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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口自杀问题研究 '

王武林
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兀阵

摘要 老年人口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 中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城乡差异和年龄差

异 。将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与全球已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作了对比 ,提出老年人口自杀率的三种不同

模型 。虽然我国老年人口的自杀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但农村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的自杀率仍然

很高。应对老年人口自杀问题 ,一方面应着力解决相关的老龄问题 ,消除与减少老年人产生自杀意念的

诱因 另一方面 ,要重点关切高自杀风险的老年群体 ,特别是群体中的男性老人 、农村老人和高龄老人

还要高度重视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与精神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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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口老龄化成为本世纪我国的基本国情 。 年我国 岁及以上人

口达到 亿 ,占总人口的 , 岁及以上人口达 亿 ,占总人口的 国家统计局 , 。

据预测 ,到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亿 ,到 年时将超过 亿 全国老龄委 , 。我国人口老

龄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老龄问题 ,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

老年人口是人口群体中自杀率最高的群体 。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 ,随着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转

变 ,家庭结构的变化 ,以及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的凸显 ,老年人口自杀问题日见突出 。据前几年的数字 ,我国

城乡 “空巢 ”老人的比重分别从 年的 和 上升到 年的 和 常常感到孤

独的老年人比例分别占 和 不喜欢结交朋友的老年人比例分别占 和 有自杀念

头的老年人比例分别占 和 郭平 ,陈刚 , 。据北京一项对全国 例死亡人群的调查 ,有

例为自杀者 ,其中年龄在 岁以上的自杀者占 陈立新 ,姚远 , 另据卫生部的数据 ,北京市

岁及以上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为 卫生部 ,加 。转型时期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 ,特别是自杀问
题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

自杀是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所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

死亡 。它是社会整合程度的一种反映 ,社会整合程度越高 ,自杀率就越低 埃米尔 ·迪尔凯姆 , 。在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 ,自杀最多见于老年人口 布施丰正 , 。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 埃米尔 ·迪尔

凯姆 , 。 世纪 年代以来 ,我国城乡人口的自杀率逐步下降 ,农村老年人口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老

年人口 ,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差距不断扩大 。 、 和 年农村老年人口自杀率分别为

万 , 万和 万 ,分别是城市老年人口的 倍 , 倍和 倍 颜廷健 , 。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老龄化程度 日益上升的背景下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已经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的

国家相比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究竟有多高 我国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呈现何种特征 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

何种变动规律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将如何变化 清晰认识其现状 、特征及变化趋势 ,对积极应对我国人口

老龄化 ,化解老龄问题 ,特别是老年人精神卫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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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

现状与特征

老年人 口自杀率的城

乡差异

我国老年人 口自杀率

城乡差异显著 ,表现为农村

高于城市 ,且随着年龄增加

城乡老年人 口自杀率差距

越来越大 。在 世纪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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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城乡差异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即 可 口

杀率分别为 万和 万 ,差距为 万 岁及以上人口的自杀率分别为 万和

万 ,差距为 万 , 。进人 世纪 ,我国农村老年人 口的自杀率仍然高于城市 ,且

随年龄的增加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差距逐渐拉大 。在 一 岁年龄组人口中 ,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差距

在 万以下 在 一 岁年龄组人口中 ,城乡老年人 口自杀率的差距上升到 万 一

万 在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中 ,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差距上升到 万 见图 。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城乡差异显著的原因在于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农村和城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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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 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转变 “拐点 ”出现前 ,人口老龄化重心在农村 ,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

口比例高于城市 。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 ,养老资源主要依靠家庭提供 ,代际关系弱化 ,代际资源

转移不畅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削弱 ,加之农村养老 、照料 、医疗资源不足 ,这些都使得农村老龄问题更为突出

杜鹏 ,王武林 , ,也就使得使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 。

老年人口自杀率性别差异显著

老年人口性别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降低 ,但老年男性自杀率却高于老年女性 。国际上 ,在所有

岁以上人口的自杀事件中 ,男性占 ,是女性实施自杀可能性的 倍 。 ,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同样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从城市男性和女性老年人 口的

自杀率看 ,在 一 岁年龄组人口

中 ,男性和女性自杀率的差距仅为

万 ,到 一 岁时 ,二者差

距达到 万 ,到 岁及以上

时 ,二者差距达到 万 见图

。从农村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的

自杀率看 , 一 岁年龄组人 口中 ,

自杀率的性别差距为 万 ,到

一 岁时 ,二者差距达到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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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性别差异

资料来源 同图

万 见图 。可见 ,在我国 ,老年人口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十分显著 。

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年龄差异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年龄差异显著 见图 和图 。农村 一 岁老年人口的自杀率为

万

万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和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分别是 一 岁老年人口

的 倍 , 倍 , 倍 , 倍和 倍 。城市 一 岁老年人口自杀率为 万 , 一 岁 、 一

岁 、 一 、 一 岁和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分别是 一 岁老年人口的 倍 , 倍 , 倍 ,

倍和 倍 。

从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年龄差异看 ,老年人 口自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自杀

率达到最高值 。因此 ,无论城市或是农村 ,无论男性或是女性 ,高龄老年人口是自杀风险最高的群体 。

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国际比较

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年龄变化特征

从全球范围看 ,多数国家老年人 口自杀率呈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上升的特征 ,但不同地区 、不同政

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环境以及不同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 ,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一定差异 。老年人口自杀

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 。按人 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 口自杀率的变化规律将全球国

家 地区 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型国家 地区 ,如中国、韩国 、古巴、意大利 、德国 、瑞典 、法国和瑞士等国 地区 ,老年人口自

杀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特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老年人 口自杀率属此类型 如中国 一 岁人口的自杀

率为 万 , 一 岁人 口自杀率为 万 , 岁及以上人 口自杀率为 万 。第二类型

国家 ,如美国 、新加坡 、芬兰 、新西兰和波兰等国 ,老年人口自杀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特征 如新加坡 ,老年

人口自杀率从 一 岁的 万下降到 一 岁的 万 ,再上升到 岁及以上人 口的

万 。第三类型国家 ,如日本 、波兰 、挪威等 ,老年人口自杀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特征 如日本 ,

一 岁老年人 口自杀率为 万 , 一 岁下降至 万 , 岁及以上人口自杀率下降到
万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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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国际比较

国象 地区
自杀率 万

一麟岁 一 岁 岁十

岁以上老年

人口比例

亚洲 '

日本

中国香港 《刃

新加坡 拓

韩国 为

中国 《

美洲

阿根廷

美国

古巴

欧洲

意大利

德国 拓

瑞典

芬兰 为

葡萄牙 旧

挪威 仪旧

丹麦

瑞士

法国

西班牙

波兰

大洋洲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拓

资料来源 几 己

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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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阿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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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

岁 年龄

图 老年人口自杀率模型

注 型代表第一类型国家 , 型代表第二类型国家 , 型代表第三类型国家 。

根据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老年

人口自杀率变动特征 ,不同国家老年人口的

自杀率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即 型 , 型和

型 。 型 ,此类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随

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口自杀率持续快速上

升 型 ,此类国家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随

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口自杀率先降后升

型 ,此类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随着年龄

的增加 ,老年人口自杀率持续下降 ,我们称此

为 “老年人口自杀率模型 ” 见图 。

位居全球前列的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

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存在国际间的地区差

异 。欧洲 、非洲 、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国家的老

年人口自杀率较低 ,亚洲老年人口自杀率较

高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位居全球前列 ,仅低

于韩国。我国 一 岁老年人 口的自杀率

为 月 万 ,分别是日本 、新加坡 、美国 、法

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 倍 、 倍 、 倍 、

倍 、 倍和 倍 我国 岁及以上人

口自杀率高达 月 万 ,分别是日本 、新加
坡 、美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 倍 、

倍 、 倍 、 倍 、 倍和 倍 见表 。

可见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位居全球前列 。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与

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完善 ,存在较大差

距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日益

严重的背景下 ,老年人 口自杀问题已经成为

一个重大的老龄问题 ,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
度关注 。

老年人口自杀率性别差异的国际比较

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一般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 ,而且随着年龄的
增加 ,男性与女性的 自杀率差距逐渐扩大 。

欧美国家老年人口自杀率符合此规律 。值

得注意的是 ,亚洲部分国家老年人口自杀率

却呈现出相反的现象 ,即男性与女性老年人

口自杀率差距不断缩小 。如日本和新加坡 ,

日本男性 一 岁 , 一 岁与 岁及以

上 ,老年人口的自杀率与女性老年人口的自

杀率的差距分别为 万 , 万

和 万 ,新加坡男性与女性同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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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分性别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国际比较 单位 万

性性别别 一 岁岁 一 岁岁

八了︸,̀,入︸︸月,︸,̀﹃了,一︵咔门月︶,口

亚洲

日本 《

新加坡

韩国

中国 《

美洲

美国

古巴

气乙,二̀,

…
,̀,︸,白门︶,、

欧洲

意大利 巧 ,

,̀︸

…
︶、︸︸只八︼、乃̀

德国

瑞典

法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 以 巧

男女男女男女女男女男女女男女男女男男女男女男

资料来源 , 卿

, 滋 , 脚

一

可

犷 可

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差距分别为 万 ,

万和 万 见表 。可见 ,日本和新加

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性别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

逐渐缩小 。

除日本和新加坡外 ,全球大多数国家老年人

口自杀率随年龄的增加男女性别间的差距不断扩

大 。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 一 岁到 一 岁

男性与女性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差距分别为

万和 八 万 ,到 岁及以上年龄组时 ,二

者差距扩大到 万 见表 。同是亚洲

国家 ,但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性别差距却与日

本 、新加坡有所不同。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究 。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变化趋势

城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总体变化趋势

从城乡的角度分析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的

变化趋势 ,便于更清晰地认识我国老年人口自杀

率的整体变化趋势以及我国老年人口自杀问题

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

从 又一 年 ,城乡各年龄组老年人口的

自杀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年龄越大 ,自杀率差

距越大 。 以科年时 ,城市各年龄组老年人 口的自

杀率属高自杀率 ①行列 ,到 年时 ,城市印一的

岁年龄组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已属低 自杀率行列 。

在农村 ,各年龄组老年人口的自杀率仍属高自杀率

行列 ,特别是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自杀率仍然

高于 万 ,是高自杀率的 倍 见表 。

表 我国城 乡老年人口自杀率的变化趋势 单位 万

年年龄龄

一 岁岁 一 岁岁 一 岁岁 一 岁岁 一 岁岁 岁

农村

又

差距

城市

洲又

差距 科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仁 〕

即 叮训 盯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以又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刀 · ·

可 酬

城乡男性老年人 口自杀率

的变化趋势

城乡男性老年人口自杀率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城市

男性各年龄组老年人口 年

的自杀率均低于 年 ,而且

随年龄的增加各年龄组 自杀率

差距不断增大 农村男性

岁年龄组人 口 年的自

杀率均低于 年 , 年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自杀率为

万 ,到 年该组人

①国际上习惯将自杀率大于 万称为高自杀率 , 自杀率小于 万的称为低自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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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自杀率却为 万 。农村低龄组老年人口自杀率呈下降趋势 ,而高龄组老年人口自杀率却呈现上升

趋势 见图 。可见 ,当前农村男性高龄老年人口自杀问题特别严重 。

·… … 城市
…淤二城市
— 农村
一 农村

, ,…牙̀

﹄日甘八﹄﹃︸八险。并皿之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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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男性老年人口自杀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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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进人快速发展阶段 ,老龄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老年人口

自杀问题是我国老龄问题中的重要问题 。研究发现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存在显著的城乡 、性别和年龄差

异 通过国际比较后发现在全球老年人口自杀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 ,不同国家老年人口

自杀率呈现不同的特征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位居全球前列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

但农村男性高龄老年人口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 “老年人口自杀率模型 ”表明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属 型 。

随着国家对老龄问题的重视 ,我国老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当前 ,社会的快速转型 ,人口流动迁移的

加剧 ,城乡收人差距的扩大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脱节 ,传统价值观体系分崩离析 ,代际间居住方式的转变 ,

孝道观的淡化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与老年福利体系尚未健全 ,这些无疑对老年人的生

活和生理 、心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农村老年人口影响更其明显 。老年人随着社会角色转变 、生活

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社会适应能力的下降 ,容易出现焦虑 、抑郁 、悲哀 、恐惧等消极情绪 ,容易产生严重心

理健康问题 ,在晚年则易暴露于自杀风险中。老年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资源与角色的丧失 ,以及一系

列重大负性事件的影响 ,使老年人口自杀问题突出 ,成为自杀率风险最高的群体 。老年人口自杀的原因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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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 ,还有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 。老年人健康的丧失 、角色的丧失 、地位的丧失 、价值的丧失

等 “个体性丧失 ”和养老支持的丧失和孝道文化的丧失等 “社会性丧失 ” 颜廷健 , ,成为老年人自杀的

根本原因。在现实生活中 ,要从社会 、家庭 、婚姻 、经济 、健康 、心理 、照料等方面 徐慧兰 ,肖水源 , 陈立

新 ,姚远 , 赵梅 ,季建林 , 谢巧明 , 去寻找老年人自杀的原因。另外 ,老年人自杀率高 ,与老年

人精神文化生活匾乏 、老年社团组织少等有关 。到 年 ,全国各类老年大学仅有 万多所 ,各级老年人协

会约 万个 ,各类老年社团组织 万个 全国老龄委 , ,而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亿 。

在社会急剧转型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我国老年人口自杀率现状 、特征和趋势不仅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

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而且表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各类需求 。面对我国老年

人口高自杀率的问题 ,需要政府 、社会和家庭协同合作 ,一方面应着力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老龄问题 ,

如医疗 、照料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减少或消除老年人产生自杀意念的诱因 另一方面 ,重点关注高自杀风

险的老年群体 ,特别是男性老人 、农村老人和高龄老人 ,同时大力发展和建立老年人社团组织 ,增强老年人归

属感和安全感 。最后 ,要高度重视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与精神卫生工作 ,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网络 ,进

行多层面多方位的自杀风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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