岁。而
在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

然而，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也意味着地方
需要投入更多资金与医疗资源。

从数据来看，2021年，我国人口的总抚养
比为46.44%(即0—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
口数加总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仍然低于
50%。

不过，从人口结构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十分明显。2005年之前，我国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不足1亿人，2005年达到1.01亿人，随
后出现快速攀升，2016年达到1.5亿人，2021年
达到2.12亿人。

与此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则
出现了一个上涨之后下跌的过程。2000年，劳
动年龄人口8.89亿人，这一数字在2013年上涨
到10.1亿人，随后则出现缓慢下跌，到2021为
9.65亿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退休潮”即将出
现。由于1962—1975年我国有一波“婴儿潮”，
而这波“婴儿潮”中出生的男性将从2022年开
始逐步退休，未来一段时间，有专家预测我国
每年都会减少300万—500万劳动年龄人口。

截至2021年
75岁以上人口约3178万人

《统计年鉴》显示，根据2021年全国人口变
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目前我国人口的
55—59岁、50—54岁两个年龄段，分别占总人
口比重为8.16%和8.66%，而这部分占比较高的
人口，即将在未来10年逐步步入退休年龄。

统计年鉴显示，根据2021年全国人口变动
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我国75—79岁、80—
84岁、85—89岁、90—94岁、95岁及以上人口，
分别占据总人口的1.10%、0.68%、0.34%、0.11%
和0.02%。换句话说，7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达到2.25%。

如果以我国总人口141260万人计算，这部
分人口数量达到3178万人。在目前这一阶段，
需要地方政府对这部分人群投入更多的关注，
布置更充分的医疗资源保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 新闻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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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10.43岁

人均预期寿命指当年新出生的
婴儿，结合当年死亡率，预期可生存
的平均年数，是衡量居民健康水平
的重要指标之一。综合近几十年的
数据，从1981年到2021年的40年间，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67.77岁增长
到了78.2岁，增长10.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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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寿寿时时代代来来临临
如如何何让让晚晚年年生生活活更更有有质质量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