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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要：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分化。实证分析表明，男性高龄老人获得的

社会支持相对于女性老人更全面；婚姻状况和曾经职业的性别分化以及生活地区，分别从不同维度作

用于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性别分化；在同样的婚姻状况、既往职业状况以及生活地区背景下，不同性

别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仍存在高度的性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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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一、研究意义

高龄老人，特指年龄在 ８０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老年人。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是指高龄老人经

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的获得渠道以及满足程度，这里既包括经济需求、物质生活和

医疗护理方面的获得状况，也包括对老人心理需求的满足
［１］。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中国高龄老人人

数已经达到 １７９３ ７ 万人，占全人口比重超过 １ ５％ ①；而 ２００９ 年统计数据显示，高龄老人总数

达到 ２０００ 万人，并且将以每年 ５％ 的速度增长。高龄老人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对加强高龄老

人生存现状以及社会保障的研究提出了要求。但与此同时，在将高龄老人作为一个群体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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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其内部的分化。
性别作为一个自然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标准，在一定的社会设置，包括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

制度、社会文化及社会习俗的作用下，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包含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

的性别取向和性别歧视
［２］。社会性别导致的分化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分化渗透于每一个个体中，

遍布于家庭、职业和社会安排各个领域。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出生于 １９２５ 年之前的群体。受传

统封建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及 “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使

这部分群体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和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女性被寄予的社会期望以及被

要求扮演的社会角色，大多是边缘于主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这可能导致女性在

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状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与男性的差别。这种个人经历或遭遇又会影响她们目

前的生活处境。因此，对高龄老人的研究，性别视角不可缺少。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 ２００５ 年的 “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

查”项目。这个项目起始于 １９９８ 年，并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５ 年进行了连续跟踪和补

充调查。此项目覆盖了全国 ２２ 个省市自治区，包 括 辽 宁、吉 林、黑 龙 江、河 北、北 京、天 津、
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重庆。调查区域 ２００５ 年总人口为 １１ ０９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８４ ８２％ ①。调查随机选取这

２２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中大约 ５０％ 的县、县级市与区开展调查。２００５ 年的 “全国老年人口

健康状况调查”主要是一项针对高龄老人的调查，样本总体 １５６３８ 个，其中高龄老人样本 １０５３３
个。本文使用 ２００５ 年调查中高龄老人 （８０ 岁及以上） 部分的数据

［３］。

三、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性别分化

本文对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社会支持获得渠道的研究，而无法说明

社会支持获得程度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包括工具型支持和情感型支持，工具型支持主要是经济供

给和生活照料，而情感型支持则主要是精神慰藉。
数据分析显示，男性高龄老人经济支持来源于自身的比例是 ３３ ２％ ，依赖配偶、子女等家

庭成员以及其他人的比例为 ６６ ８％ ；女性老人经济支持来 源 于 自 身 的 比 例 为 ７ ６％ ，依 赖 于 配

偶、子女及其他人等 外 界 来 源 的 比 例 为 ９２ ４％。可 见，能 够 保 持 晚 年 经 济 独 立 的 高 龄 老 人 中，

男性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相应的，主要靠外界资助的女性老人的比重高于男性老人。生活照料

方面，１８ ９％ 的 男 性 高 龄 老 人 在 生 病 的 时 候 可 以 得 到 来 自 于 配 偶 的 照 料， 而 女 性 老 人 只 有

２ ３％。由于有了配偶的照料，依赖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其他人提供生活照料的男性高龄老人的比

例，相对于女性老人要低得多。
情感型支持选取了 “平时经常和谁聊天”这一变量来考察。２５ ９％ 的男性老人平时聊天的

对象为配偶，女性老人同一指标值只有 ４ ３％。由于大多数的女性高龄老人失去了从配偶那里获

得精神慰藉的机会，所以女性老人更多从家庭其他成员或者其他人处获得情感型支持。
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分化。

男性高龄老人自我保障的水平比女性老人强，其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总体上也多于女性高龄老

人。导致这个结果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

响，不同性别高龄老人曾经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他们当下社会支持的获

得。另外，与城市地区相比，传统思想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深刻，因此，生活地区也

会强化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性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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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性别视角分析

（一） 婚姻状态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婚姻对不同性别的高龄老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女性的从属性，男性在婚姻中大多是居

于主导地位的，不仅主导着自己的生活，而且主导着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所以，婚姻对于女性

而言，主要是提供一种合法分享别人社 会 经 济 利 益 的 方 式，是 一 种 生 活 的 保 障；而 对 于 男 性 来

说，婚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通过繁衍实现了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传承。这种历史的惯性决定了婚

姻状态对于不同性别高龄老人的不同意义。
１． 婚姻状态的作用

数据分析显示，是否有配偶对于高龄老人能否从配偶处获得经济支持的作用并不明显。全部

被访老人中，男性高龄老人主要从配偶处取得经济支持的比例为 ０ ６％ ，女性高龄老人主要从配

偶处取得经济支持的比例为 １ ２％ ，女性高龄老人经济支持依赖于配偶的比例略高于男性高龄老

人，但低于通过自身或者是子女晚辈以及其他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比例。在生活照料方面，有配偶

的高龄老人相对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配偶是他们生病时主要的支持来源，占 ５０ ８％ ，其次

才是子女晚辈或者是其他人。在情感支持方面，相对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有配偶的高龄老人

经常与配偶聊天的比例达到 ７３ １％ ，这充分说明在精神上对配偶的依赖程度更高。
婚姻状态从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影响高龄老人的生活，使得有配偶的高龄老人总体的社会

支持水平高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而男性高龄老人有配偶的比例与女性高龄老人有配偶的比例

之比达到 ３４ ２％ ∶ ６ ２％ ，男性是女性的 ５ 倍还多，所以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全面的社

会支持。
２． 控制婚姻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有配偶的高龄老人中，在经济支持方面女性依赖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比例为 ７７％ ，而男

性为 ５２ ７％ ，女性高于男性；但在生活照料方面，男性和女性老人获得配偶支持的比例分别为

４３ ５％ 和 １７ ７％ ；同样，在情感支持方面，男性获得配偶支持的比例为 ７５ １％ ，女性为 ６５ ７％。
这说明，对于有配偶的高龄老人，经济支持方面女性比男性更依赖配偶的支持，而在生活照料和

情感支持方面，男性更依赖于女性。对于这一事实，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不同性别高龄老人，在

晚年生活中依然延续了终其一生形成的性别角色定位。男性是社会人，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家庭

之外，为家庭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上，对家庭事务或家庭成员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而

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一直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其社会地位的彰显主要在家庭中实现，所以

关注家庭和家庭成员是她们一生的使命。这些特点即使在高龄阶段也不会改变。
（二） 既往职业地位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职业在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研究者

之所以选择职业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维度，是因为不同的职业不仅具有不同的经济收

入，而且拥有不同的权力，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声望。职业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影

响不是当期的，而是长期和深远的。
１． 既往职业的作用

既往有固定职业 的 高 龄 老 人， 从 配 偶 处 获 得 生 活 照 料 和 情 感 支 持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１６ ９％ 和

２３ ８％ ，而曾经为 “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该项指标分别是 ７ ５％ 和 １１ １％ ，曾经为 “家务人

员”的该项指标就更低，分别为 ４％ 和 ６ ２％。这说明，既往职业稳定的高龄老人从配偶处获得

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都相对很高，相应的由子女晚辈提供支持的比例也就低了很多。不过

既往职业稳定的高龄老人，生病时由 “其他人员”照料的比例为 １５ ７％ ，平时经常与 “其他人

员”聊天的比例为 １０％ ，也都高于其他两类人，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高龄老人对社会服务资源

的利用程度更高。可见，既往职业对于高龄老人当下的社会支持有重要的影响。曾经从事有固定

收入工作的老人，相对于其他两类人，无论是在经济支持来源，还是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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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更丰富，其社会支持水平也更高。
然而，不同性别的高龄老人既往职业地位分化极其严重，女性总体的职业地位比男性低很

多。女性高龄老人中曾经从事有稳定收入工作的比例只有 ９ ６％ ，比男性高龄老人低至少 ２５ 个

百分点。同时，女性高龄老人中曾经一直从事家务活动的比例高达 ２４％ ，而曾经作为 “家务人

员”的老人恰恰是当下社会支持状况最弱势的群体。
既往职业地位部分地决定了高龄老人现在的社会支持状况，而女性高龄老人曾经的职业地位

低于男性高龄老人，所以她们的社会支持状况比男性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２ 控制职业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在经济支持方面，既往从事固定工作的高龄老人中，男性主要经济支持来源于自己的比例为

７５ ４％ ，是女性的 １ ３５ 倍；而既往职业为农林牧渔及自雇用者和家务人员的老人，这一比例低

于曾有固定工作的老人，分别为 ９ ８％ 和 ２３ ７％ ，但却比同类组女性高出 ３ 倍以上。这说明，对

于既往职业地位相近的高龄老人，经济 支 持 的 性 别 分 化 依 旧 非 常 明 显，但 是，既 往 职 业 地 位 越

高，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越小，反之，既往职业地位越低，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就越大。
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既往的职业地位会影响当下社会支持状况。但总体上看，生活

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性别分化更为显著。男性高龄老人中在生病时由配偶照料和平时经常与配偶聊

天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老人。相应的，女性高龄老人在这两方面从子女晚辈或者其他人员获得支持

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老人 （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摇控制职业变量后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来源的性别分化

项目

生病时由谁照料

配偶
子女或孙子女

及其配偶
其他人员 无人照料 总计

有固定职业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３２１
２２ ６０
２４

３ ９０

８９６
６３ １０
４５６

７３ ９０

１９２
１３ ５０
１２７

２０ ６０

１２
０ ８０
１０

１ ６０

１４２１
１００
６１７
１００

农林牧渔及

自雇用者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４２０
１６ ８０
８９

２ １０

１８８６
７５ ５０
３８５７
９０ ７０

１４４
５ ８０
２４９
５ ９０

４８
１ ９０
５９

１ ４０

２４９８
１００
４２５４
１００

家务人员等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３２
１８ １０
３６

２ ３０

１３１
７４ ００
１３０８
８４ ９０

１２
６ ８０
１８３

１１ ９０

２
１ １０
１４

０ ９０

１７７
１００
１５４１
１００

表 ２摇控制职业变量后高龄老人情感支持来源的性别分化

项目

平时经常和谁聊天

配偶
子女、孙子女

及其配偶
其他人员 没有人 总计

有固定职业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４３９
３１ ００
４４

７ ２０

７８５
５５ ４０
４５４

７３ ９０

１２３
８ ７０
８１

１３ ２０

７１
５ ００
３５

５ ７０

１４１８
１００
６１４
１００

农林牧渔及

自雇用者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５７８
２３ ２０
１６９
４ ００

１６１２
６４ ６０
３５９３
８４ ７０

１８５
７ ４０
２６８
６ ３０

１２０
４ ８０
２１４
５ ００

２４９５
１００
４２４４
１００

家务人员等

男
人数 （人）

比例 （％ ）

女
人数 （人）

比例 （％ ）

４４
２４ ９０
６２

４ ００

１１０
６２ １０
１２４７
８１ ３０

１２
６ ８０
１５２
９ ９０

１１
６ ２０
７３

４ ８０

１７７
１００
１５３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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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 （三） 生活地区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生活地区作为一个根据人口、地貌和产业特征划分的地理概念，在一定的行政制度下，就成

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牵涉到利益关系的社会概念。
１ 生活地区的作用

城市、镇、农村高龄老人在主要的经济支持上，来源于自己的比例是逐渐 下 降 的，分 别 为

４１ ２％ ，１６ ６％ 和 ７ ３％ ；而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比例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 ４９ ６％ ，７２ ７％
和 ８５ ６％。相对于镇和农村的高龄老人，城市高龄老人的自我经济支持能力强，主要是因为其

中很多人有社会养老金。高龄老人从配偶以及其他人员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城市

９ ８％ 和 １６ ３％ ，镇为 ８ ９％ 和 ９ ６％ ，农村为 ８ ２％ 和 ４ ８％ ；获得情感支持的比例从高到低依

次是城市 １４ ７％ 和 １０ ３％ ，镇为 １２ ７％ 和 ９ ３％ ，农村为 １１ ８％ 和 ９ ２％ ；而相对于城市和镇的

高龄老人，农村老人从子女晚辈处获得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则最高，分别达到 ８５ ３％ 和

７６ ８％。这种结果，一方面说明城市和镇的社会服务资源相比农村更丰富，另一方面说明城市和

镇的老人对社会服务资源的利用程度要高于农村老人。
２ 控制地区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抛开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城乡差异，单纯从地区内部来研究其经济支持的性别差异。城市、
镇和农村男性高龄老人自我经济支持的比例，分别是城市女性高龄老人的 ３ ６ 倍、４ ３ 倍和 ６ ７
倍。这说明，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大于镇和城市地区，镇的高龄老人经济支持

的性别分化又大于城市地区。无论是城市、镇还是农村，女性高龄老人相对于男性高龄老人，由

配偶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都低很多，分别为城市男性高龄老人的 ０ １２ 和 ０ １７、镇男

性高龄老人的 ０ １３ 和 ０ １７、农村男性高龄老人的 ０ １３ 和 ０ １６，而由子女晚辈提供生活照料的

比例则高出很多。这说明，与经济支持在城乡和性别方面的分化都很严重的情况相比，不同生活

地区之间的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性别分化不是特别显著。而同一生活地区的高

龄老人，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对于同样性别的不同地区的

高龄老人，其获得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状况是基本相似的。

五、结论

通过全文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男性高龄老人相对于女性高龄老人，在婚姻状态、既

往职业地位等方面都更为优越。第二，男性高龄老人婚姻状态和既往职业地位相对于女性老人的

优越性，决定了其在社会支持的获得上更为全面。另外，生活地区显著影响了社会支持性别分化

的程度。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程度，相对于城市和镇的老人更为严重；而镇的

高龄老人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程度要高于城市老人。此外，在分别控制了婚姻状态、既往职业地

位和生活地区以后，男性老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依然优于女性老人，这进一步说明了在传统封建思

想文化摇篮中孕育出来的社会性别分化作用的顽固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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