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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的目标。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

人 口 的 养 老 问 题 成 为 社 会 广 泛 关 注 的 议 题 。 截 至 2 0 2 1

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67亿，占总人口

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

14.2%。预计在“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

化阶段。而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

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超过30%，我国将进入重度老

龄化阶段。

在应对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时，首先需要正视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差异和问题。其中，财政能力的差

异和养老资源的不均衡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张慧

颖2020，李文君2022，谢美娟2022，唐冰开2023）。现

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及各省份城乡老龄化趋势特点及

对策措施研究方面。例如，采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指出，我国城乡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较差。[1][2]通过研究

“七普”数据，有研究指出贵州老龄化程度加重，城市

和农村地区老龄化差异不断增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老

龄化社会。[3]吉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也非常快，在进

入人口老龄化后，面临更为沉重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更为

严峻的养老形势。[4]

老 龄 化 问 题 是 一 个 动 态 发 展 问 题 ， 需 要 根 据 每 个

地区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研究，科学应对。因此，为了

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对陕西省老年人口养老状况的城乡差

异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

析，从城乡角度对陕西省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居住情况

及主要生活来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和

明确目前陕西省城乡区域间的养老差距和问题所在，在

此基础上探讨提升养老社会保障水平的可能路径，为制

订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陕西省城乡老年人口养老状况及问题

（一）健康状况

根 据 2 0 2 0 年 “ 七 普 ” 数 据 的 健 康 状 况 分 析 ， 陕 西

省老年人口中认为身体健康和基本健康的比例分别占城

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口的90.46%、86.17%和84.36%，而

不健康的比例则分别占9.54%、13.83%和15.64%。具体

到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年人，其比例分别占

到了1.73%、2.09%和2.31%。明显可见，乡村老年人口

中失能的比例高于城镇。总体而言，乡村老年人口的健

康状况相对较低，整体而言低于城镇。这表明存在城乡

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均等的问题，乡村老年人更容易面临

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重视，为进一步提

升乡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依据。

“七普”视角下城乡老年人口
养老状况、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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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城乡角度对陕西省老年人口健康

状况、居住情况及主要生活来源等现实状况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发现：陕西省人口

老龄化总体呈现出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持续扩大的特征和发展

态势。在健康状况方面，呈现出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均等，乡村老年人口失能占比高

于城镇；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城镇老年人优于乡村，反映出城乡老年人社会保障待遇

差距巨大；在居住情况方面，城乡养老服务不均衡，乡村老年人空巢现象显著。基于

此，文章从城乡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乡老年人收入不平等、城乡老年人观念差

异等方面探讨成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