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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
调查基本数据公报》解读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是由全国老龄委

部署，经国家统计局批准，每五年开展一次的大型老年民生

国情调查，前四次分别于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2015

年进行。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以下简

称第五次抽样调查），由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国家卫生健

康委、财政部、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于 2021

年共同组织开展。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

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从老年人基本情况、家庭及代际

支持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

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权益保障状况、精神文化生

活状况等九个方面全面展示第五次抽样调查获得的主要数

据。透过《公报》的数字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老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老年人口及其

家庭发展呈现新态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过上了幸福、体面、

有尊严的生活。

一、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一）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五次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城镇化率达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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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0 年提高 9.9 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扎实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断提

升，2021 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 64.7%，较 2010 年提高 15.0

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总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步提

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低，其城镇化率及增幅

略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二）低龄老年人仍占主体。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

60-69 周岁的低龄老年人占大多数，具体比例为 56.2%，与

2010 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低龄老年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宝

库，蕴含着巨大潜能。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出生高峰所

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进入老年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将继续保持相对年轻的态势。

（三）老年人文化程度持续提高。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口中文化程度为高中（含技校/

中专）及以上的比例为 15.6%，文化程度为初中的比例为

23.3%，分别较 2010 年提高 4.5 和 5.0 个百分点；文化程度

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 61.0%，较 2010 年降低 9.5 个百分点。

伴随人口队列持续更替，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口数量和占

比将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人文化程度持续

提高，为其实现多样化、个性化的经济社会参与，不断释放

老年人力资源潜能，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奠定了重要人力资本基础。

二、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少子化态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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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婚姻状况改善向好。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已婚（有配偶）的比例为 74.7%，

较 2010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丧偶的比例为 22.0%，较 2010

年降低 4.9 个百分点。老年人婚姻状况改善向好，既得益于

老年人口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和中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大

的实际，也有利于发挥家庭扶养照料的基础性作用。

（二）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21 年，我

国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包括独居家庭、仅与配偶居住家

庭）的比例为 59.7%，较 2010 年上升 10.4 个百分点。在日

常生活各个方面，中高龄空巢老年人往往面临更大风险，其

规模进一步增大，对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

（三）老年人家庭少子化趋势明显。随着第一代独生子

女父母相继进入老年期，我国老年人家庭平均子女数量出现

明显下降。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

的平均子女数为 2.6 个，较 2010 年减少了 0.6 个。少子化趋

势将弱化家庭养老能力，家庭养老风险外溢客观要求加快健

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三、老年人医疗保障和健康服务更加健全

（一）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大幅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协同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促进“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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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断满足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第五次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自评健康状况为非常好和比

较好的合计占 42.7%，较 2010 年大幅提高 18.8 个百分点；

自评健康状况为比较差和非常差的合计占 16.4%，较 2010

年降低 7.9 个百分点。

（二）老年人医疗保障覆盖率高位稳定并实现小幅增

长。新时代十年多来，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全民医保改革向纵深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民覆盖的医

疗保障体系不断巩固完善。老年人成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成

果的重要受益群体，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

老年人中享有各类医疗保障的比例达到 98.5%，自 2010 年以

来保持高位稳定并实现小幅增长。

（三）老年人就医便利性持续提升。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持续深化，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不断健

全，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显著提高，服务质量和

效率持续改善。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看病就医需求的特殊性，

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实施进一步便利老年人就医措施、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曾到医院看

过病的老年人中，认为就医过程方便的占 85.4%，较 2010 年

提高 16.6 个百分点。

四、银发经济新动能加快聚集

（一）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认同度提升。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全面放开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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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等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养老服务从服务特殊困难老年

人为主向服务全体老年人转变，从机构养老为主向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转变，从政府供给为主向政府、

市场、社会多元供给转变，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尤其是通过制定实施国家和行业标准，为养老机

构划清了服务质量“基准线”、“等级线”和“安全线”，深

入推进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工作，加强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养老院服务质量总体水平

显著提升。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

中愿意在养老机构接受照料服务的比例为 7.7%，较 2015 年

提高 3.3 个百分点。此外，我国社区（村）养老服务需求日

益多元化，需求最高的前五位分别是：上门看病（29.1%）、

助餐（22.1%）、文化娱乐（22.1%）、健康教育（17.2%）、上

门做家务（15.8%）。

（二）辅具用品推广应用加快。新时代十年多来，国务

院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出台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老年用品产业、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意见，不断丰富

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

我国老年人中使用各类辅具用品的比例为 75.8%，较 2015 年

提高 10.2 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和老年

人口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在适老辅具用品领域有望形成技

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在拉动内需、

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就业等方面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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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投资理财更加活跃。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我国从事投资理财活动的老年人比例从2015年的2.2%

上升到 2021 年的 2.7%。其中，城镇老年人从事投资理财活

动的比例从 3.9%上升到 4.8%。这一方面体现出我国老年人可

支配收入和投资理财素养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

国养老金融产品市场供给的进一步增加。

五、老年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

（一）老年人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经济实力持续跃升，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

居民收入基本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显著进展。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2021 年，我国城镇老年人年人均收入达 47270.8 元，约

为 2010 年的 2.64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为 6.8%；

农村老年人年人均收入达 14105.4 元，约为 2010 年的 2.97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为 7.9%。

（二）老年人收入城乡差距缩小。新时代十年多来，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发展，城乡和区域居民

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改善。第五次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城镇老年人年人均收入为农村

老年人的 3.35 倍，与 2010 年的 3.76 倍相比，差距明显缩小。

（三）城镇老年人收入更加多元，农村老年人收入更具

保障。新时代十年多来，我国着力完善多支柱、多层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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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体系，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完善兼顾各类群

体的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养老

保障制度建设，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五次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2021 年，城镇老年人收入中社会保障性收入所

占比例为 68.0%，较 2010 年降低 20.9 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

所占比例为 20.3%，较 2010 年提高 19.1 个百分点。农村老

年人收入中社会保障性收入所占比例为 42.7%，较 2010 年提

高 7.5 个百分点；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为 36.9%，较 2010 年

提高 4.9 个百分点。

六、老年人生活环境更加宜居友好

（一）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体系，

同步加强执法、司法、普法、守法等各环节工作，持续打击

各类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违法犯罪行为，老年人合法

权益保障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的比

例为 92.1%，这一比例自 2010 年以来始终稳定在 90%以上；

我国老年人中认为子女孝顺的比例为 87.2%，较 2010 年提高

9.1 个百分点。

（二）社会优待惠及更多老年人。新时代十年多来，我

国着力加强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

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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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享受过公共交通票价减免的比例为 29.7%，享受过公园

门票减免的比例为 16.7%，享受过旅游景点门票减免的比例

为 16.2%，享受过普通门诊挂号费减免的比例为 10.4%，分别

较 2015 年提高 8.9 个、3.3 个、6.1 个、1.3 个百分点。

（三）老年人住房满意度大幅提升。新时代十年多来，

我国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群众居住条件显著改善，

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我国开展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将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人优先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优先配

租公共租赁住房，切实保障了困难老年人的基本居住需要。

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家庭住房平

均建筑面积为 121.7 平方米，较 2010 年增加 27.1 平方米；

老年人中对住房条件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为 71.8%，

较 2010 年提高 24.6 个百分点；老年人中对住房条件比较不

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 7.3%，较 2010 年降低 6.7 个百

分点。

七、老年人社会参与更加积极

（一）老年人经济参与规模不断扩大。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着力培育和践行积极老龄观，将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摆

上更重要位置，不断改善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

条件，“老有所为”不断取得新进展。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从事有收入工作的比例为

19.0%，较 2015 年提高 8.8 个百分点。从年龄结构上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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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 60-69 周岁的低龄老年人中从事有收入工作的比例

为 26.5%，比 70-79 周岁的中龄老年人、80 周岁及以上的高

龄老年人分别高 13.9 个、24.1 个百分点。我国老年人特别

是低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工作的比例明显提高，得益于老年

人整体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也反映出老年人再就业的社会

环境日益趋于包容和友好。

八、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一）日常休闲活动参与率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改建、扩建或新建一大批老年公共文体活动场所，组织开

展老年人特色文化活动，推动老年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产业

发展，我国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老有所

乐”不断取得新进展。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

我国老年人参加各类日常休闲活动的比例为 94.3%，较 2015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其中，老年人参加种花养草、读书看

报活动的比例分别较 2015 年提高 6.8 个、3.0 个百分点

（二）老年人参与公益活动更加活跃。新时代十年多来，

我国志愿服务发展迅速，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老年人是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的重要力量，各地

通过深入开展“银龄行动”，推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等方式

，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基层民主监督、社会治安、公益慈善

、移风易俗、民事调解、文教卫生等工作。第五次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的

比例为 54.4%，较 2015 年提高 8.6 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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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出旅游老年人数量明显增加。新时代十年多来，

我国推进“养老+”旅游服务业，开发多样化老年旅游产品，

各地旅游景点普遍对老年人门票实行减免优惠政策，旅游景

区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不断提升，为老年人外出旅游创造更

好环境。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老年人中

曾外出旅游的比例为 9.0%，较 2010 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

我国外出旅游老年人数量明显增加，既是老年人健康状况、

经济状况明显改善的结果，也为激活老年人消费、发展银发

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三）老年人上网更普及。新时代十年多来，我国互联

网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

伐，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第五次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为

36.6%，经常上网的老年人比例为 12.5%，较 2015 年提高 7.5

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

到的困难，让老年人更好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随着其深入实施，将帮助更多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九、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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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体人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一）老年人获得感明显增强。第五次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自评经济状况为非常宽裕和比较宽

裕的比例为 22.3%，较 2010 年提高 9.3 个百分点；自评经济

状况为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的比例为 16.5%，较 2010 年降低

21.0 个百分点。

（二）老年人幸福感大幅提升。2021 年，我国老年人感

到生活幸福的比例为 81.4%，较 2010 年大幅提高 35.9 个百

分点；感到生活不幸福的比例为 1.7%，较 2010 年降低 4.8

个百分点。

（三）老年人安全感保持高位稳定。第五次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表示没有受到家庭虐待的比例

为 98.4%，没有遇到过社会欺老事件的比例为 96.8%，没有上

当受骗经历的比例为 98.0%。这些直接反映老年人安全感水

平的数据始终保持高位稳定。

通过与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既往开展的

第三次、第四次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障和健康服务更加健全，服务

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经济状况明显改善，生活环境更加宜居

友好，社会参与更加积极，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老年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这十年多来的积极变

化是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进步的鲜明体现，生动诠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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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担当，充分彰显了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