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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家庭养老的现状与问题

— 对北京市西城区部分中青年的调查

徐 勤
产

本 文通过对北京市西城区部分中青年的调查
,

反映了中青年家庭照料老人的现

状
,

指 出了他们的困难与问题
。

作者还提出
,

由于这一代 中青年子女少
,

他们老年

的生活照料问题将十分严重
,

为此
,

国家和社会应未雨绸缪
,

及早着手解决养老问

题
。

作者
:

徐场
,

女
,

1 9 4 8 年生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
,

老年人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

鉴于我国的

国情以及传统因素的影响
,

目前我国的养老形式
,

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

这其中
,

中青年家

庭照料老人是一个鱼待研究的课题
。

为此
,

本人参加了 1 9 9 3年北京市老龄委在西城区开展的

中青年家庭养老的调查
。

调查采取典型调查方法
,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
,

按不同行业发放问

卷
,

调查对象为 20 一 49 岁在家赌养或者照料老人 (6 o 岁以上 ) 的中青年
。

问卷由被访者自填
,

专人指导
,

按系统回收
。

本次调查发放间卷 31 0 份
,

回收有效间卷 2 55 份
,

有效率为 82 %
。

本

次调查样本量虽小
,

又非随机抽样不可推断总体但却具有典型意义
,

得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

结论
。

本人利用这次调查结果
,

深入分析当前城市中青年家庭照料老人的现状与间题
,

以期

引起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
。

务

一
、

中青年家庭照料老人的现状

1
.

照料者的特征

( 1) 被访者中照料老人的比例随年龄增高而增大
。

有老人需照料 (简称
“ 照料者勺 的比

例
,

20一 2 9 岁组为 5 9%
,

3 0一 3 9 岁组为 5 6佑
,

40一 4 9 岁组达到 9 9呱
。

(2 ) 女性照料者比例略高于男性
,

但差异不大
。

男性被访者中
,

照料者比例为 85 呱
,

女 洲

性的这一比例为 90 呱
。

在男性照料者中
,

认为照料老人是本人责任的占 72 铸
,

女性中占 70 铸
;

在户内有老人需照料者中
,

男性被访者配偶照料的比例 ( 50 偏 ) 明显高于女性被访者配偶的

比例 (3 8% )
。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

一是在北京城市中青年家庭中
,

由女性照料老人的传

统模式 已经改变
,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均担负起照料老人的责任
; 二是女性照料老人的传

统角色作用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

并未完全被抛弃
。

( 3) 被访者肩负照料上一代与下一代双 向照料的两副重担
。

在本人及配偶为照料者中
,

90 呢的人有未成年子女
,

20 %的人有学龄前儿童
。

其中
,

40 一49 岁组照料两代人的担子最重
。

被访者平均拥有的子女数
,

20 一 29 岁组为 0
.

2 个
,

3 0一 39 岁组为 0
.

9个
,

40 一 49 岁组为 L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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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
。

2
.

需照料人数

被访者户内需照料老人数平均为 0
.

6 人
,

其中 2 3/ 的家庭有一个老人需照料
,

1/ 3的家

庭有两个老人需照料
。

户外需照料老人数平均为 1
.

4 人
,

其中有一个老人需照料的占 38 呱
,

有两个老人的占 39 %
,

三个及以上的占 22 %
。

户外需照料人数大于户内人数的结果与客观现

实相符
.

这一代中青年的兄弟姐妹多
,

本次调查
,

平均每人有 3
.

4 个兄弟姐妹
。

老人一般只

与一个子女居住
,

对于同住子女来说
,

老人是户内需照料者
,

对于其他子女来说
,

则是户外

需照料者
。

3
.

照料者身份

本次调查中
,

户内有老人需照料者 12 0 人
。

照料者以本人照料为主 (9 0
.

8呱 )
,

配偶照

料占第二位 ( 38
.

3 % )
,

子女照料占第三位 ( n
.

7呢 )
,

老人的配偶照料占第四位 (8
.

3呱 )
,

保姆照料占第五位 (5
.

8铸 )
,

其他人照料为 5
.

8铸
。

保姆照料的数据表明
,

在中青年家庭中
,

老人照料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
。

.4 照料时间

被访者中
,

照料老人时间以每天 1一 1
.

9 小时为最多 ( 35 铸 )
,

其次是 2一 2
.

9 小时 ( 17 铸 )
,

0
.

1一 0
.

9 小时 (5 呱 ) 及 3 小时及以上 (4 呱 ) 较少
。

照料老人的时间依户内需照料人数的增加而增长
。

户内有两个老人需照料者用于老人的

时间最多
,

每天超过 2 小时的
,

占 43 % ; 户 内有一位老人需照料的占 27 % ; 户内没有老人器

照料的
,

占 n %
。

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中青年照料老人时间的另一个因素
。

家中老人完全能自理的
,

被

访者每天用于老人时间平均为 0
.

7 小时
,

老人部分能自理的平均为 0
.

1 小时
,

老人完全不

能 自理的平均为 1
.

3 小时
。

数据显示出被访者用于老人的时间随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而

增多的趋势
。

5
.

照料程度

被访者中
,

偶尔照料 ( 60 % ) 及早晚照料 (3 O呱 ) 占绝大多数
。

整天照料的是极少数

(1 % )
,

属个别情况
。

如今城市中青年夫妇大都是双职工
,

每天要外出工作
,

整天守候老人是

不可能的
。

这种情况的发生多数是老人处于特殊时期
, ,
中青年整 日守候是临时性的

.

本次调

查遇一特例
,

被访者因老人需长期护理
,

30 多岁了
,

尚未结婚
,

过早退职在家守候老人
。

此

人无论是在经济上
,

还是在精神上
,

均有极大负担
。

6
.

照料内容

按比例的高低
,

照料老人的内容可分为四大类
。

第一类包括购物
、

打扫卫生
、

请医生
.

户

内外有老人需照料的被访者中
,

60 铸以上的人帮助老人做这几项工作
。

其中最多的是购物
。

老

人不常出门
,

或出门不便
,

照料者每天外出工作
,

多数人在下班途中捎带购物
。

打扫卫生是

件策重的工作
,

当老人生病时才需要请医生
,

因而这两项工作自然落在了中青年身上
.

第二

类包括洗衣
、

做饭
、

备药
。

照料者中有 52 呱的人帮助老人洗衣
,

40 肠的人帮助老人做饭
、

备

药
。

第三类包括洗澡理发
、

吃饭喝水
.

约 15/ 的照料者帮助老人做这项工作
。

第四类包括室

内活动
、

大小便
、

洗脸梳头
、

穿衣
、

上下床
,

帮助老人做这几项工作的比例最低 (5 一 n 呱 )
,

但需要照料者做这几项工作的老人
,

其生活 自理能力最差
,

有的几乎完全不能自理
。

帮助老

人做这几项工作
,

要比其他工作频率高
,

更劳累
。



我们注意到
,

在老人不需要照料的情况下
,

被访者也为老人做上述某些项工作
,

如洗衣
、

购物
、

打扫卫生
、

请医生等
,

由此表明
,

中国家庭 内代际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

多数成年子女

关心
,

体贴
、

帮助老年父母
。

7
.

特殊时期的照料

老人住院对中青年家庭来说
,

是可能
.

发生的
、

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

老人住院动手术
,

根

据目前北京市医院的条件
,

多数情况下需要家属陪床
。

成年子女因年富力强自然成为陪床主

力
。

在本次调查中
,

近两年有陪床者 10 0 人
,

占被访者的 39 俗
。

其中本人陪床 82 人
,

配偶陪

床 56 人
,

其他人陪床 30 人
。

约 1/ 3 的人陪床在 1周之内
,

38 %的人陪床 1一 3周
,

陪床 1一

3个月的占 n %
,

1年以上的占 1铸
,

其他情况为 1 5%
,

配偶陪床也以 3 周之内为主
,

占 73 %
,

1年 以上者占 2俗
。

二
、

中青年照料老人的困难与问题

1
.

经济负担重

照料老人虽然是劳务的付出
,

但老人一旦需要照料
,

各种费用增加
,

多数情况下同时需

要经济上的支持
。

照料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

照料者感觉家庭经济状况属于宽裕或一般的比例 (5 6铸 )

低于非照料者 (7 o肠 )
,

而属于不宽裕或很困难的比例 ( 44 % ) 则高于非照料者 (3 o 铸 )
。

低收入家庭中照料者经济负担沉重
,

其比例随家庭人均收入的降低而增高
。

家庭人均月

收入在 1 00 元以下者
,

认为照料老人有经济负担的达到 100 %
,

而 4 00 元以上者
,

其比例为 。
。

各年龄组之间
,

用于老人的月支出相近
,

2 0一 29 岁组为 84 元
,

30 一 39 岁组为 81 元
,

40 一

49 岁组为 86 元
。

低龄组家庭人均收人水平较高
,

以上三组分别为 2 67 元
,

2 49 元和 21 6元
。

子女负担较轻
,

上述三组分别为 30 元
,

1 66 元和 1 82 元
,

因而总负担较轻
。

40 一 49 岁组总负

担最重
。

2
.

对个人及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

被 访者反映
,

照料老人对家庭生活最大的影响是工作 ( 23 % ) 和个夕
、
学习及文化生活

(2 3铸 )
,

其次是社会交往 l( 5% ) 和子女教育 (1 4 铸 )
。

户内有老人需照料者的感觉比无老人的强烈
。

前者对上述反映的平均值为 16 %
,

后者为

n %
。

不同职业被访者选择问题的差异表现出不同职业的特点
。

技术人员和干部对学习和文

化生活 (2 9铸 ) 及工作 (2 6呱 ) 的影响反映较其他人强烈
。

个体户对社会交往 ( 25 % ) 的影

响反映较其他人强烈
。

文化程度高的人工作责任感强
,

对学习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大
,

对这方面的影响反映突出
。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对学 习和文化生活 (4 1呱 )
、

社会交往 (3 6 铸 )
、

工作 ( 32 肠 ) 的

选择均达到最高值
。

数据表明
,

被访者的生活十分紧张
,

除了在外工作
,

就是回家劳动
,

上有老
,

下有小
,

都

要关照
。

长时间的工作与家务劳动挤掉了他们的业余活动时间
。

本次调查中
,

4 6 % 的人几乎

没有文化娱乐时间
。

户内有老人需照料者的这一比例达到 52 铸
。

3
.

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双重角色的冲突

( l) 心理压力

被访者对老人日常生活最大的担忧就是白天发病
,

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占 46 %
。

其次是老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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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的行动 3 ( 8呱 )
、

用火 (2 % 8) 和吃饭 2 (2肠 )
。

本次调查中
,

41 呱的人家中无厕所
,

老

人外出大小便出事的可能性较大
。

41 %的人家中无暖气
,

被访者担心冬天取暖老人会发生煤

气中毒
。

有煤气的则担心老人爱忘事
,

使用煤气出危险
。

有的老人行动不便
,

有的则从不做

饭
,

子女上班后
,

老人吃饭就成问题
。

户内有老人需照料者担心老人白天发病 ( 68 铸 )
、

行动

(4 4% )
、

用火 (3 7肠 )
、

吃饭 (2 8呱 ) 的比例均高于总体水平
。

他们心理压力大
,

外出工作有

后顾之优
。

( 2) 老人住院陪床

老人住院后
,

陪床天数少的
,

子女可利用自己的公休时间
,

陪床天数多的
,

就不得不请

假
。

请假并非容易
,

许多情况下
,

被访者是工作中的骨干
、

领导或正担负重要任务
,

工作离

不开
。

一方面是工作重担
,

另一方面是父母生命枚关时刻
,

俗话说
“

自古忠孝两难全
” ,

在此

时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的冲突表现得最为激烈
。

( 3) 照料老人的困难

被访者回答
“
照料老人的困难

”
这一问题最多的是

“
工作太忙

,

没时间照料老人
” ( 50 % )

,

其次是
“

老人看病交通工具不便
”

(4 5铸 )
,

第三位是
“
经济不宽裕

,

无法请保姆
”

(4 3呱 )
,

第

四位是
“

给老人看病
,

医药费过高
”

(3 6% )
,

第五位是
“

家务负担过重
”

(2 1呢 )
,

第六位是
“

养育子女牵扯精力大
”

( 18 呢 )
。

照料者在各方面的困难都比非照料者大
,

以上六项
,

照料老

人的被访者的平均值 (3 7呱 ) 高于非照料者 (2 1% )
。

低收入家庭的被访者对
“

经济不宽裕
,

无法请保姆
”

的反映尤为强烈
。

家庭人均月收入

在 3 00 元及以上者
,

回答这一问题的比例仅为 16 %
,

2 0 0一 2 ” 元的为 43 铸
,

10 0一 1” 元的

为 6 0铸
,

1 0 0 元以下的达到 100 %
。

(4 ) 对社会帮助的要求

由于照料老人负担沉重
,

极大影响了中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的提高
,

为此中青年

呼吁社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

在本次调查 中
,

呼声最高的是要 求国家及时将老人工资
、

福利待遇同物价指数挂钩

(8 o % )
,

其次是按时发放退休金
、

及时报销医药费 (6 7 % )
,

大约有一半的人 (4 9肠 ) 要求开

办老年公寓
、

托老所之类的养老机构
。

对社区帮助
,

被访者呼声最高的是要求提供上门服务
,

以及建立地段医疗点
、

家庭病床

(均为 7 0 % )
,

3。%的人希望开办托老所
,

20 呱的人希望开设老人饭桌
。

照料者对社会帮助的要求 比非照料者更为迫切
,

要求国家和社区帮助的平均值分别 为

68 呢和 5 0 呢
,

而非照料者相应只有 47 呱和 33 务
。

4
.

对社会养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在本次调查中
,

被访者对老人最佳照料者的选择
,

第一位是配偶 ( 54 俗 )
,

第二位是老人

的子女 ( 32 铸 )
,

第三位才是养老机构 (9 呢 )
,

保姆占第四位 (4 汤 )
。

当问及个人晚年生活照

料的意愿时
,

在配偶在的情况下
,

第一位是配偶 (3 0 % )
,

在配偶不在的情况下
,

第一位是安

乐死 (3 9% )
。

选择养老机构的人数变化不大
,

占 30 铸左右
。

由此看出
,

被访者在肯定养老机

构作用的同时
,

对养老机构也持有一定看法
,

认为养老机构不利于老人的精神慰藉
,

那里的

服务及生活环境也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

对保姆的作用
,

被访者持更多的怀疑态度
,

主要原因包括
:

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
,

请

保姆负担不起
; 二是目前保姆素质较差

,

保姆照料让人不放心
; 三是多数人住房紧张

,

没有



保姆的住处
;四是与孩子相比

,

老人个性较强
,

保姆与老人之间的配合存在困难
。

5
.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已经改变
,

但部分人对个人的未来缺乏思想准备

关 于本人晚年生活照料的打算
,

被访者中
,

无论是否有配偶
,

选择子女的比例均不高

(9 一 10 肠 )
。

本次调查中
,

被访者父母平均拥有子女数 4
.

4 个
,

而被访者的平均子女数仅为

1
.

03 个
。

被访者清醒地意识到
,

老后指望不上 自己的子女
,

他们也不打算依靠子女
。

在配偶

在的情况下
,

被访者中有 24 肠的人选择安乐死
,

在配偶不在的情况下
,

这一 比例上升到 41 %
。

选择安乐死的人中
,

一部分是承认安乐死的合理性
,

另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则是草率决定
,

实

际上并未做认真仔细的思考
。

联系到本次调查中
,

有近 1/ 4 的人回答未考虑
,

这表明
,

多数

被访者 已意识到 自己老后的生活照料存在严重问题
,

但究竟如何解决
,

心中无数
,

以为现在

考虑为时过早
,

抱着
“

车到 山前必有路
”

的心理
。 恻

三
、

对策建议

老年人的照料是一个涉及个人
、

家庭
、

社区
、

工作单位
、

国家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
,

解

决问题的途径也必然是多维的
。

国家方面
:

l( ) 制定相应政策
,

向照料老人的家庭 (包括中青年 ) 提供各种具体的帮助

(如经济补助
、

优惠政策等 )
。

(2 ) 有计划适度发展养老机构
,

吸收家庭照料有困难的老人
。

(3 ) 建立家庭服务员制度
,

培训老人家庭护理员
。

( 4) 改革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
,

制定有利

于家庭照料老人的特殊政策
。

社区方面
:

( 1) 建立
、

普及社区服务站
,

扩大服务面
,

增加服务项 目
,

提高服务质量
。

(2 ) 建立地段 (地区 ) 卫生站 (点 )
,

设立家庭病床
。

单位方面
:

关心在家照料老人的中青年职工
,

在不影响整体工作情况下
,

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或调整工作岗位
,

创造条件
,

给予其他形式的照顾
。

老人方面
:

( l) 保持健康
,

降低发病率
,

延长生活自理时间
,

减少家庭照料时间
。

( 2) 提

倡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
。

(3 ) 支持
、

帮助老人再婚
。

(4 ) 鼓励老人帮助子女做力所能及的

工作
。

中青年方面
:

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尊老敬老养老
,

增强法律意识
,

提高养老

的责任心
。

在上述各项措施中
,

最重要的也是最急需的是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
。

家庭养老和社会

养老是养老制度中的两个基本方面
,

一方的削弱以另一方的增强为条件
,

否则
,

养老制度就

要崩溃
。

对于各方面的努力来说
,

国家将起主导作用
。

只有通过国家的领导与组织
,

才能将

老年事业列入规则
,

促进社会养老事业的全面有序发展
,

中青年家庭照料老人问题也才能在

社会发展中得到最终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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