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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expendi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is paper, Beijing, 
Hebei and Hunan provinces are investigated by random sampling, from the use of medical insur-
ance,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in-dept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
derly are still spending more on health care; 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respon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hysic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dical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is not balanced, so the elderly insurance should also be a major concern to alleviate the 
elderly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edical con-
sumption for the elderly,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dvocating health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increasing health benefits for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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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支出是老年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以北京、河北和湖南省为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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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从医保使用情况、受教育程度高低等角度进行深刻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在医疗消费上的支出仍在

增加；并且随着老年人学历的提升，被调查者更加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医疗消

费不均衡，因而老年保险也应是缓解老年消费现状的一大关注重点。由此，论文提出完善老年医疗消费

的建议包括：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倡导老人健康防护、增加老年健康福利、促进老年康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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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提出 

1.1. 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60 岁及以上)总量为 1.78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显示 1，到 2019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其

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 
中国老年协会的研究数据表明，目前我国老年人每年潜在消费能力约为 3000 亿元，其中服饰穿着占

1/3，医疗保健占 1/3，其它占 1/3，而且这个老年市场的容量也在日益增大，前景非常广阔。根据联合国

人口司的预测，203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翻一番，达到 2.35 亿，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将由 2010 年的 8.4%增加到 2030 年的 16.2%。一篇报道 2 称：老年人消费水平高于其他人，预测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 5 亿，银发经济存在巨大市场潜力。从另一方面讲，老年人患病几率更大，

花在医疗上的费用也相对更多。 
收入低，易生病是老年群体的两大特点，老人退休前所在单位行业不同，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退休

金存在较大差别，收入少的人群就可能面临着“老年经济危机”的状况，也会导致了老年人消费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的情况。老年人特定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生理机能都在下降，存在被疾病困扰的风险。在人

口老龄化日趋加速的情况下，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应该被关注。我们研究老年医疗消费问题，探析老年

医疗消费对老年退休生活的影响程度，并探究老年人维护健康的社会保障制度。 

2.2. 文献综述 

搜集整理关于老年医疗消费为关键词的论文文献，学者们主要从老年医疗消费特征、老年医疗消费

问题、老年医疗消费制度保障等方面。 
国外学者 Acton [1] (1975)发现，个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与年龄有关，年龄越大，门诊服务需求逐步

提高，住院需求下降；国内学者孙青川[2] (2017)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医疗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已引起各国

学者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学者和政府已经意识到其对医疗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正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与发达国家在医疗水平等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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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这种影响力可能会更加深刻。理论上，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健康需求，从而增加医疗消费。 
在国内研究的学者，也对老年人医疗消费进行的全方位的分析。胡琳琳[3] (2008)在她的一篇报告中

提到老年人的经济支付能力也普遍低下。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口由于基本上离开了工作岗位，收入相应

减少。对于医疗费用，尤其是大额医疗费用只能依靠家人、子女、亲属，从而给家庭造成沉重负担，或

者只能陷入有病不能医的境地。薄嬴[4] (2017)从代际关系出发，研究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医疗消费

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只有当老年人医疗消费高出自己独立负担能力时，代际经济支持才能够促进老年

人医疗消费；而当老年人医疗消费过高时，即使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能也难以负担医疗费用，这时其他

途径例如大病医疗保险、举债等才是影响家庭医疗消费决策的主要因素。 
综合以上学者对老年医疗消费的研究文献，笔者看到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老年健康防护

的保障制度还需要不断改革，本论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对我国老年医疗消费问题开展实证调查分析。 

2. 调查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在问卷设计的初期，我们阅读整理相关文献，以问题为导向，编制调查问卷，考虑到被调查对象的

特殊性和局限性，对问卷开展精心设计。首先考虑老年人的认知，设计的问题不能太多，避免占用老人

大量时间；其次老年人多数都不会在网络上填问卷，因此我们要进行线下采访，把采访范围由之前的老

年社区扩大到各大公园，如北京的各大公园等；之后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年龄阶段，我们采用在北京

市内各区多地点多时段随机调查，选取对象为在公园或锻炼或游玩的老年人，以增加样本代表性；最后

我们的问题设定是由基本趋于专业，是 7 个由浅入深的层次问题。我们让老人面对面填写问卷或访谈，

共填写问卷 1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44 份，无效问卷有 6 份。由于这 6 份填写的老年人对问卷中个别问

题具有异议便没有作答。 

2.2.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1) 老年人医疗消费是老年消费的重要支出 
我们一共随机调查了 144 位老年人，通过他们对七道题的回答，我们进行了逐个的分析。被调查者

中有 76 位女性，68 位男性。前两个问题是调查被试者的年龄以及每月的医疗支出(见图 1 和图 2)。 
 

 
Figure 1. Educ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图 1. 老年人受教育程度 

 

由图 1 可以看出，学历在中小学水平的被试者较多，但也有少部分被试者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线下走访

过程中，面对学历较高的老年人，他们的医疗消费较高。可见老年人医疗消费跟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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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rvey of monthly drug expenses of respondents 
图 2. 被调查者的每月药费支出情况调查 

 
从调查结果能看出绝大多数被访者医疗消费在 1000 以下(每月)，但仍有 40%左右的被访者每月的医

疗消费在 1000 元以上，这也能从侧面看出样本中的医疗消费并不均等。 
2) 老年人自身关注健康情况调查 

 

 
Figure 3. The elderly themselv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ealth 
图 3. 老年人自身关注健康情况调查 

 

在 144 个样本中，有 58 位老人不能关注自身健康情况，占比约 40%，而 60%的老人还是能够关注到

自身情况，及时发现自身状况的异常变化，见图 3 数据。 
3) 医保到底是如何减轻老年人的看病负担？ 
这道题的结果显而易见，绝大多数老人认为医保能够减轻负担，现在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能达到 85%。

并且在前几天医保局专家与药企对一项能有效降低糖脂的新型药进行“灵幻砍价”，最终把 5.62 元的药

片降低至 4.36 元。这也算中国医保的极大福利，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利(见图 4)。 
4) 老年人在遇到身体不适时通常会不会去医院治疗呢？ 
在我们的走访过程中，绝大多数被访者会选择在生病的第一时间去医院(见图 5)；老年人属于一种特

殊群体，为了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我们还对老年人是否长期服用慢性药物这一问题

进行调查(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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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survey of whether medicare can reduce the 
burden 
图 4. 医保能否减轻负担调查 

 

 
Figure 5. Investigation on the way the elderly choose 
when they are physically ill 
图 5. 老年人身体不适时选择的方式调查 

 

 
Figure 6. Investigation on long-term use of drugs for 
chronic diseases 
图 6. 是否长期服用慢性疾病药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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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慢性病普遍存在老年人群众中，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反映进口药太贵，无形中给他们增

加了负担。从图 4 可以看出 65%左右的老人在发现自己身体不适是选择前往医院就诊，27%的老人选择吃

药；8%的老人选择向家人求助。并且在这 144 位老人中，有 61%的老年人在长期服用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不均衡，个别老年人医疗消费

过大；2) 仍然有一部分老年人不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正确的判断；3) 医保制度已经能很大一部分减

轻老年人的看病负担，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4) 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健康护理需求大，

社会化的老年护理服务亟待完善。 

3. 老年医疗消费的政策建议 

1) 引导老年人增加在购买人身保险上的投资 
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生理机能不断下降，这使得老年人被迫进行医疗消费，所以我们也需要从

老年人的财力状况来分析。人们在退休后通常以退休金为主，也有一些老年人会进行投资理财，根据不

同人的资产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在医疗上开销。图 7 为我们小组另一个成员在有关“老年

人金融消费方面”所统计的数据。 
 

 
Figure 7. Financial consumption survey of the elderly 
图 7. 老年人金融消费调查 

 

此项是一个多选题，目的是了解老年人资金流动的方向，那么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信

任保险投资和最基本的储蓄存款。这时候，就需要引导这部分老年人购买疾病保险，当有重大疾病时能

有一定的补贴，减小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压力，也促使老年人这一群体医疗消费更均衡化。从老年人本身

出发，缓解医疗消费压力。 
2) 增办老年大学，提高老年人身体健康意识 
从图 1 我们就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跟医疗消费有一定关系，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

资也会越高，因而这部分高学历老年人在需要看病就诊时就会有充足资金来进行医疗消费，而受教育程

度在中学及以下的老年人就不能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医疗消费，这时候我们应从老年人自身健康分

析，让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尽可能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老年大学就能有效缓解老年人身体不好的情况，老

年大学的授课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健康、烹饪、艺术等方面。我们也可以着重在养老健康方面加大

宣传和教育力度，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其中，补充养老健康知识。 
3)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强化社区医疗服务 
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对一家养老社区进行采访，通过线上报名的形式，参加了“瑞田基金会，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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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手感念活动”，这家算是社区养老院，老年人在这里受到照顾，并且每周还会组织志愿者去给老年

人做活动，这种医疗服务站能缓解大型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也缩短了老年人看病距离。这是从外界给

予老年人身体状况的关注，来弥补一部分老年人不能及时关注自身状况的不足。通过这次问卷调查与访

谈两种形式相结合，我们更加认识到老年人医疗消费的情况关系着各个方面，如何使老年人看病更便捷，

花费更少，还需从我们的供给侧入手，政府要优化医疗服务设施，建立完善社区医疗服务站。 
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增加报销药品目录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询问了最基层群众关于医保制度的看法，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医保可以很大

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医疗消费的压力，但我们也遇到了个别老年人患有重大疾病，如残疾、心脏病等，这

些都是高支出，这些老年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也提出了现在自己有较大的医疗消费负担，并且由于用药

的特殊性，需要有些进口药来治疗，但是医保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善，这些进口药无法报销或者报销金额

很少，这就给老年患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很大负担。所以在日后我希望国家能继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解决进口药报销少的问题。 
5) 构建老年人健康防护制度体系 
根据图 6 可以看出老年人身体水平下降，多数会患有慢性疾病，要想控制老年人医疗消费，就要从

老年人自身状况来入手。应加强老年人身体素质，要建设老年人健身区域，并且也要积极倡导老年人户

外运动，在调查中我们大多选择晴朗的下午，在北京市的公园小区进行走访，特别是在地坛公园，有很

多老年人在此进行户外运动，或健身，或踢球，或下象棋。这也能说明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在逐渐增强。

但这只是小范围，我们还应在全国宣传，使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提升，也减少医疗支出。 

4. 研究结论 

医疗消费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据调查数据显示，医疗保险报销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本文最主要的因

素。相同的结论在刘珊珊[5] (2016)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平均医疗支出费用越高，但

小学与初中水平和高中及上学历水平的老年人组间平均医疗支出相差很小，因而也可归纳为，小学水平

下的老年人平均医疗费用不及小学水平上的老年人医疗费用。 
不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因素来看，老年人在医疗消费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第三产业的

不断发展老年人也越来越注重娱乐消费，在服务行业的消费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正相关，我们能做的

就是从外界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积极乐观的环境，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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