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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探讨

农村老年人婚姻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H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为调查对象展开问卷调

查与访谈。调查结果显示：配偶的有无、婚姻的满意程度、夫妻之间交流的状况对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应关注老年群体的婚姻状况，完善老年人婚姻的相关法律，鼓励丧偶

或离异老年人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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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十九大报吿明确提出"健康中国战略”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改善民生水平和提髙生活保障，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践行全民健康政策，促使健康政策不断地走向完善，让中国的老百姓们能够

享受到更加全面、更长周期的健康福利。有效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社会体系和

社会环境，推动和促进老龄化事业与产业。

1.2婚姻状况与健康水平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目前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指出，婚姻状况和老年人的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总的来说，有伴

侣的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水平通常好于没有伴侣的老年群体；另外，如果一个老人发生丧偶事件，那么他

的生活和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从而生病或死亡几率会提髙；没有伴侣的老人，无论是丧偶还是离异者，

他们如果要再婚会遭受家人反对、经济纠纷、传统思想等各种阻碍。该怎么处理当代老年人婚姻面临的问

题，帮助老年人健康愉快地度过晚年，过上有品质的夕阳生活，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次研究希望能

深人了解农村老年群体婚姻和再婚的状况，深人探讨农村老年人婚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帮助农村老年人

解决婚姻以及再婚过程中存在的障碍，走上成功的再婚之路，促进整个社会进入全民健康的社舍。

1.3研究农村老年人婚姻与健康关系的现实意义

了解婚姻与健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人地从社会的视角探讨健康问题，从而为相关部门的干预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髙人们的健康福利。没有伴侣的老年群体可以通过再婚解决很多生活和健康上的问

题，得到婚姻的支持与保护作用，从而提髙生命质量。和中青年群体相比较来说，农村老年群体逐渐适应

不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慢慢地与信息化的社会脱轨，使得老年群体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这大大地降

低了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如果一个老年人缺乏伴侣，那么这种孤独和寂寞的感觉会更加严重。因此，本

次研究以农村老年群体婚姻与健康关系为主题，深人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婚姻需求进行探讨。探讨农村老年

群体婚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弘扬全国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探讨老年群体婚姻状态与健康水平之间

的关系，以促进老年群体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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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老年群体的婚姻现况及特征

2.1总体婚姻状况及变化

根据六普调查可知，在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配偶的老年人达到 1.25亿，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70.55%;丧偶老年群体大

约有 4747.92 万，占比 26.89%;未婚老年群体大约有 313.68 万，占比 1.78%;另外，离异老年群体大约有

138.08 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0.78%。这首先是因为，随着我国老年人结婚比例高，婚姻状态稳定，再婚

率提高，另外，随着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能够互相陪伴，这使

得二十世纪末开始我国老年群体的有配偶率明显提高，1990 年为 59.68%，2000 年为 67.33%，2010 年为

70.55%。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丧偶老人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基数的扩大，

致使丧偶老年人的数量上升。另外，根据对 2000 年和 2010 年普査数据的纵向比较观察，可以知道我国离

异和未婚的老年群体数量的比例都在上升，老年群体未婚的比率从 1.66%提髙到 1.78%，离婚的比率从 0.66%

提髙到 0.78%。

2.2性别差异及变化

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例如死亡率、婚配模式、预期寿命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老年群体的婚

姻状况在不同性别下有不同特征，具体数据见表 1所示。

表 1 2010年我国不同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单位：％）

变量 有配偶 未婚 丧偶 离婚

男性 79.46 3.26 16.3 0.98

女性 62.08 0.37 36.96 0.60

数据来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根据对表 1 的观察可知，男性老人有配偶的比例髙于女性，丧偶率低于女性。男性老人离婚率和未婚

率都髙于女性。纵观历次普查数据可知，由于男性老年人的寿命延长，女性有偶率上升的幅度大于男性，

另外，由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髙，女性老年人离婚和未婚的比例均有所上升。

2.3年龄差异及变化

不同岁数的老年群体的婚姻状况有不同特征，随着岁数的升髙，老年群体死亡率的上升导致丧偶率也

不断上升，有配偶率不断下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未婚和离婚老年群体的比率不髙，未婚

及离婚的老年群体中，70 岁以下低龄老年群体占有较大比重。老年人的年龄与老年人丧偶比率同向变动，

与有配偶、未婚、离婚的比率反向变动，其中，有配偶和丧偶的比率呈现出加速变化的状态，形成两个极

端现象：六十至六十四岁老年群体有配偶的比例髙达 85.54%,丧偶比例为 15.01%;但是，八十岁以上的老年

群体有配偶的比率为 34.85%,丧偶比例为 63.38%。纵观历年数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水平的提髙，全

体老年人有配偶的比例在上升，丧偶比例在下降。总的来看，低龄老人群体的未婚与离婚问题将伴随着人

口老龄化的加剧而更加严重。.

3 婚姻与农村老年人健康关系的分析

3.1调查方法与对象

2018年 6月至 2018年 8月，随机选取重庆市巴南区的 H村，以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展

开本次老年人婚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本次调查，由项目基金小组成员担任调査员，调查组成员均为重庆

工商大学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调査人员深人村里每家每户，采用面对面形式，由调査对象自行填写或调査

员询问形式完成调查问卷。



本次调査共调査老年人 300 名，采取结构式访谈或自填问卷的方法，共使用或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问卷 300 份，得到有效问卷 28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3%。调査女性老年人 167 人，男性老年人 122

人。被调査者年龄最低者 60岁，年龄最高者 84岁。其中，年龄在 60以上 70岁以下（不含 70岁）者 153

人，占样本比例的 53.1%，70 岁以上（含 70 岁）者 136 人，占样本比例的 49.68%。本次调査的主要数据

见表 2所示。

表 2样本主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占比（%）（人）

配偶
有 201 69.6

无 88 30.4

婚姻满意度
高 155 77.1

低 46 22.9

夫妻交流
好 133 66.3

差 68 33.7

表 2样本主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3.2调查工具与分析方法

本次运用到的主要调查工具为“婚姻质量问卷”与“生命质量简表”，除此之外，问卷中也涉及了一

些基本的人口学因素和与调查相关的问题，例如年龄、性别、配偶交流质量等问题。首先，在婚姻质量调

查量表中，选择与老年人生命质量有关的变量之一的“婚姻满意度”展开调查。婚姻满意度测量量表一共

10 项内容。根据每题的答案进行汇总加分，总分 30 及以下为低满意度，30 分以上为高满意度。其次，采

用生命质量简表（SF-36），该测量样表一共有包括 36 个条目，具体来说，包含 2 个总测量，8 个维度，

分别为：生理职能、生理功能、精神健康、躯体疼痛、活力、社会功能、一般健康、情感职能。将该测量

样表的测量结果统计出来以后，可以根据最后统计得分将生命质量分为四个等级，分数在［0,30］之间为

差、［31，60］之间为较差、［61，95］之间为较好、［96,100］之间为好。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采用

统计分析软件 SPSS进行 t检验、方差分析。3.3统计分析结果

由调査数据的研究结果可以得知，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生存质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老年人的生存

质量涉及到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根据统计分析原理，以 P<0.01为标准，可以看出，配偶

的有无对生命质量 6 个维度都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对“生理功能”和“生理职能”的影响不能体现，另

外，婚姻满意度与夫妻之间的交流情况对各项维度也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各项变量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见表 3所示。

表 3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各项健康指标的影响（t值）

变量与 t值 配偶 婚姻满意度 夫妻交流

生理功能 0.427 -3.060 1.054

生理职能 1.281 -0.797 -1.370

躯体疼痛 -1.820 -0.435 -1.184

-般健康 -0.048 -0.165 0.431

活力 -2.366 -2.567 -4.011

社会功能 -0.300 -2.466 -2.386

情感功能 -2.286 -2.686 -2.502

精神健康 -2.952 -2.512 -6.168

4结论和建议



4.1结论

4.1.1 农村老年人婚姻状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通过统计结果与访谈内容可知，婚姻对身体健康的保

护作用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群体都能体现，只是这种保护效果的程度具有年龄上的差异。婚姻的保护

作用在年龄较大的老年群体身上更能体现；对低、中龄老年人健康的保护作用不如高龄老年人那样明显。

总的来说，有伴侣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功能总体优于无伴侣者。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优于

无配偶老年人，同时，有配偶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也髙于无配偶的老年人。另外，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婚姻

可以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老年人的伴侣可以为其提供家庭支持并帮助彼此维持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提髙健康水平，降低死亡风险。例如，老伴可以提供起居照料和心理慰藉，照看彼此的健康状况和病患状

况，进而提髙其生活质量，改善其健康状况。

反过来说，不良的婚姻状态和伴侣的缺失，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不良的影响，离异或丧偶事件

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例如，有一部分老年群体一旦失去配偶会导致其生活规律发生改

变，从而致使健康水平下降以及开始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导致老年人死亡风险提升或患病

得不到及时照顾，由此导致老年人经常或者长周期的处于生病状态，导致预期寿命缩短。

4.1.2 农村老年人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婚姻对于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有较大的影响。普遍来

说，如果一个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那么他的心理健康程度也较好，其出现心理疾病的可能性也会

大大降低。如果没有伴侣的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比较健康，那么促进他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效果会

比有配偶的老年人明显。受到打击与心理伤害的老年人，例如被欺骗、和他人发生吵架冲突、摔倒受伤等

事件，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没有伴侣的老年人的严重程度髙于有伴侣

的老年人。因为这部分没有伴侣的老年人因为没有配偶的开导与劝解，对最近的心理打击通常会产生更深

重持久的影响，可能再加上孤独寂寞的影响而患上忧郁症和抑郁症。

有伴侣或者较髙的婚姻满意度可以维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没有配偶的老年群体则没有这一层次的心

理保护与支持，所以导致他们会感觉到更多的精神和生活压力。这些没有伴侣的老年人，尤其是城镇里的

老年人，他们朋友较少，因为没有伴侣的陪伴，这部分老年人在精神方面只能大部分的依靠自己的子女或

者孙子这一代人，但是由于子女多忙于自己的事业，城镇里又多以核心家庭为主，这种情况对于没有伴侣

的老年人而言，更容易产生寂寞孤独感，从而产生精神问题。以上种种例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家庭支持

系统的保护，从而这些没有伴侣的老年人就会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在生活中失去各种倾述和帮助的

渠道，如此以往，极其容易出现精神问题。

4.2建议

婚姻生活不仅可以促进老年人生理上的健康，而且有利于促进心理上的健康，全社会都应关心关注老

年人的婚姻问题，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吿中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4.2.1 关注当代农村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营造和谐的老年人再婚氛围。婚姻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髙龄化、无偶化现象普遍。近年来，

老年人婚姻出现的新问题值得全社会引起重视，如丧偶问题以及再婚问题的新变化等。社会和家庭应创造

条件，鼓励离异或丧偶老年人重新寻找伴侣共度晚年。4.2.2 完善农村老年人婚姻的法律法规，避免老年

人再婚纠纷。应从法律层面健全和落实子亥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培育子女的法制观念，引导他们尊重老人

对再婚的选择权利。老年人的再婚过程由于存在家庭财产问题和家庭成员关系问题的阻碍，所以在婚姻法

中，可以在老年再婚的过程中加人婚姻协议以避免婚后纠纷。另外，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可以制定有关政

策，建议保险公司和部门设置老年人再婚纠纷的相关保险项目，解决再婚存在的财产纠纷和经济遗嘱同题。

针对那些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产生同居行为的老年人，街道和社区基本部门与委员会，可以形成老年组织

在发生纠纷与问题时出手协调和给予帮助。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老年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更广阔

的空间，为老年人的婚姻自主权创造基本的条件。

4.2.3 保证和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婚姻质量，提高生活满意度。社会的髙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导

致当代老年人的爱情观和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婚姻状况和婚姻满意度密切的影响着健康和生活品质

这个事实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成立各种老年协会和俱乐部，并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人联谊活动，为配

偶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寻找合适伴侣的机会。时代在进步，我们应该更重视老年人*的婚姻与爱情，重视他们

的心理满足感以及婚姻的品质，让他们物质上有保障并且相互之间可以扶持照顾，全社会应该正确看待老

年群体的婚姻需求，改善他们的婚姻质量，让老年人可以健康幸福的安度晚年。

4.2.4 重视婚姻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作用，共同推进“健康中国”。婚姻对老年群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不可忽视。随着社会流动和变迁，“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老年人的伴侣这个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极

其重要，老年人的伴侣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意外防范、社会互动、



心理安慰等。全面促进健康老龄化，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对老年群体的全方位关注，老年人的婚姻

状况不可忽视。老年人自身应加强与子女或孙子女的交流沟通，使其认识到婚姻对于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

的功能和作用。广泛深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和婚姻

观，使他们消除对再婚的思想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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