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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典型的“未富先老”省份，其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以及老龄化进程已超前于当下

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养老服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亟待解决。而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农村地区，

有着数量更多、比重更大的老年人口，“未富先老”现象更突出，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多更复杂，有着更

大的养老压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贵

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据此提出系统建议，以期促进贵州省人口的均衡

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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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as a typical province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western China, has 
stepped into the aging society and its aging process has been ahead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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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level.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rural areas with more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is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s more prominent, resulting in more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and greater 
pressure on old-age support, which hinders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
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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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占比增长的社会现象，这是人口自然

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联合国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7%，即意味着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贵州省

在 2003 年就以“未富先老”的态势迈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省老龄化程度同全国一样进一步加深，可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老

龄化将会是其基本省情，这意味着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面临着较大的养老负担，相当考验双方养老能

力。而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城镇化导致青壮年人口批量外流，老年人口数量占比相对增

大，其中还有不少空巢和独居老人，对比城镇地区其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这给地方养老服务和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贵州省农村地区老龄化现状，迫切需要探寻出一条适宜解决其养老困

境的道路，这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聚焦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当下养老面临的困境问题，基于 2010 年与 2020 年两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省内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总数和占比入手，分析其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和进程，探

讨其在养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 

2.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贵州省农村地区总人口为 1806.62 万人，占贵

州省人口总数的 46.85%，人口数量相当庞大。整体来看，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龄人口比

重上升，中低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增高，总抚养压力增大；老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老

年人口比重大；人口老龄化城镇与农村倒置严重，农村养老形势严峻等现状。 
(一)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中低龄人口比重下降 
根据 2020 年“七普”数据计算整理得出，贵州省农村地区总人口数为 1806.62 万人，其中 60 岁以

上的人口总数为 348.16 万人，占总人口 19.27%；0~14 岁的幼龄人口总数为 457.27 万人，占总人口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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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 岁的中龄人口总数为 1001.19 万人，占总人口 19.27% (见表 1)。对比 201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不同

年龄段人口数及比重，2020 年的人口数据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即 6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

势，15~59 岁与 0~14 岁的中、低龄人口比重则呈下降趋势，整体而言符合贵州省“少子老龄化”[1]的趋

势。按照国际规定的国家年龄结构类型标准，将不同的人口年龄系数区间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2]，可见 202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已处于老年型，老少比高达 76.14% (见表 2)。 
 
Table 1. Population size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10~2020) 
表 1. 贵州省农村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数及比重(2010~2020 年) 

年龄 
2010 年 2020 年 

人口数(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人口数(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0~14 岁 638.01 27.73 457.27 25.31 

15~59 岁 1341.21 58.27 1001.19 55.42 

60 岁及以上 321.88 13.98 348.16 19.27 

总计 2301.10 100.00 1806.62 100.00 

数据来源：《贵州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贵州省 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 
 
Table 2. Indicators of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in 2020 
表 2. 202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 

  少儿系数(%) 老年系数(%) 老少比(%) 

年龄结构类型国家标准 

年轻型 >40 <4 <15 

成年型 30~40 4~7 15~30 

老年型 <30 >7 >30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2020 年 25.31 19.27 76.14 

数据来源：同表 1。 
 

(二) 老年抚养系数增高，总抚养压力增大 
201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少儿抚养系数为 47.57，老年抚养系数为 24，前者抚养比为后者近两倍；2020

年少儿抚养系数同比 2010 年下降了近 2%，但老年抚养系数则增长了近 10%，增长幅度较大，导致总抚

养系数也增长了将近 9% (见表 3)，这意味着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就要承担起 34 个老年人(60
岁及以上)和 45 个青少年(0~14 岁)的抚养责任，总抚养压力相当大。另外，快速攀升的老年抚养系数也

意味着贵州省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快速发展，可预见未来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贵州省将持续面

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各方压力。 
 
Table 3. Population dependency coefficient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3.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抚养系数(2000~2020 年) 

抚养系数(抚养比) 2010 年 2020 年 

少儿抚养系数(0~14 岁) 47.57 45.67 

老年抚养系数(60 岁及以上) 24.00 34.77 

总抚养系数(0~14 岁，60 岁及以上) 71.57 80.45 

数据来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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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老年人口比重大 
201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男性为 157.62 万人，女性为 164.26 万人，各占老

年人口总数的 48.97%和 51.03%，性别比为 95.96%；202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

男性为 167.86 万人，女性为 180.30 万人，各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48.21%和 51.79%，性别比为 93.10% (见
表 4)。结合上述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贵州省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女性老年人口数量持续高于同时

期的男性老年人口数量，尽管双方人口数量在这十年内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女性老年人口增长的

幅度更大，从而导致老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现象更加突出。有学者指出，从平均寿命和寿命延长幅度来

看，女性群体整体都是高于男性的，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3]。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女性老年人口正在逐渐成为人口老龄化的主角。 
 
Table 4. Number and sex ratio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00~2020) 
表 4. 贵州省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分性别老年人口数及性别比(2000~2020 年) 

性别 
2010 年  2020 年  

老年人口数 
(万人) 

占总人口比

重(%) 
性别比 

(女 = %) 
老年人口数 

(万人) 
占总人口 
比重(%) 

性别比 
(女 = %) 

男性 157.62 48.97 
95.96 

167.86 48.21 
93.10 

女性 164.26 51.03 180.30 51.79 

数据来源：同表 1。 
 

(四) 老龄化现象城乡倒置严重，农村养老形势严峻 
2010 年贵州省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 321.88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13.98%，其中老年

人口总数是城市与乡镇老年人口总数的 5 倍左右，但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的差距不算太大，仅相差 3%左

右；2020 年城市与乡镇的老年人口总数同比增长了 2 倍左右，占总人口比重各自增长了近 1%和 2%，而

农村老年人口同比增长的幅度却不算大，仅增长了 20 多万人，但占总人口比重却增长了将近 6%，与城

镇的差距达到了 7%左右，其养老形势对比城镇是显而易见的严峻(见表 5)，部分村寨甚至出现了“空心

村”“银发村”等现象，城乡老龄化差异十分显著。 
 
Table 5.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2010~2020) 
表 5. 贵州省城镇及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及比重(2010~2020 年) 

区域 
2010 年 2020 年 

老年人口数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人口数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城市 59.95 10.83 118.58 11.71 

镇 64.29 10.37 126.39 12.19 

农村 321.88 13.98 348.16 19.27 

数据来源：同表 1。 
 

(五)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老龄化社会健康问题凸显 
目前我国处于后疫情时代，但新冠疫情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刻的，所有老龄化社会

下的问题都被放大和凸显。首先，老年人群体普遍免疫力低，属于新冠肺炎易感人群，对比其他年龄群

体有着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死亡风险。此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虽然在增长，但生命质量并未提升，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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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患有心脑血管类和营养代谢类慢性疾病，感染病毒后容易银发慢性疾病并发症，这成为我国老年群

体感染新冠肺炎后的主要死因。在这一背景下，充分暴露了我国老年医学和老年健康产业发展不充分不

平衡的问题，现有的公共医疗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供给很难供应当下的庞大需求，一旦面临新冠肺炎这

种具有超强传染性的病毒，近乎一半以上的医疗资料都要用于老年人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衍生的社会问题 

(一) 劳动供求矛盾不断加深，阻滞农村经济产业升级 
贵州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之一，亦是青壮年劳务输出大省。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急促的现代化步伐促使贵州省农村地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向城市不断流动，有的长期

在外从事第二、三产业，有的则直接定居或落户于所工作的城市，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青壮年人口的大

幅度减少和老年人口占比的不断攀升，不仅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使得“未富先老”现象突出，

更是从数量和结构上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供求矛盾[4]。高龄人口比例日益加大、中、低龄人口比例却逐渐

减，“993861 (老年、妇女、儿童)部队”现象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

也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输送乏力，“未富先老”引发的社会问题迫在眉睫[5]。 
(二) 传统养老模式被弱化，社会养老需求不断加大 
贵州省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系数在十年间增长了 10%左右，其背后是连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和人

口占比，以及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抚养压力。放眼全国的农村家庭，其人口数量规模整体都在往小型化

转变，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承担养老负担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被不断弱化，

这是目前学界的共识[6]。大幅度提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以及日益被削弱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一“增”

一“减”对贵州省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提出了挑战，迫切需要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应对这一压力，并促使

其向更多元、更优质的方向转变。这种可预见的多元社会养老需求，意味着政府在相关方面的支出或投

资会不断增加，例如养老保险、社会救济、退休金、医疗卫生、养老基础设施、养老机构等方面，从而

影响社会整体资源分配，亦对政府的养老保障能力提出挑战[7]。 
(三) “未富先老”现象突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亦是贵州省等欠发达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之一

[8]。近几年，贵州省经济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与占比中并不高，仍较为落后，

不足以支撑其快速增长起来的老年人口群体带来的一系列财政支出。与此同时，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城乡

倒置严重，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几乎全省 60%的老年人口都在农村，其中有着大量经济困难的

空巢、留守、失能、残疾老人。此外，贵州省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不高，来源单一，并且显而易见的是，

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远不足以为大量的老年群体服务，涉及老年人的医疗预防、养老保健、休闲娱乐等

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相当滞后，在一些贫困的“空心村”“银发村”甚至存在不少空白，几乎无法满足老

年人的养老需要，这导致他们的晚年生活整体质量并不高[9]。 

4. 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对策建议 

2021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及党的二十大

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贵州省应主动乘势而上，通过针对性精准施策，促

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协同发展，提升农村地区养老保障水平[10]。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大力发展经济，奠定养老服务物质基础 
贵州省是在经济落后的境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解决其衍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要把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11]。目前，贵州省经济正在快速发展，面对农村地区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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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人口数量，应抓住当下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上集中发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

在强大的经济背景下，政府才能分配出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成熟完善的养老保

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才能被构建出来。此外，还应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投资发展银发

经济，加快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升级和转型，引导市场提供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的养老产业与养老机构，

如此才能应对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趋势，从而增进其福祉。据行业分析，银发

经济覆盖面广且业态多元，孕育着新的生机，贵州在结合省情与在地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大银发经济的开

发力度，这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亦是满足当下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基本要求[12]。 
(二)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是解决贵州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必

然要求之一，也是后续施加各项养老服务举措的基础[13]。其一，政府要倾斜资源为老年人解决在交通、

用水、用电、信息网络等方面存在的紧迫需求，努力改善其生产生活质量，尽力剔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逐步完善农村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令其尽快适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步调。其次，贵州

省农村地区大部分老年人仍以农业养老为主，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输向城市，导致其在农业上缺乏

活力与劳动生产率，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力度，针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各个村寨

农业的具体情况，通过技术指导和加大机械化投入，可以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而提高农村农

业生产效率。此外，政府还需配备一支专业化队伍，对农村各项公共基础化设施进行常态化维护，并定

期为老年人做用电、用火安全教育培训，时刻关注老年人动态，力争其在生产生活上的便捷化和安全化。 
(三) 聚焦实际养老需求，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现代化 
由于贵州省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与城市不同，因此解决其养老服务问题除去宏观上的协

调发展外，还应聚焦农村地区真正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需求，如此才能精准发力，提供有效的服务供给，

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现代化。首先，贵州省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比较

低，需要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引导，在养老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施策，

整合推进，协调发展，并在财政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独居比例较高，

其中还包括丧偶的鳏寡老人，家庭经济能力有限，除去小部分已经失能、失智的群体，大部分老人在生

活自理上都存在一定失能、失智风险，这种情况下除去子女要付出一定照料成本外，还需要政府倾注更

多精力进行社会化养老，利用在地化资源培养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着重为失能老年群体提供社会化

的生活照护，让老年人“老有所养”[14]。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城市医疗资源向农村养老服务的倾斜，与

乡镇卫生院协同合作，定期为农村老人提供相关的医疗保健服务，让其足不出户就能“老有所医”。最

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与否，除去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健康需求外，还有精神健康需求值得重视。贵

州省农村地区存在占比不小的空巢独居老人，在缺乏子女陪伴的情况下，在精神上不可避免空虚孤独，

为此村里应定期开展来年文娱活动，让老年人参与其中，从而产生认同感和获得感，实现精神上的“老

有所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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