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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昭通市老年护理专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
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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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调查、田园调查法、专家访谈等方式对中国昭通市各县区、乡镇随机抽取留守老人进行调研，从服务需求、医疗
服务保障、生活需要等方面进行访谈。调查得知：目前昭通市农村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的主要群体，高龄人口偏多，多成
带病留守状态，对医疗保障和精神层面的需要更多，对现有的社区服务不满意，体现在护理方式、病理判断、和精神慰藉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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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产党中央对于制订国人发展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意

见》的阐述中提出：“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成证发展形势，

60岁以上人口占比开始达到 16.1%，80岁以上的人口规模

占 4.5%，老人比例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4周岁以下老人口

比例小于全球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数比例开始绝对下降，

而且这个势头还在持续。”据 2016年 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到 2016年初，中国人口数量

为 13.74亿，初步估计，到 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逼

近 2.5亿，老龄化比例达 17.6%（见图 1）。日前人口老龄

化速度过快，基数大，这些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点民生

问题，这些都是对中国均衡发展和安全的一项新挑战，不难

看出老年人口问题成为现如今直至多年后的民生国计和国

家长久发展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大问题。

图 1 中国总人口及老龄化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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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昭通市 2019年末至 2020年初全市常住居民口

564.57万人。城镇化率为 35.3%，出生率 16.99‰，死亡比

例 7.0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9.91‰（见图 2）。

图 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 老年护理现状分析

2.1 老年护理需求现状

随着老年人口群基数体的愈来愈大，高龄、伤残老人

和空巢老年人数量也愈来愈多，老人的患病率越来越高，

按照《第四届发展中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分析研究报告》

指出，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口的疾病占比率高达

43.2%[1]，总体两星期患病率的近二倍之多，慢性病发生率

为 43.8%。在中国迅速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随着“4—2—1”

新家庭构成的批大量产生，让成员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

力越来越弱，空巢老年人比例逐渐增加，目前空巢老年人数

量已超过全国老龄人口总数的 1.05。学者们对威信县各社区

的 80多位老人进行了访谈研究，调查结果中发现有 11.8%

的老年人口对日常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请专门护理人员进

行照料的占 60%。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老年人的服务需

求还没有获得很好的满足，对威信县 15家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调查显示，只有 2家机构提

供家庭陪护及生活照料服务。

2.2 县、乡镇地区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为了掌握小城市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状况，笔者

近期利用假期时间，通过随机面访聊谈的形式，对来自于昭

通市的不同县乡镇300多名老年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统计的相关资料如下：

性别结构：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中，男性老人为 212人，

占样本总体 56%；女性老人为 88人，占样本总体的 34%。

年龄结构：从调查的 200名对象中看，61~70岁的老年

人口对象为 60人，占总量的 30%；71~80岁的老年人口对

象为 95人，占总量的 47.5%；80岁以上的老人为 45，占总

量的 22.5%

2.2.1养老服务需求基本规律

伴随年龄的不断增长，老人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逐渐下

降，形成看病难滋生安全感不断降低，逐渐缺乏自理能力，

对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具体，更多需要安全生活和拥有家庭的

归属感。然而面对自身价值的慢慢减弱，对保健、个人生活

照料、心理宽慰的养老服务需求大幅度上升，对服务社会，

再就业等想法逾年下降。

养老服务需求总量

根据人口数据统计分析，截至 2021年 11月，昭通市

65周岁以上的老人口已近十万人，当中，60%以上多为农

村老人，但近年来由于政府脱贫攻坚，城乡振兴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以及城市一体化的逐渐发展，农村的部分老人或随

子女向城区流动，这一形势直接使城区老人口数量急速增

加，因为经济和理念的认同不一，导致许多的老年人对城市

生活节奏和环境不适应，从而反居农村人口过大。

养老服务需求结构

调查对象中有 26%的人提出生活照料需求。58%的老

人有疾病治疗需求，有 16%的老人有康复保健需求，从生

活照料出发，他们都应当得到相应的照顾；他们需要的不只

是进入医院进行单一的医学康复治疗、护理等，还伴随着对

精神支持和临终关怀的渴望。

对于留守老人和因病老人的护理而言，他们需要及时

的细聊服务、康健护理保障，还需要获得社区娱乐性精神服

务，从以上得出老人们需要的是定向性保障性、精神层面等

方面的服务。

2.3 昭通市老年护理人才供给现状

老龄化趋势严重和多样化的老龄服务需求是目前严重

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对老龄护理人员的需要和渴望正在迅

速增加，从目前昭通市的老龄护士供需状况来看，在服务品

质和数量方面的需求上差异较大，而这些问题都已经形成了

我们对老龄护士人才需求的瓶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健全人才培养制度与就业政

策，加强培育在老年医学、老人健康治疗、护理学、中医学

等方面的配套门人才培养；政府的职能要主管部门，要帮助

大学院和中等职业院校设置老龄服务的有关学科和课程，吸

引和促进专业对口毕业生进入老龄护理业务的岗位当中。就

调查得知，昭通市老年护理行业的从业调查现状不容乐观，

老年护理专业人才较少，主要体现在：老年护理服务机构的

护理人员缺口大，服务的主要群体是以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

进城务工大龄妇女为主，无专业技能，学历层次普遍偏低。

笔者对昭通市相应机构调查得知：在从事老年人护理人员当

中，40~55岁人员占比 80%以上，学历层次上看，初中及

以下学历者占 80.8%。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只占 1.2%，

懂医疗知识的只有 17.9%。因此，培养和建立一支服务规范、

专业性强、学历层次适中的老年护理人才队伍是目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

3 昭通市医学院护理专业学生从事老年护理

意愿分析

调研结果得知，983名护理相关学生当中只有 350名占

比 35.7%的学生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43.6%的护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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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对从事老年护理工作意愿性不确定状态。从调查的

结果看；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护理学专业学生对毕业后就业老

年护理的意向性不高，问卷结果表明仅有 35.7%的学生对

毕业后愿意从事老年护理持肯定的态度；8.2%的同学表示

否定，从事老年护理工作持不确定态度占比 43.6%。在此结

论中，处于不确定和暗处观望的比较多，将这批人员发展成

愿意的群里是老年护理人才的前景和空间，潜在的空间大，

这就需要昭通政府和社会团体从更深层次找出原因，打消他

们心理屏障，培养积极心理，制造条件，引导学生往既定正

确的方向发展，整体提高护理学生生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

意愿。

4 学历层次、年级对学生从事老年护理工作
的认知影响

通过研究数据和实地调研得知，通过卡方检验，不同

年级比较有明显差异性。结果显示大学专科三年级学生从

事老年护理意愿高于大学专科一年级学生。经过分析得知，

可能同大三的毕业生马上面临就业，在日趋剧烈的工作压力

下，选择合适的工作成为了毕业生的重点规划，他们的选择

面和就业的导向性更加的明确更为合理和真实。通过比较结

果显示：学历层次一样，年级不一样的两组同学中，中职高

三学生对于从事老年护理意向较高一年级学生要低；同时大

一学生比大三和大二学生从事老年护理意愿高，其原因有两

个方面，一是应该同高年级学生的认知度和对老年护理的认

知程度有关，二是高年级学生马上即将面临毕业进入社会，

在大批学历层次较高护理毕业生日趋增加的就业态势下，

大、中专层次的孩子们感觉自己不高的学历影择业面狭小，

从而自身压力大，对于选择的工作面也就发生改变，更趋成

熟的思想下选择的意向没有低年级的强。

4.1 学院人才培养现状

老年护理人才的培养是直接解决人口老年化服务的关

键，地域差异和经济的影响下，专科服务型人才的培养可以

直接解决缺口问题，就目前昭通市而言，医学本科学院无，

仅有昭通卫生职业学院一所高职医学院，昭通市人均收入

6279.69元（税前），这导致高学历人才不愿屈尊就业，中

职学生就学历和能力都不足以满足现有的需求，基层服务高

职学生的培养成为补足缺口的最好方式，这也是高职学生的

就业前景和方向，从昭通卫生职业学院了解得知，学院目前

设置专业有护理学、助产、康复治疗技术、公共卫生管理、

中医学、药学等专业，没有设置老年护理专业，护理专业从

调查得知对老年护理不理解，意愿不高，现急需大量人才的

培养以满足社会老龄化的需求。就目前昭通市而言，老年护

理人才的缺口初步预计在 5000人左右 [2]。

4.2 政策支持

11月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印发。要求各地政府部门要做好文旅、体育等管

理工作，规范形式，提高老年人群体的参与度，保障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意见》强调加强老年人服务人才培养建设，

同时保障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学校专业的建设和养老机构

的设立，从源头解决现存在的老龄化问题。目前现有的政策

足够支撑当地政府改善老年人口服务问题，就现有的政策而

言，不足以激励年轻人、学生去参与到老年服务这个行业，

就现有调查得知，服务群体大多属于无保障状态，他们的生

活基本能保障，但是社保、医疗保障和后勤补给没有，人均

月收入 3000元左右，以昭通市人均生活标准 1420元为例，

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从而致使从业积极性降低，又因为老

年人照护不仅是生活上温饱，更多的是身体和心理上的慰藉

市政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是老年护理的最大

支出，现有的碘盐数据显示，政策基本健全，但资金支持方

面还处于一个试探性阶段，公立的养老机构很少，针对大学

毕业生的优越政策暂时无，公益性少，服务人员基本是下岗

职工和农村建档立卡家庭妇女，相关的培训也基本没有，更

多是表面上的，提高服务队伍的素质是当前关键 [3]。

5 结语

①基于昭通市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应加大对老年护理

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市政投入，建立健全养老机制，

②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应开放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就目前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人才需求在未

来 10年达不到饱和状态，这是老年护理人才的培养优势，

也是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

③加大对护理学生的引导，转变理念，服务老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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