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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老龄化对社会工作领域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分析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本文呈现了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工作挑战，并探讨了老龄化为社会工作专业提供的机遇。随着人口老

龄化加剧，社会工作领域需要应对养老保障、健康护理、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挑战。然而，老龄化也为

社会工作专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包括就业前景的增加和服务创新的可能性。面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社

会工作更应该抓住机遇，解决老年人的多层次问题，满足老年人需求，实现老年社会工作的新发展，促

进老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和行业待遇的提高。通过深入研究老龄化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可以更好地应

对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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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aging brings to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By analyzing the trend of aging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ork, this article presents various 
social work challenges brought by aging and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ging provides for so-
cial work major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s the aging population intensifies,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needs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pension security, health care, and social partici-
pation. However, aging als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work majors, including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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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rvice innovation. Faced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aging 
era, social work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solve the multi-level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chieve new development in elderly social work, and promote the improve-
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dustry benefits for elderly social workers. By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aging,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can better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upport an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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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

挑战。按照国际惯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7%~14%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14%~21%为老龄社

会(Aged society)，超过 21%则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14.2%，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已经形成且无法逆转

[1]。老龄化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专业在老龄化社会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面对养老保障、健康护理、社会参与等各方面的挑战。因此，研究老龄化时

代社会工作的挑战与机遇，对于理解和应对老龄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8004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

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自 200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7%，进入

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高龄化趋势日

益凸显。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2]。与 2010 年相比，十年

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 8637 万，比例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而 2000 年到 2010 年期间，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 4767 万，比例上升了 3.23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过去十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

和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在加速发展。 

3. 老龄化趋势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现象。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伴随

着经济发展、医疗进步和社会变迁，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老龄化给社会工作专

业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3.1. 养老保障领域的挑战 

养老保障需要确保公平和包容，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在某些地区或社会群体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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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的不平等问题，包括收入差距、社会福利差异等。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

求也变得多样化。老年人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如居家护理、社区日间照料、长期护理设施等。

然而，不同类型的服务在不同地区和社区的供给和质量存在差异。在某些社会和文化中，养老观念和文

化传统可能成为养老保障的挑战。有些文化中，家庭成员承担着照料和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社会福利和

机构化养老服务的接受度较低。在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社会中，家庭成员将越来越难以负担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这就需要社会工作专业进一步发展老年人照料领域的能力，宣传改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社

会文化，满足老年人更高的照料需求。 

3.2. 健康护理领域的挑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通常患有多种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管理这些多重慢性

病需要综合的医疗护理和健康管理。然而，多重慢性病的管理复杂且需要协调各种医疗资源和服务。一

些老年人面临贫困、低教育水平、社会排斥等因素，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老年人对健

康服务的需求较高，但有时可能面临服务可及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或资源匮乏的地区，健康服

务的覆盖率和质量可能不足。很多老年人的健康护理主要依靠配偶、子女或者稍加培训就上岗的保姆等

人员，这导致很多老年人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更是缺乏专业的医疗保障和健康保

障人员。这意味着老龄化社会中需要更多具备老年人服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

需要加强相关教育培训，培养更多专业化的老年医疗社会工作者，以满足老年人服务的需求。 

3.3.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挑战 

一些老年人面临社会孤立和孤独的问题，缺乏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这可能由于家庭结构变化、亲

友离去、身体健康问题等原因所致。交通和移动性方面的障碍，可能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动不便、

无法驾驶或缺乏公共交通等问题可能限制了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和社交互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密切，成年子女外出打工等，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老年人有时面临年

龄歧视和社会排斥，被忽视或边缘化。这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会参与意愿和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一些老年人可能面临技术使用的障碍，无法充分利用数字化社交和参与平台。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开展相

关活动，满足老年人社交需求，同时开展大量公益课程，老年人需要和年轻人共同学习新科技，适应电

子产品时代。 

3.4. 资源短缺的挑战 

老龄化社会中，资源分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都需要社会的扶持与帮

助，社会工作是运用专业的工作方法帮助有困难的人及群体的职业，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面

临着多种多样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支持及资源的适当倾斜。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应对资源有限的挑战，发

挥社会工作者“政策影响人”及“资源获取者”的角色，通过链接政府资源、寻求社会支持、合作伙伴

关系建立等方式，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老年人提供高效和优质的社会工作服务。 

4. 老龄化为社会工作专业提供的机遇 

4.1. 满足老年人需求，增加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的养老服务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由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二是由企业或民间组织提供

的养老服务，三是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而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它主要是以社区为依托，运用个案、

小组、社区、行政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老年人生活照顾、精神慰藉、权益维护等服务的专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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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老年人需求的增加、较高的需求层次、广泛的需求内容、广阔的

需求空间等，都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人员数量和人员素质有了更多的要求。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

求，解决我国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必然会促进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4.2. 借助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发展机遇，完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发展老年社会工作的一次契机，学术界、实际工作者可以借助这次机会，

向政府和社会积极宣传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展示社会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联系社会政策与实务

工作等方面的特点与优势，加大对社工理念的宣传，让政策制定部门对社会工作更近了解与接纳，从而

推动完善社会工作发展的具体政策[3]。 

4.3. 加快老年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提高专业人才待遇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有利于推动政府和社会探索建立在养老服务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机制，

推动养老机构、社区机构、医院开发老年社工岗位，并确立与社会工作者需求相适应的薪资待遇、社会

保障、晋升制度、考核评估等职业体系[4]。加大对社会工作建设的投资，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

通过提高岗位购买工资，加大对社会工作参与老年治理的宣传等，让社会工作尽快成为为社会所认可的

职业，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5]。 

5.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工作策略 

5.1.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能力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目的的专业方法，强调专业的伦理、价值与价值目标，通过有组织的方法

为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方法，其

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哲学、社会工作伦理、认知行为理论、优势视角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等，强调专业

的价值和理念。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方法，其核心是将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以实现个人发展、家庭发展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必须提高自己

的专业能力，增强老年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方法，通过运用专业方法对老年人及其家庭进行资源整合和

能力提升，帮助老年人及其家庭解决老龄化挑战中的具体问题。 

5.2. 发展高校社会工作教育 

目前我国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面临着专业发展不成熟、实务教学不足、社会对本专业认同度低、

学生对专业认同度低等困境，这影响了社会工作行业的整体发展，老年群体的服务质量也得不到提高。

高校社会工作必须加大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和传统媒介，增强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解，

增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高校在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时，要确定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培养特色人才，增大对老年社会工作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加强实践督导机制建设，使学生更好地增强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能力。 

5.3. 创新社会工作实践 

社会工作实践鼓励和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倡导。通过与社区合作，社会工作者可以与居民一起识

别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共同推动社区发展和变革。社会问题往往跨越不同领域和机构，因此跨领域

合作成为创新实践的重要方向。社会工作者可以与医疗机构、教育机构、政府部门等合作，共同解决复

杂的社会问题，并提供综合的支持服务。社会工作实践越来越重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有效的数据

收集和分析，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问题的范围和影响，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并评估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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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成效。社会工作实践越来越重视基于证据的实践。这意味着在制定干预措施和提供服务时，依据

科学研究和实证经验证据来指导决策和行动，以确保服务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创新的社会工作实践强

调个人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社会工作者与老年人合作，支持他们的自主权，鼓励他们参与决策过程，

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和资源，帮助老年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改善生活。 

6. 结论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健康等多个领

域产生广泛影响，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其带来的挑战。老龄化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

括养老保障挑战、健康护理挑战、社会参与挑战、就业前景增加和服务创新可能性。这些挑战需要社会

工作专业与其他相关领域共同努力，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同时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

创造了许多机遇。社会工作专业在老龄化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老年人的支持、

护理和康复服务，对老年人进行危机干预和保护，倡导老年人权益和政策保护，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关怀和支持，推动社会的老年友好型发展。总而言之，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挑战，

但也提供了机会和潜力。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创新，结合政策层面的改革和支持，可以为老

年人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关爱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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