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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
象和社会问题，亟待我国的老龄科研工作者展开讨论和进行深入研究。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老龄科学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新的理念。
突出思想性、指导性，实用性，提高科研质量，拓宽研究思路。
    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是经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批准，在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
项支持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
况一次性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次调查作为对老年人基本状况的全国性专项科学调查，既体现党和政府对发展我国老龄事业的关心
和重视，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老龄工作的具体情况，老年人的需求以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可以为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
和修改提供决策依据。
    本次调查的总体目标是：    1.了解和掌握我国城乡老年人随着时间的变化的动态情况，以及老年人在
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老年人基本状况和人口学及社会学特征，经济供养与保障，医疗保健和生活照
料，社区服务，精神文化需求，参与社会发展的机制和形式，基层组织和管理。
    2.深入分析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生活供养、消费需求、照料服务、社区建设，居家养老状况，以及
对老龄工作的需求。
    3.紧密结合全国老龄工作，就老年社会保障、合法权益、精神文化生活、参与社会发展以及老年产
业等重大问题加强科学调查研究，为制定老龄政策和促进老年产业发展服务；运用社会科学、信息科
学、医疗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大力开展老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为老龄领域的科研创新
提供必要的理论贮备。
    4.针对老年经济、老年医疗和照料、老年教育、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老年社会参与、老年法律、老
年心理、老年产业等内容撰写专题研究报告.重点对老年人与贫困问题、人口老龄化与公共政策、老年
人与基层组织问题、老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老年群体的政治倾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成本
、社会财富再分配中的家庭养老、中国老龄政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代际和谐关系、人口老龄化
对老龄产业的影响、老年群体的心理学研究、保障老年合法权益、老年参与社会发展与老年社会支持
网络、社区为老服务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本数据集是在对调查原始数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汇总，未经过加权处理，特此说明。
    在此，我们对支持和参与本次调查的领导和参加调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老龄工作部门领
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战斗在调查第一线的各级督导员和广大访问员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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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在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国城乡老年
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简报》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简报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
追踪调查技术报告第一部分  老年人口基本状况　1-1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被调查老年人性别状况
　1-2  被调查老年人的年龄性别状况　1-3-1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布（人）　1-3-2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布（％）　1-4-1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
布（人）　1-4-2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布（％）　1-5-1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
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布（人）　1-5-2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分布（％）　1-6  按年
龄、性别分的上过学的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　1-7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民族状况　1-8  按年龄
、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民族状况　1-9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民族状况　1-10  按年龄、性别分
的老年人结婚次数分布　1-11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结婚次数分布　1-12-1  按年龄、性别分的
老年人婚姻状况（人）　1-12-2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婚姻状况（％）　1-13-1  按年龄、性别分的
城市老年人婚姻状况（人）　1-13-2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婚姻状况（％）　1-14-1  按年龄、
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婚姻状况（人）　1-14-2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婚姻状况（％）　1-15  按
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平均丧偶年数　1-16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干部身份状况　1-17  按年龄、性
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干部身份状况　1-18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干部身份状况　1-19  按年龄、性
别分的老年人户口状况　1-20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户口状况　1-21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
年人户口状况　1-22  按年龄、性别分的老年人政治面貌状况　1-23  按年龄、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政治
面貌状况　1-24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政治面貌状况第二部分  老年人就业状况　2-1  按年龄、
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在业状况　2-2  按年龄、性别分的农村老年人仍从事农业生产状况　2-3  按年龄
、性别分的城市老年人平均初次参加工作年龄　⋯⋯第三部分　老年人收入状况第四部分　老年人住
房状况第五部分　社区服务状况第六部分　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第七部分　老年人日常生活状况第八
部分　老年人健康及医疗状况第九部分　老年人心理活动状况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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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发展城乡老龄事业的政策性建议　　1.加快建立和完善保障城乡老年人基本生活权益的社会
保障制度　　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在建设“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
中，把广大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摆到重要位置，当前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养
”和“医”的问题，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
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
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和完善遗属保险、护理保险、以房养老等新的保证措施，使城乡老年人都能
尽快做到最基本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2.努力构建城乡兼顾、全方位的社会为老服务体系　　要在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和加强
为老服务与管理等方面下工夫，构建覆盖城乡全体老年人的为老社会服务网络，真正建成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要坚决贯彻十七大精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行公共
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老龄事业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老龄事业的投入，按照社会福利社会化、城乡
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加快城乡老年院舍及专业护理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网点、文化娱
乐场所、健身场所及路径等设施的建设，为满足老年人的多种服务需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前亟需要把“爱心护理工程”的建设摆上日程，尽快为众多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的长期照料和护理
服务。
同时还要加强对各项为老服务内容的设计推行、服务过程的控制监督和服务结果的评估检查等项管理
，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大胆创新，实现服务质量的全员管理和全过程控制，保证
老年人的多种服务需求都能得到有效的满足。
　　3.全力推动边远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老龄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老年人生
活在农村，但农村的老年社会保障和为老服务却处在一种相对缺失的状态，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
更是处于保障水平低下、服务几近空白的状态。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中央财政须加大对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老龄事业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份
额，增加资源分配的倾斜力度。
把这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设施建设的责任更多地担负起来，特别是把农村老龄
事业发展纳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尽快缩小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巨大反差，逐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发展
的目标。
当前亟需结合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把乡乡镇镇建有五保敬老院和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村委会建有老
年活动室及为老服务站、基层普遍建立老年协会并开展志愿互助服务活动提到关注民生的高度抓紧办
好，使农村老年人也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
　　4.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要结合老龄化
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认真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研究，在市场
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影响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推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高度，深刻揭
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把握机遇，科学地提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战略。
要认真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老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各种合法权益。
当前要全力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与完善，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进养老、医疗、福利
、救助、社区服务等老年保障法规、政策的制订、修订与完善，全面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为老龄事
业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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