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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民生报告(2010)》是一个长期跟踪的调查报告。每年一本，将全面生动地反映广东经济、社会
、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展示其发展，揭示其问题，为了解民情、关注民生、倾听民意、掌
握舆情、制定政策等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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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表13-18中也可以看到，性别对于是否寻求并能够得到帮助的影响十分巨大。男性不寻求或者没
有得到帮助的比例为89.3％，而女性则高达98.2％，说明男性比女性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他人
。而且，在求助事件的分布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不同户口性质中的差异。男性寻求并得到帮助的
事件比较分散，包括借钱、看病、自己找工作、子女找工作等，而女陸则集中在借钱一栏上。调查显
示，无论是什么户口或是什么性别，借钱在老年人求助事件中都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在被访者提
供帮助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引入了户口性质和性别两个变量进行分析。首先，比较没有提供表格
所列事件帮助的比例中，农业户口比非农业户口高7％，而女性比男性高5％，说明非农业户口老年人
比农业户口老年人更倾向于帮助他人，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帮助他人。其次，在提供帮
助事件列表中，非农业户口老年人提供帮助的事件类型多于农业户口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具体见
表13-18。　　综合寻求并得到帮助和提供帮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非农业户口老年人之间的互
助情况要好于农业户口老年人之间的互助，男性之间的互助情况要好于女性之间的；非农业户口老年
人比农业户口老年人在更多的事件中存在互助，同样，男性相比女性也是如此。　　此外，广东省老
年人在不同事件上的互动，或者说是他们的人际交往主要活跃于亲戚中。这一点在不同事件中老年人
求助对象的分布情况也能够得到证实。调查结果显示，不到一半的老年人有无话不说的亲友（占30.1
％），由表13-19可知，这个无话不说的对象以配偶、邻居、女儿、儿子为主，四者合计的比例高
达81.7％，朋友和其他亲属的比例也占到了7.6％和6.9％。平时，老年人聊天最多的对象是配偶、邻居
、朋友和其他，四者合计的比例高达79.2％，（外）孙子女和其他亲属的比例也占了一定比例，分别
为3.7％和2.4％。当有心事或想法时，老年人最先选择的倾诉对象以配偶和儿子为主，二者比例合计
为54。90A，，选择邻居、女儿和其他亲属作为倾诉对象的比例为5.3％、6.9％和8.5％。但是，无倾诉
对象的老年人比例也占到了14.2％。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老年人更倾向于找儿子和配偶帮忙解
决，最先找上述二者解决的比例合计为68.20A，其次是找女婿和邻居，二者的比例分别为7.3％和3.3％
。但是，无人求助的比例也高达11.4％。当生病需要照顾时，46.3％的老年人首先会找配偶帮忙，首先
找儿子帮忙的比例也将近占31.3％，找女儿帮忙的比例为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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