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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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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面临着老龄化挑战,农村老龄化也日益严峻。 本文以

农村老年人作为主体,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发展、测量工具、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影响因素及

干预策略五个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促进我国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提供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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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ging,
 

and
 

rural
 

ag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ural
 

elderly
 

as
 

the
 

main
 

subject,
 

and
 

combines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of
 

active
 

aging,
 

measurement
 

tools,
 

current
 

status
 

of
 

active
 

aging
 

among
 

rural
 

elderl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e
 

aim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promoting
 

active
 

aging
 

among
 

rural
 

elderl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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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 岁及

以上人口为 1. 9 亿人,占总人数的 13. 50%[1] ,我国

逐渐由中度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化发展[2] 。 随着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近 10 年城镇化进程

最快的国家。 农村大部分都是空巢老人,出现了很

多农村老年人养老难的问题[3] 。 针对国家老龄化

和农村养老难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4] 。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

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处于健康的状态,也要在一

系列保障措施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相较于国外农

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研究的深入,我国在农村老年

人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因此,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旨在为促进我国农村老年人积

极老龄化提供指导和借鉴。

1　 积极老龄化概念及其发展

　 　 19 世纪 60 年代的生物医学模式时期,老龄化

被认为存在明显的负性色彩。 1961 年,Havighurs 首

次提出成功老龄化的概念[5] 。 1987 年,美国学者

Rowe 等[6]进一步指出成功老龄化三因素模型,这是

人口老龄化迎来从负面理解到正面理解的伟大飞

跃。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有学者提出产出性老龄

化的概念[7] 。 1987 年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首次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理论。
2002 年,WHO 在之前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

的定义:老年人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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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达到最佳状态[8] 。 积极老龄化中,“积极”是核

心,“健康”是基础,“参与”是前提,而“保障”则是积

极老龄化的保证[9,10] 。 由此可见,积极老龄化属于积

极老龄观[11] ,与最初的消极老龄观截然不同。 此后,
不同国家、组织和学者对积极老龄化进行了定义,但
多数都以 WHO 的积极老龄化框架为基准,因此

 

WHO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最广

泛的影响力。

2　 测量工具

2. 1　 泰国

　 　 2006 年,Thanakwang 等[12] 根据 WHO“积极老

龄化”政策框架及泰国的经济发展开发了泰国积极老

龄化指标(active
 

ageing
 

index
 

in
 

Thailand,AAI-Thai),
一共包括了健康、参与和安全 3 个维度,共 15 个条

目。 2014 年,Thanakwang 等[13] 增加个人因素开发了

泰国积极老龄化量表 ( active
 

aging
 

scale
 

for
 

Thai
 

adults, AAS-Thai),主要包括了 7 个维度,36 个条

目。 2016 年,Haque 等[14] 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发了

泰国积极老龄化水平量表 ( active
 

ageing
 

level
 

in
 

Thailand,AAL-Thai),该量表主要包括 6 个维度,
17 个条目。
2. 2　 中国

　 　 2012 年,胡敏[15] 为了探讨积极老龄化的特点

自编了中国积极老龄化测评问卷(active
 

aging
 

ques-
tionaire

 

in
 

China,AAQ-CHN),主要包括 4 个维度,
20 个测量条目。 2017 年,国内学者张建阁等[16] 将

AAS-Thai 汉化,形成中文版积极老龄化量表(active
 

aging
 

scale,AAS),包括 7 个维度,36 个条目。 2019
年,谢晖[17] 开发了中国积极老龄化模型构建量表

(active
 

aging
 

model
 

in
 

China,AAM-CHN),该量表主

要包括 3 个维度,10 个条目。
2. 3　 其他

　 　 2012,欧盟组织在 AAI-Thai 基础上开发了欧盟

积极老龄化指标 ( active
 

ageing
 

index
 

in
 

European
 

Union,AAI-EU) [18] 。 澳大利亚Buys 等[19]开发了澳大

利亚积极老龄化测评问卷(active
 

aging
 

questionnarie
 

in
 

Australia,AAQ-AUS)。 2018 年,Rantane 等[20]为了提高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开发了于韦斯屈莱大学积极老龄

化量表(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Active
 

Aging
 

Scale,
UJACAS)。

由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针对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

工具的开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专门针对农

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评估工具有待进一步开发。

3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

　 　 刘艳丰等[21]研究结果显示,河北省唐山市农村

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梅艳红[22]

研究结果显示泸州市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

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王荣华等[23] 研究结果

显示,河南省部分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
经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

现状的研究不是很多,多以积极老龄化为背景。
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尚

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

4　 影响因素

4. 1　 个人因素

4. 1. 1　 年龄 　 组亮等[24]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越高

的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相对较低,由此会带来社会

参与度下降,从而影响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
4. 1. 2　 文化程度　 相关研究调查显示,文化程度越

高的农村老年人,其积极老龄化水平也会更高。 主

要原因如下:(1)文化水平高的老年人,阅读和获取

较先进领域的能力较高,能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
更加容易接受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措施;(2)文化

程度高的农村老年人更加注重健康管理,对于饮食、
用药、运动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自知力[25] 。
4. 1. 3　 患病情况　 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

疾病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26] 。 经年累月

的疾病不仅会让农村老年人感受到身体负担,同时

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心理。 他们往往认为慢性疾病会

加重亲人的经济负担,由此产生较严重的负性情绪,
甚至会产生放弃治疗的想法。
4. 2　 社会因素

4. 2. 1　 经济状况 　 魏兰芝等[27] 研究结果显示,月
收入低的老年人进入高无望感-高动机丧失组的风

险较高。 子女少或者子女提供生活补助少的老年人

通常对自己的健康缺乏预见性的关心,以至于急病

处于晚期才被发现,导致救助不及时,并且加重了经

济治疗负担,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负面情绪,从而阻

碍积极老龄化的发展,并出现经济水平低-疾病发

展迅速-治疗费用高-经济水平愈低的恶性循环。
4. 2. 2　 婚姻状况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已婚且

配偶在世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高[28] 。 因为

此类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得到配偶的情感支持,相互支

持的老年人可以帮助宣泄农村老年人的负性情感,从
而能比单身农村老年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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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居住情况　 相关文献显示,农村老年人是否

独居也成为影响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29] 。 独居

的农村老年人缺少家人陪伴,不能及时得到情感支

持和身体照料,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

5　 干预策略

5. 1　 提升农村老年人正确老龄观念

　 　 培养农村老年人正确的老龄观念,对于他们积

极面对老年生活和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都起着关

键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

系列具体措施。 (1)加强老龄知识的普及,作为培

养农村老年人正确老龄观念的基础。 通过组织老年

教育讲座等途径,向农村老年人传授养生保健以及

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知识,并解答他们在老年生

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 (2)建立完善的老年人关

爱服务体系,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关

怀。 在农村社区建立老年活动中心,组织体育锻炼、
文化娱乐等活动,增强老年人的社交联系和生活乐

趣。 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辅

导,帮助他们建立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应对老年阶段

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3)倡导尊重老年人和孝敬父

母的社会风尚。 通过开展以尊老敬老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强调传统美德,树立社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尊重

和关爱意识。
5. 2　 提高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有助于促进农村老年人积

极老龄化。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健康知识

的普及工作。 通过组织健康讲座、分发相关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农村老年人传授健康养生知识,提高他

们对健康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2)建立健全的健康

监测体系。 定期对农村老年人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 同时,鼓励农村

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活动,比如开展健身操和

广场舞等健身项目,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和身体机能。
(3)鼓励农村老年人保持均衡的饮食习惯。 提供健

康饮食指导,推广传统的健康饮食文化,减少高盐高

油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 (4)加强

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农村老年人逐渐改变生活方式,
如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关注心理健康等,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5. 3　 积极创新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

　 　 在面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时,积极创新农村

老年人养老模式是当务之急。 一方面,可以引入智

慧养 老 的 概 念, 将 现 代 科 技 与 养 老 服 务 相 结

合[30,31] 。 通过智能化设备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可

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监测、医疗护理、安全保障等方

面的全面管理,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数字

教育也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智慧养老模式[32] 。 另一

方面,互助养老也是一种积极创新的模式。 通过建

立和发展农村老年人互助小组,共同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开展各类养老活动,增加社交互动和人际关

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同时,鼓励社区居民和

相关组织共同参与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形成政府、
社会、居民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共同为农村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6　 小　 结

　 　 从成功老龄化到产出性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再
到 21 世纪初积极老龄化的正式提出,科学家们一直

在寻求能够促进老年人实现优质生活的有效策略。
积极老龄化提出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使之努力达到“健康、参与、保障” 的积极状

态。 科学家们如今已经开发了多个相关量表,但专

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量表还有待继续开发。 目前关

于农村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大多以积极老龄化的视角

解决老龄化相关问题。 影响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

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因此,可以根

据以上因素采取相应的干预策略,如提升农村老年

人正确老龄化观念、提高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积极创新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切实促进我国农村

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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