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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年社会工作》共设置了十章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老年社会工作的相关基础知识与基本概
念和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针对当前老年人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和老年社会工作的前沿问题，分
别从群体需求、权益保障、社区、福利机构、人际关系等不同视角探讨了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强
调了老年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及老年社会工作的技巧与应用等。此书汲取了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
的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结合作者的亲身教学实践和实际调查研究项目成果以及涉老部门的老
年社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体会撰写而成。老年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老年人的专业，是一种助老
的程序，是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人或老年群体解决困难，预防
老年人问题的发生，满足老年人需要，恢复和发展其功能，让老年人适应社会，并能正常地进行生活
和社会活动，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福利事业发展的一种专业工作。
根据上述老年社会工作的界定内容以及我国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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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老年社会工作的相关基础知识与概念 　　第一节?老年人口与人口老龄化 　　一、老年人
的界定　　（一）老年人　　老年人是指按一定年龄下限值为起点定义的老年人数总和，老年人的定
义可以按预期存活的年数而定，也可以用硬性的且比较方便的一刀切的办法，即确定一个年龄，该年
龄及以上的人口统称为老年人。根据各国或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老年人的下限年龄既可以年轻一些
，也可以年长一些。　　（二）老年人的年龄起点　　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研究老年人口、人口老龄
化和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只有明确了老年的起点，才能掌握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然
后进一步了解这一群体的概貌，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社会工作。　　有关人的年龄解释：　　日
历年龄：年月推进，年龄与日历同步提高的年龄。　　遗传年龄：与父母遗传基因有关的年龄。　　
社会年龄：不同社会和生活环境中的整体人口平均寿命。　　生理年龄：由于生理原因的衰老，是从
医学、生物学角度衡量的年龄。　　心理年龄：由于性格情志、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因素影响而显示
出与日历年龄不符的年龄。　　营养药物年龄：因合理营养和药物的治疗，使人延缓衰老而达到理想
健康长寿的年龄。　　性生活年龄：性生活终止的年龄。　　运动年龄：适量运动锻炼、强身抗衰、
延寿的年龄。　　法定退休年龄：由国家立法规定停止工作，开始享受国家提供养老金的年龄。　　
老龄：人至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年龄。　　乐龄：“老龄”的提法比较消沉，人进入老年没有
了儿女的拖累和工作压力，生命出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感，以“乐龄”表达快乐的余生。　　老
年的起点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地域范畴，具有很强的社会经济意义。它以生物理论为基础。
由于测定生理机能的衰退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故老年人的起点很难以生理标准来划分。人们通常以日
历年龄作为划分老年人的标准，但现实中老年人各方面差异悬殊，因而需要一个较为现实、具体的标
准。。退休是人步人老年的重要标志和转折点，以退休年龄作为老年人的起点更符合实际，这一标准
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一般划分老年常用的年龄是：日历年龄和退休年龄。　　1.联合国定义老年人
采用的是用日历年龄统一划分的方法，1956年把65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1982年联合国世界大会又
提出以60岁为起点来研究老年人口问题。现在研究老年人口问题仍以60岁为老年起点，但是在进行人
口统计时，为保持与过去资料的一致，仍采用65岁为老年起点。　　2.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日历年龄和
退休年龄，以65岁为老年起点。根据165个有明确退休年龄规定的国家统计，男女退休年龄都在65岁的
有26个，只是男性退休年龄在65岁的有15个。　　　　3.采用退休年龄60岁作为老年起点的国家比较多
。男女都在60岁退休的有31个国家，只是男性退休年龄在60岁的国家有29个，只是女性在60岁退休的
国家有15个。　 　　4.采用55岁作为老年起点的国家也不少。男女都在55岁退休的国家有26个，只是
女性在55岁退休的有29个。　　5.采用其他年龄为老年起点的。爱尔兰男女都为66岁，丹麦、挪威、
冰岛的老年起点为67岁。世界其余国家情况各异，且无规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年龄
起点，因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研究角度而有所不同。从现在和今后世界各国的劳动者的
身体素质、劳动能力、社会对劳动者支付养老金的能力以及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支付老年人养老
金的年龄起点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趋势。　　　　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
个国家、地区的总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增龄、变老的过程。更具体些，可理解为老年人口数在总体人
口数量中的比重随时闯推移不断增加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变化过程。　　　　（一）人口的个体
老化　　　　个体老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年龄老化：指每个人从幼年、童年、少
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年龄逐渐增加的过程。　　2.生理老化：指人体结构与生理机能的老化过程。
　　　　3.心理老化：指生理、社会等方面变化所产生的心理不适应的过程。　　4.社会老化：指社会
关系、社会地位、家庭中的角色、作用等方面逐渐弱化的过程。　　5.功能老化：指工作能力、创新
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的社会活动能力日益减退的过程。　　　　（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年长人口逐渐增加而
导致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　　（三）个体老化与人口老化的区别　　1.个体老化主要
是指一个人在年龄、生理、心理、功能等方面的老化，而人口老化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2.个体老化与日历时间同步，是单向发展、不可逆转的。，人口老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阶段，
但并不与时间同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使人口年轻化。　 　　3.个体老化是质的绝对概念
的变化，而人口老化则是量的相对概念的变化。　　4.个体老化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是一种生物
现象，而人口老化涉及全体人口，不仅是年龄结构问题，也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　　（四）积极
老龄化　　1.积极老龄化概念　 　　积极老龄化是针对个人、家庭成员和社会三个层面而言的，对于

Page 4



《老年社会工作》

不同的层面，积极老龄化有不同的概念和内容。　　对于个人夹说，积极老龄化是指进入老年的人享
有充实的生活（包括健康、安全和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
愿望和能力继续学习，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活动，使其宝贵才能和经验得到充分运用
，继续各尽所能，发挥自己在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潜力，较长时间保持健康，对社会做出有益的
贡献（王树新，2003）。　 　　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是指为老年人创造参与活动和学习
的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帮助老年人尽可能长期地不依赖他人，延长其寿命的健
康期和自立期。在老年人失去部分或全部自理能力需要帮助时，保证其能获得各方面的保护和照料，
消除各种对老年人的歧视、怠慢、虐待和暴力行为。让越来越多进入老龄的人能够享有健康的生命质
量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代际和谐的社会（王树新，2003）。　　美国
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积极化老年理论认为：对于一切性别、年龄的人其中包括老年人，应该把社会活动
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对于正在走向或已经处于老年阶段的人来说，强调的是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福
利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美国活动理论学家阿诺德?罗认为，积极老龄化是使老年人获得比较满
意的经济需求、健康需求、心理需求、社会参与需求。为实现这些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老年人必
须依靠自身的努力积极寻求参与活动的机会，组织起来，结成一支强有力的老年群体，同其他人口群
体一起去追求自身的共同利益。很多外国学者对老年人做过跟踪性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并没有因
年龄增加而减少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老人，离退休后多数仍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或社会
活动，为积极老龄化做贡献。他们的积极参与进一步证实了其智力功能并未随年龄的增大而消失，某
些智力功能反而变得更强。　　美国老年心理学家巴尔特斯和谢尔对不同年龄的人做过测试，结果发
现：　　（1）人的智能并不随时间推移而减退，至于老年人智力低于青年人的现象，并非由年龄差
别所造成，而是不同人所处时代的人文科学教育环境不同和与时俱进的知识需求变化所造成的教育水
平一代比一代高所造成。（2）积极参加活动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很高，相反，减少活动的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都很低。由此看出，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能使寿命延长，且较长时间保持健康，经济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　　世界卫生组织把“积极老龄化”界定为“参与”“健康”和“
保障”，重点强调人在进入老年以后，尽可能在较长时期保持良好状态。　　2002年4月12日，联合国
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原则和行动建议》与1991
年联合国大会制定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在本次大会的政治宣言中对积极老龄
化概念的形成和理论基础、积极老龄化政策和计划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详细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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